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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服饰类别》!
.,

'/!
理论讲授!

理 论

课时!
2 课时!

实践

课时!
0 课时!

*0!

12!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了解根据彝族服饰民俗的地域、支系所划分的楚雄型、红河型、

凉山型等六类彝族服饰的区域形制，了解 6 类彝族服饰的艺术特征和款式的细分。并鼓励

学生进行更深入的彝族服饰文化与服饰工艺结构调研，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深入调研等自

主学习的能力。!

34

56!

通过对彝族服饰区域形制的讲解，激发学员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兴趣，强调中国少数民

族服饰文化的魅力，提升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怀，培养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7!

8!
1.楚雄型 2.凉山型 3.红河型 4.乌蒙山型 5.滇西型 6.滇东南型 

9!

8!
凉山型、楚雄型彝族服饰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电子教材、教学视频、试题库 

:;

<=

>?!

课后调研：	

课后调研 1-2 位彝族服饰工艺传承人		

调研内容：传承人的背景、传承人的工艺作品 

 

学 习

工具!
电脑 

*1

@A!

1.教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几个通俗的问题：彝族分布在哪些地区？彝族服饰的

类别有哪些？不同地区的彝族服饰是否相似？从而引出本单元学习内容《彝族服饰的区域

形制》。	

2.教师引导学员根据《彝族服饰的区域形制》课程设计在云课堂中找到相关教学 ppt、视

频、电子教案和课件进行自主学习，初步自主完成学习目标。	

3.学员完成课后测试题，老师根据学员的测试结果了解知识的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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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C!

D,E 

FGHI!

老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彝族分布在哪些地区？彝族服饰有哪些类别？	

不同地区的彝族服饰是否相似？	

JGKLM,NOP QRS!

彝族服饰发展至今，支系繁多，分布辽阔。由于葬族人所居住的生态环境复杂，经

济水平差异大，其服饰受社会、环境、文化的影响各有不同，表现在服装款式、质地、

色彩、纹样上就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各地区的彝族服饰千姿百态，各具特色。据彝

文史籍《西南葬志》记载，战国初期葬族祖先仲牟由生六子，这六子便是彝族各支系的

祖先，即彝族历史上 传说的 “六祖分支＂。它奠定了彝族后来的分布格局和居住范围，

标志着彝族先民巳经由氏族走向部落联盟。根据彝族各地服饰特点和语言分布的状况，

彝族服饰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 6大类型和 16种样式。 

 

T!,U!

VGM,W.NXP QRS!

Y0J!!"#$%'(!

!

<= O!"#$%Z[\]!

O^_!`a/!

红河型葬装流行于云南南部的红河流域哀牢山区，由于其生态环境变化丰宫，服饰呈现出纷繁

多彩的特点。男子皆着立领对襟短衣。女装则多彩多姿，既 有长衫，也有中长衣和短装。大多红

河彝族入外套坎肩着长裤、系围裙。头饰多用银泡、彩色绒线装饰，服装以饰银为美， 色彩对比

强烈，华贵艳丽，纹样多为自然写实风格，少用几何形。红河型彝族主要分为元阳式、 建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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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屏式三种形制。 

一、远阳式 

元阳式葬装流行于元阳、新平、红河、金平、绿春、墨江等县和山区。其女装很有特色，

多用色彩艳丽的大红、桃红、湖蓝、翠绿等色布为面料，并且以银泡、银链为装饰，具有明丽

华美的视觉效果。该地 区彝族女子一般着两件衣，内衣为花饰长袖、有高钗的大襟衣，外套半

臂。金平等地还着绣花坎肩，她们 下着长裤，束大腰带。妇女宽大的腰带头用银泡嵌花，是该

地区服饰的特色，她们称之为＂尾巴”。着装时要把长衫后摆拴在腰上，以显示花腰带头，使

之更为醒目。 

红河流域地区姑娘多戴饰银泡的鸡冠帽或包头帕，巳婚者皆包头帕。银泡坎肩是年轻姑娘

们喜爱的服饰，在黑地色衬托下的银泡图案更为光彩夺目。她们下穿膝下拼接两大块蓝布的黑

长裤。绿春与红河交界的彝族妇女着桃红色袖和肩的黑长衫，其托肩、袖口处用黑、白、黄、

红、绿等色布补绣出极为简练和概括的龙纹图案。 

这个地区服饰华丽、浓重的特点还表现在儿童的服饰用品上，如蓝色的儿童坎肩既绣彩花

又嵌金银，还饰以银鱼、银铃。背带上的绣花一层重一层，既绣又补，钉金饰银，真是华丽非

凡。它们都体现了这个地区彝族妇女的审美特点。 

 

 

 

 

 

                      红河绿春彝族衣服上的龙纹刺绣 

           

 

二、建水式 

建水式彝装流行于建水、石屏、新平、峨山、蒙自、元江、个旧等半山区及坝区的服饰。

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与汉族交往密切，其服饰相应受到汉族影响而彝族特点减弱。

女装为大襟衣、长裤，套坎肩或系困腰。围腰小巧，中心绣扇形或菱形适合纹样。元江洼洷村

彝族妇女穿前短后长的大襟衣，包罢头帕。蒙自妇女包缠成菱角形的浅色头帕。个别妇女头饰

是戴瓦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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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屏式 

石屏式葬装主要流行于石屏、峨山、蒙自、个旧、开远、屏边、金平、元阳等县的山区。 

石屏式女装色彩以红调为主，点缀对比色的绿、蓝等色，整体色彩艳丽异常。其衣裤常以

两种以上的色布拼接而成，使之产生鲜明的对比特点。石屏式上衣多为大襟、窄袖外着对襟坎

肩；头饰以巾、 帽及大量的银泡、绒线。用绣花、挑花、银泡镶嵌是石屏式服装的主要特点，

在托肩、袖口、后背、枉襟、下摆和裤口处，尤其是腰部，都是装饰的重点。石屏、峨山的葬

族妇女的腰饰更精美，她们不仅有绣花腰带，而且有绣满花纹的垂于臀部的腰带头（图 5-98)， 

因此被称为 “花腰彝＂。她们帽顶巾用红、果两色拼接而成，在搭于额前的部分绣有两大组马

樱花，两组纹样之间用深浅交替的蓝色、绿色和粉红色布条拼成，色如“彩虹”。上衣外套坎

肩，前后均为纵式花边，领围多补绣成“太阳花”。年轻的姑娘胸前还要戴一大银盘，称为“火

拔母”。两边是银的阿奴兜＂（吊奶），后背以绣花卉或彩色布条镶饰，当地称为 “彩虹”。

一件豪华的坎肩，不仅工艺精致，而且充满了原始崇拜的神秘气氛。长衫的后摆肩头、袖口处

补绣有火焰纹，这与彝族先民对火的崇拜有关。火焰纹图案的变化概括而简洁。 

 

 

 

 

 

 

 

“花腰彝”长衫后摆的火焰纹 

 

蒙自、屏边一带的年轻女子戴孔雀开屏式的红缨银泡帽，帽上又圉以珠串 ，并且用红布缠

结头发，而形成环状头带，两侧垂下红缨与珠串。老年妇女则在银帽上再覆盖上绣有花边的大

罢帕，表示花样年华的不再，更显沉稳和朴实。 

开远、蒙自、金平一带的彝族女子头戴高筒银泡帽， 其上缀—排红缨，穿紧袖短衣坎肩， 

系围腰， 长裤为两色对比的色布拼接缝制，使宽腿裤略显瘦小而更为干练。朴拉支系的元江、 

蒙自的彝族妇女头戴银泡帽，外缠粗发辫。戴大银耳环，饰彩缨穗，身着蓝长衫，外套黑坎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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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课后 

FG,bcd 

本次课我们了解了不同地区的六类主要的彝族服饰形制，通过微课视频、田野考察记录视频和

文字材料，了解了每类区域形制的细分类别，每类彝族服饰的主要穿着搭配习俗、款式特征、色彩

搭配特征和图案题材与装饰特征。 

JGefgh!

1.调研任务：	

课后调研 1-2 位彝族服饰工艺传承人		

2.调研任务要求：	

（1）传承人的背景 

（2）传承人的工艺作品 

通过项目的实训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通过此次调研，引导学生学习传承人的工匠精

神，培养学生对传统服饰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责任意识。!

VG*1ijklm 

通过课后调查、交流，了解学员对本课程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及时调整授课内容和授课模式。 

nG,oi3!

因对于彝族服饰区域形制部分，较多的理论知识，本次教学主要以微课讲授、实地

调研视频与调研图片，结合文字，使学生更深入了解彝族服饰文化。针对本次教学方式

方法与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如若在区域性质介绍部分，以一些趣味性的、互动性的游

戏来作为课后习题，将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