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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服饰》课程调研报告

一、调研的目的与方法

（一）调研目的

畲族传统服饰是畲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沧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创造了

自己富有特色、多姿多彩的服饰艺术。它们是畲族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表征之一。由

于社会环境的变迁，畲族传统服饰也在悄然，甚至是突然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畲族服饰

资源材料、物品等进行收集、归纳、整理、研究和再设计的实践，从有效的发掘和传承

畲族服饰文化，其目的和意义具体表现为：

（1）以调研畲族民俗文化和服饰惯制、款式、图案、工艺等作为切入点，将畲族

传统服饰中的美学元素作为灵感来源，通过将提取的畲族服饰中的图案符号并进行重构

设计，或结合现代设计中的审美原则与造型手法将传统服饰款式结构、用料、工艺进行

改良设计与应用，这将对传统畲族服饰元素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2）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变，包括畲族服饰在内的传统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服饰

文化的精髓，正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课程开设期望人们在重视时尚流行文化的同时，

还能完好地保存自己对于民族服饰图案元素的归属感，从而推进畲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

（3）现代服装企业设计师越来越重视从民族传统服饰提取素材（尤其是图案素材），

畲族服饰图案作为能够帮助现代设计师拓宽设计思维的设计元素，还能够将人们的视角

拉到本土化的民族服饰元素中去，推动当代设计师挖掘我国本土民族服饰元素独特魅

力，促进中国本土人员原创设计人才、高级技术人才的孵化与提升。

（二）调研内容

畲族服饰是畲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那些能反映该民族共同文化心理

和生理需求的人体外包装和精神寄托之物。也是畲族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表征，

是畲族最为直观的民族文化特征借以相互区分的标识。

课程建设是基于以畲族主要聚居地浙闽粤赣地区的代表性服饰进行调研，通过对现

代畲族服饰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对畲族传统服饰形制进行梳理，对畲族服饰服饰惯制、

款式、工艺、图案构成形式以及意蕴内涵的分析，以及畲族服装与服饰企业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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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需求情况的多方面调研、考察意，并运用艺术学的相关原理和方法从色彩、材质、

图案、造型和配饰五个方面对畲族服饰艺术特点作整体性的研究，将其艺术特征总结为：

青蓝为基，多彩点缀；麻棉为主， 丝草俱辅；花草为多，边缘适合；凤冠为识，地方

变异；银饰为盛，巧织惠裁。发现现代畲族服饰发展出激变、简化、稳进、采借、嫁接

和消隐等态势并存的多元化格局，透露出文化全球化冲击之下保持自身文化根基的隐

忧，同时也彰显传承与创新发展畲族服饰产业的重要性，畲族服装与服饰高级技术人才

培养的紧迫性。

（三）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主要分为三类，即畲族人民、从事民族服饰开发设计的企业员工、有意从

事民族服装与服饰开发设计的学生。

（1）受访对象中的畲族人民包括畲族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体，人数共约 50人。

（2）受访对象中畲族服饰开发设计人员人数共约 25人，涉及 20 家企业，分布在

畲族聚居所在省份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等省份。

（3）受访对象中的有意从事民族服装与服饰开发设计的学生，受访对象为 50人，

受访对象主要来自畲族聚居所在省份（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的高职院校。

（四）调研方法

（1）文献检索法。通过图书馆、博物馆、书 店、私人收藏馆，以及中国知网、维

普、万方和 ZADL 等网络文献传输平台，收集有关畲族服饰的论文、专著、新闻报道、

调研报告等文献研究资料。通过査阅相关文献，对文献进行服饰设计、历史文化、工艺、

人才需求现状、人才培养规格等方面的分类检索。

（2）实地调研法。在前期所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去往景宁畲族自治县，感受

其深厚的民族文化韵味；对畲族人口相对集中的鹤溪镇进行实地调研，并在畲族工艺品

展销会上进行采访与资料搜集；拜访当地手工艺传承人，包括包凤村的彩带编织老人、

双后岗的省级非遗文化传承人蓝陈启女士、东弄村的畲族彩带编织老师蓝延兰女士 以

及畲山凤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的畲族传统服装制作团队；去往中国畲族博物馆、畲族民

俗陈列馆、蓝延兰畲族纺织技艺陈列馆、龙凤民族服饰店等多个畲族服饰及手工艺品 陈

列室，获取了十分丰富的畲族服饰及手工艺品相关资料。

（3）归纳与分析法。针对网络资料查阅、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收集到的畲

族服饰企业进行分类、归纳以及总结。



3

（4） 设计实践法。将畲族最具特色图案元素提炼出来并进行图案的“二次设计”，

然后将这些再设计后的图案运用于现代不同风格的服饰设计中去，探索畲族服饰图案元

素应用于不同人群的现代服装设计中可行性、可能性、市场性，从而为畲族服饰创新设

计和相关人才的培养提供依据。

二、背景

（一）现状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有形的物质又是

无形的精神载体。畲族是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现在，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畲

族男女服饰基本类同于当地汉人，能保留一定的民族特色的还在人口相对集中的闽、浙

两地，尤以闽省畲家妇女特色显著。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加紧研究、保护好畲族服饰文

化。把握畲族服饰的意蕴与创新，为民族文化产业和经济建设做贡献。

畲族自称“山哈”，“哈”，畲语意为“客人”，“山哈”即居住在山里的客人。

自唐以来，畲民们因生存、发展需要，从广东沿福建的山岭向北、西迁徙并不断分支，

适时、适地定居在浙西南、江西、安徽等地，与汉民族交错杂居，形成了现在“大分散，

小聚集”的居住格局。在迁徙的进程中，该民族不断融入当地的文化、风俗，受汉族文

化影响较深，汉化明显，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自己的文字，百分之九十九的畲族使用

汉语客家方言，通用汉文。作为畲族文化中最醒目的标志之一的民族服饰也不例外，也

在不断地吸取当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目前畲族服饰“大相同，小差异”的特点。

畲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排列居第 19 位的一个古老的民族，现有人

口 70.9万，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的百余个县、市。

在各畲族乡政府保管的畲族服饰，男、女服装以蓝或黑色为主，只是传统的苎麻或

棉大都已被化纤织物所代替。女上装为大襟小袖衫，在衣领袖口和右襟多镶花边，花边

多是大红、桃红夹着黄色的花纹，刺绣各种花鸟及几何纹饰，也看到了畲族妇女最具有

特色的“凤凰装”与“凤冠”。畲族男子服装基本与汉族相同，男服一般是青色和蓝色

大襟短服。

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交面广，畲族女性服饰越来越显得古老、刻板，不适应大众化和

新生活节奏的要求。价格上，一件畲族女性上衣，布料与工资要达到 400元左右，加上

各种饰物饰品(包括银质扁扣)约 200 元。市场上一件中等上衣大约 200—300 元，低档的

一件几十元钱。如果只穿上衣没有配套，根本不是正常打扮，要购置整套标准畲族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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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共需人民 1600 元以上。畲族传统男装从清代中期开始逐渐消失，至今在思想观

念上几近淡化,且不断跟随社会发展步伐融入大众化。因此,保留夫妻间一方的传统服饰

不现实。制作工艺和选料方面没能推陈出新。缝纫队伍得不到专业培训,老工艺、老产品

难以得到新时代青年的认可和接受。同时,在布料质地、色调方面仍然固守 17 世纪之前

唯独的几种品种,难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当前畲乡只有 50 岁以上女性穿着“凤凰

装”。40 岁至 50 岁的女性偶尔穿上，但是畲族年青一代婚嫁时父母都会制作一套标准

服饰作为嫁妆陪嫁。区域限制，畲族与汉族居住地杂乱，民族服装过于古老，不利交往，

加上民族自豪感不足，过去宣传畲族着装也做得不够，直接影响畲家女着民族服装的自

觉性。

（二）发展趋势

根据调研信息收集，预期未来畲族服装与服饰发展将迎来新的空间与活力，因此也

将带来畲族服饰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具体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尽管目前畲族青少年穿着畲服的情况很不普遍，日常穿着服装也明显倾向现

代服饰，而言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传统畲族服饰文化对于当下畲族的作用是积极的，畲族

服饰能够彰显畲族人民的以身份认知功能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且随着畲民年龄增

大其坚持捍卫传统服饰文化的意愿也就越强烈，畲族服饰的传承延续、创新发展也将迎

来新的契机和必要性，也给企业、民族服饰产业发展带来商机。

（2）今后将会有服装企业从事中国民族传统服饰的开发，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服装

设计师将依托本土化的民族服饰元素，拓宽设计思维，推动当代设计师挖掘我国本土的

独特魅力，发挥畲族服饰文化在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与发展应有的作用，同时未来将涌现

更多从事民族服装与服饰开发设计的人才。

（三）岗位设置

（1）畲族服饰设计师

（2）畲族服饰工艺师

（四）人才现状与需求

目前服装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 2018 年为例

出口 1440亿美元，同比增长 25.2%， 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量的 14.9%; 全国纺织品服装

出口额累计 1712 亿美元，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额的 15. 4%，继续稳居我国各行业出口创

汇之首，出口总额也高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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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作为我国服饰产业有机组成部分，也在服装服饰产业发展中迎来了契

机，需求前景十分广阔，以福建景宁区域少数民族服装企业为例，共有大小畲族服饰企

业 762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5 家，从业人员 38100 人。截至 2017 年底，区域内少数

民族服装产值 195814.34 万元，较 2016 年 167548.85 万元增长 16.87%。产值前十位企

业合计收入 91599 万元。

不过总体而言畲族服饰产业化程度较低，畲族服饰的创新开发能力薄弱，服装款式

较为单一，畲族服装开发设计人才队伍薄弱，随畲族服装行业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对畲族服装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了解畲族历史与文化，

深谙畲族服饰特征，懂得民族传统服饰与现代艺术设计有机集合的创新设计人才，精于

畲族服饰制作，善于对畲族工艺革新，会管理善营销的一专多能的高级技术人才需求较

大，满足企业要求的人才培养也迫在眉睫。

三、项目/课程/技艺人才培养规格需求

（一）行业、企业急需岗位

畲族服装与服饰设计师岗位、工艺师制作岗位

（二）行业、企业岗位需求规格

（1）畲族服饰设计师

1、服装设计类相关专业本科毕业，有服装设计经验 3 年以上。

2、了解畲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畲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懂得新材料开发和搭配应用。

（2）畲族服饰工艺师

1、懂服饰款式结构与工艺，手工制作技艺精良，有 3 年以上服装制作经验。

2、了解畲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畲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懂得工艺革新，能促进畲族服饰产业化。

（三）行业、企业所需人才知识构成

（1）畲族服饰设计师

1、畲族民俗与历史文化知识；美学、工艺美术学原理与知识。

2、畲族上装、下装设计知识，服装与服饰创意设计知识。

3、畲族服饰材料开发和搭配应用知识。

（2）畲族服饰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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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畲族民俗与历史文化知识；美学、工艺美术学原理与知识。

2、畲族上装、下装制版知识；畲族服饰制作与工艺知识。

3、畲族服饰材料搭配应用知识。

（四）行业、企业所需人才能力构成

（1）畲族服饰助理设计师

1、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具有 3 年以上服装设计经验。

2、了解畲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畲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能够组建设计团队进行款式设计、图案二次创新设计、新材料的开发与搭配。

（2）畲族服饰工艺师

1、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懂服装缝制工艺理论，具 3年以上制作经验。

2、了解畲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畲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懂得工艺革新，能促进畲族服饰产业化。

四、关于某项目/课程/技艺的思考或建议

（一）保护与传承好的做法

我国注重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通过以民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基础，开

发畲族乡村特色产业项目，带动各项文化和经济产业发展。

（1）设立畲族文化广场、服饰博物馆等文化类展示场所，展示畲族发展历史、风

俗信仰、服饰及歌舞、特色产品等。如鹰潭市贵溪县樟坪畲族乡。

（2）突出畲族资源特色，建设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特色乡村旅游景区。

如吉安龙冈畲族乡以“红色历史、蓝色民俗、绿色生态”发展旅游业。在贵溪市樟坪畲

族乡能欣赏到体现畲族精彩艺术的“狗王图”和“马灯舞”，还可听到畲族的多种山歌。

（3）通过举办畲族文化艺术节挖掘、展示畲族文化遗产。在畲族聚居区域轮流举

办畲族文化艺术节的举措，将推广畲族民族风情的做法和保护畲族服饰文化起到一定的

作用，同时产生一定经济效益。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畲族由于历史上的迁徙与汉族交错杂居，没有形成大块聚居区域，而在长期

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畲族服饰面临被同化而湮没。在畲族乡看不到身穿畲族服饰的畲

民。

（2）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节奏加快，使得坚实耐磨、保暖为主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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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民族服饰不被新一代畲民们所接受，对他们的经济生活没有实际意义，取而代之的是

简洁、明快、具有时代美感的服饰。

（3）随着现代文化的影响，畲民们对于畲族概念越来越淡薄，民族意识一代代淡

化，缺少保护、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到如今的畲民家中已没有了本民族服装，

在重大畲族活动里，参与者所穿的畲族服饰也由乡政府统一安排穿戴。

（4）如今的青少年一代，他们触摸不到畲族的民族符号与表征，无法领会畲族的精

神内涵，没有传承畲族服饰的责任感和主动性。现畲族服饰中植物染、手工刺绣等传统

手工艺已然缺失，已成为现代工业化的产物，拙朴气息荡然无存。

（三）畲族服饰文化保护、发展与应用对策

（1）查研究畲族文化特色内涵。服饰是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研究江西畲族与汉

族文化、赣鄱客家文化的交融所形成的具有江西特色的畲族文化，对本省畲族服饰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2）发扬畲族民俗文化，形成鲜明的畲族文化理念。扩大畲族这一古老民族文化

在世界的影响，让畲民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与自豪。

（3）建立传承机制。制定传承计划，使刺绣、染织等手工工艺得以传承。广泛在

青少年中进行畲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教育与传播，让年轻一代们形成对畲族文化保护的

自觉意识，促进畲族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畲族服饰文化的创新发展

针对畲族民族服饰的现状，如何将简洁、明快、具有时代美感的现代服饰元素融合

到畲族服饰之中，使畲族人民能在日常的生活中能穿、爱穿、喜欢穿，使畲乡具有真正

的民族风情。

（1）畲族聚居的当地政府须高度重视关系到我省畲族服饰存亡的客观现实，对畲

族服饰的传承和发展问题进行全面、细仔的调查研究，制订创新、发展规划，落实行动。

（2）加大投资力度，增强技术研究的力量，加快科技创新研究的步伐。将畲族服

饰元素融合到简洁、明快、具有时代美感的现代服饰之中，组织专门的团队进行技术研

究和产品开发。

（3）借助于传统的畲族节日（如“三月三”），开展各项与畲族服饰相关的活动，

如举办江西畲族服饰设计大奖赛、畲族服饰时尚表现赛等等，以达到展示畲族服饰风采、

实现畲族服饰与当今流行服饰融合、传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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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畲族服饰文化的应用对策

1、历史上的江西畲族服饰产业

据史料记载，畲族人民是开发江西山区的劲旅之一。他们开辟畲田,发展农业。

大约在宋朝以后，又采用等高线种法,倚山坡,筑梯田。畲族人民还根据山区的特点，经

营和发展各种经济作物。据说，畲族蓝姓以植长种蓝制靛染布而得名，

畲民在山区推广种蓝制靛技术，使之成为江西一大利源。赣南“种蓝制靛, 西北大贾岁

一至, 泛舟而下, 州人颇食其利”。据说，畲族钟姓以擅长种苎麻织布技术而闻名，这

对促进江西山区苎麻种植和加工大有好处。在赣南，

“山谷园圃间多种苎”，“不论贫富无不缉麻之妇女”,其他地方也大都如此。历史上

江西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夏布生产省份, 也有畲族开发苎麻种植业的一大功劳。

2、畲族服饰文化与现代产业应用

（1）以历史上江西畲族的传统蓝靛染布和苎麻织布技术做为特

色产业，成立行业协会，制定产品监管制度，根据规范要求实行定点

生产，确保产品的良性口碑，以古朴典雅的原始手工艺的特色，提高

市场占有率，更大限度地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将畲族服饰中的苎麻、蓝靛染、刺绣、“凤凰”造型等民族元素用于畲乡旅

游产品的开发，同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吸收外来的、现代的元素，使传统文化服饰

流行化，大众化。也可将畲族的服饰元素融入到现代服饰中，

在起到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用的效果。

整合畲族服饰产品产业的各项优势，形成与众不同的色彩、图案内容和表达形式，提升

畲族服饰独具特色的整体形象。

（3）营造畲乡氛围，打造畲族风情文化的亮点。畲族服饰产品随之成为旅游市场

中的畅销品，建立旅游商品集中销售展示推广中心，实行规模化经营和标准化管理，将

畲乡旅游商品进行展示推广，通过结合如“三月三”等畲族传统民族节日，把畲族旅游

品牌做大做强。

畲族服饰定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得到传承，取得更好的发展。弘扬江西畲族文化精

神，体现畲族服饰文化特色，打造具有规模优势、人才优势的龙头畲族服饰产品企业，

形成规模效益，不断提高畲族服饰产业的范围与规模，体现畲族服饰在地方经济建设中

的作用，让其为我国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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