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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畬族服饰款式设计》教案

课

题
《畬族服饰款式设计》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2课时

实践

课时
8 课时

教

学

目

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了解畲族男子服饰款式特征、畲族女子服饰款式特征与畲族儿童

服饰款式特征，掌握畲族服饰款式类型以及畲族凤凰装特色。培养学生收集、分析与利用

信息的能力，具备一定审美能力与设计能力。

思

政

元

素

通过对畬族服饰款式特征的分析和讲解，引发学生对少数民族服饰欣赏的兴趣，强调

中国服饰文化的魅力，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通过实训练习，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通过畬族服饰的款式特征的分析和欣赏，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重

点

1.畲族服饰款式类型；

2.畲族凤凰装特色。

难

点
畲族凤凰装特色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电子教材、教学视频、微课、试题库

实

训

任

务

要

求

实训任务：

收集畬族传统服饰图片不低于 10 张，以畲族服饰为原型创新设计 4 款时尚女上装。

实训要求：

1、运用电脑绘图软件（PS、CorelDRAW 或 AI）在同一页面绘制正、背面彩色平面款式图；

2、设计元素应用得当，民族特色明显，创意拓展恰当自然，符合服装类别特征，新颖独

特，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3、页面设置 A4 大小，构图合理。

学习

工具
电脑与绘画工具等

教

学

设

计

1.教师抛砖引玉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畬族服饰款式有多少类型？畲族凤凰

装有哪些特色？从而提出本单元学习内容《畬族服饰款式设计》。

2.教师引导学员根据《畬族服饰款式设计》课程设计在云课堂中找到相关教学 ppt、教学

视频、电子教案和微课进行自主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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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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Ⅰ课前

一、线上

老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畬族服饰款式有多少类型？畲族凤凰装有

哪些特色？

二、导入新课（2 分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千万里山河的滋养，各民族智慧的创造，成就了中华“衣

冠之国”博大精深的服饰文化，使我国的服饰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服饰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服饰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我国宝贵的精神遗产，学习民族服饰，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中国是光荣伟

大的国家，从而由衷地增加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我们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

Ⅱ 课中

三、新课讲授（88 分钟）

项目二 畬族服饰款式特征

第一节 畲族男子服饰款式特征

由于畲族男性的服饰在变迁过程中已经被汉化了，走进畲族聚居村寨很难再看到有男性

身着本民族服装，只有在节日以及重大场合才会看到。不同年龄段的畲族男性，衣着也会

有一些差别。畲族男子一般都会穿一些大襟没有领子的青色长衫、对襟、无领，只是用

蓝棉布镶袖口，在肩上有两个“搭肩”用条状式蓝布或白布缝边，长裤，有时候也会穿

由两层麻布制作而成的没有袖子的马甲上衣，前面对襟，上有五个铜钮扣，前后片分开，

同时用一个布带将左右两边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方便他们劳作，这也侧面的体现了畲

族人民的勤劳朴实。

根据天气的原因，男子服饰款式分为长袖和短袖两种，夏天穿芒麻做的短袖，竺布

面料所做的服装，具有耐磨而且通透性非常好的特点。冬天则穿棉布做的大襟长袖布衫，

劳动时穿大襟短衫，现在都是直襟短衫。圆领、袖子窄。男女都喜爱裹一块蓝布。衣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6%B0%91%E6%97%8F%E5%9B%BD%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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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四周镶有红色或白色花边，下摆开衩处绣有花朵。他们的服装分为平常服和礼服。平

常穿的是大衣襟，无领青色麻布短衫、长裤。礼服是在结婚或祭祖时穿戴，礼服为青色

长衫，祭祖时则穿红色长衫。长衫的衣襟和胸前绣有龙的图案，四周镶有红色或白色花

边，头戴青、蓝或红色方巾帽。有的是红顶黑缎官帽，帽边镶有花边，帽后垂着两条尺

余长的丝带，脚穿白色布袜和圆口白底黑色厚布鞋。男子有的穿花鞋，蓝布里青布面，

四周绣花纹，前头做硬鼻系红缨。老年男子扎黑色的头巾，外面衣服搭配背裕，款式多

为对襟。缺棉布的就用双重芒麻布缝成“马夹”穿用。与现代服装相比，基本的廓形是

相似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畲族把男子学师或祭祖时穿的祭祀服称作“法衣"，大襟长衫，用腰带束，无纽扣。

男子待经历“作阳”仪式之后，便可着此衫。男子的“法衣”有蓝、青、红三色，衣身

长三尺，袖围宽一尺。第一代学师或祭祖一次者穿蓝色，名为“蓝袍”；学师者已传下

一代或者第二次祭祖的穿青色，名为“青袍”，如图 1。再祭祖一次的穿红色，称为“红

袍”，如图 2。总之，祭祖次数越多的地位越尊贵。传统的红袍和青绸衫分别用月白色

和蓝色布镶边，并配佩戴无顶帽子，帽子的后片接了两根长条布带，名为“纸头扎”，

如图 3。现代的祭祀服与传统的有所差异，分青、红二色，多为蓝色布镶边，帽子分两

类：一种为黑色或青色，形制同宋代时期的万字巾，有彩色布条镶边，帽身绣有植物图

案；另一种较简单，为与衣身 同色的方巾帽，单色无图案。即便在当代，我们仍可以

从畲族的学师服及一些传统的宗教器具上感受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信仰中所蕴

含的独特风韵，这些传统的服装和祭祀用具也是畲族民众心目中民俗礼仪最神圣的组成

部分，而如今此类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亟需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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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祭祖青袍 图 2祭祖红砲 图 3纸头扎

一、罗源式男子服饰

罗源畲族男子服饰颜色多为青黑或蓝色。夏天穿大襟纹布衫，其款式特点为对襟、

无领，领口与襟边镶红黄各宽 1厘米左右的花边，下身穿直筒裤。现代男子上衣颜色已

与以往不同。可根据畲民个人的喜好来确定，这种改变是典型的受到汉族对红色喜庆的

偏爱影响的结果，是畲族服饰汉化的表现。

二、福安式男子服饰

男子服饰上衣分对襟衫和大襟衫两种

1.对襟衫

对襟衫又叫面前扣，指的是整件衣服为左右各一块连体布，如果布的幅宽不够，袖

子两边就需要分别再裁剪一块布料来拼接，胸前有一排布扣，扣子有 7 个，衣服的侧缝

处有开衩，下方左右各有一个大口袋，左胸位置上方还有一个小口袋，叫做“三袋”,

畲民将其寓意为香火连续传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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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襟衫

为右衽大襟式，胸前无口袋，右手腋下的旁边内里处有一小口袋。扣子有 5个。大

襟衫的主要特点是穿在身上，胸部不易透风且能保暖。

三、霞浦式男子服饰

马褂为立领对襟，前襟以五粒盘扣固定，长袖窄口，衣长至小腹，左右两侧及后中

开衩，下摆为弧形。霞浦式男子马褂同汉族男子服饰十分类似，但其面料与色彩的选择，

遵循着畲族人民的喜好。面料质感较为粗糙，好用青黑与靛蓝，无过多的装饰，呈简洁、

质朴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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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鼎男子服饰

福鼎男子服饰由于长期以来与汉族杂居，畲族男性的传统服装现在很少有人穿了，他们

的装束已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节 畲族女子服饰款式特征

在我国沿海一带，生活着全国 90%以上的畲族人口，畲族女性的传统服饰也被称作“凤

凰装”，主要以福建的福安、罗源、霞浦、福鼎、连江、浙江景宁、广东潮州为特色，因为自

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审美意识、风俗习惯以及汉化程度的不同而各成流派。

畲族未婚少女、已婚女子和中老年妇女在着装上有所区别，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衣

领、斜襟饰边、袖口装饰、腰带、配饰、以及发饰和头冠上。畲族已婚女子衣领为矮领

或圆领，矮领有绣花，有的领口接大襟处会加一圈蓝布条压边，起到加固和装饰的作用，

襟角都有绣花或滚边。袖子和袖口内缘有滚边。下身长裤配围兜，系粗布腰带。已婚妇

女的头髻样式较复杂，戴头冠和发簪。畲族老年妇女上身右衽大襟衣下身长裤的搭配基

本与已婚女子相同，最大的区别在于衣襟镶边、头饰,当气候较寒冷时在最外面加披一

件大襟衣，大襟衣有交领右衽式和对襟式，长度蔽膝，两旁开深衩、素色，无花边图案，

无纽扣。交领右衽式的衣摆及袖口处往往绣有青、黑或月牙白的布边，下身兰麻或棉质

长裤，有的在家时会加一条芒麻长裙，在劳动时会系上素色围身裙。畲族女子服装上的

花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缩小，所以在老年妇女衣襟边和袖口边上仅剩一些青、黑、

红、月牙白的素色滚边。

畲族妇女代表性装束是“凤凰装”。凤凰装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畲族的始祖盘

瓢王因平番有功，高辛帝把自己的女儿三公主嫁给他。成婚时帝后给女儿戴上凤冠,，

穿上镶着珠宝的凤衣，祝福她像凤凰一样给生活带来祥瑞。三公主有了儿女后，也把女

儿打扮得像凤凰一样。当女儿出嫁时，凤凰从凤凰山衔来凤凰装送给她做嫁衣。从此，

畲家 女便穿凤凰装，以示吉祥如意。有些地方把新娘直接称为“凤凰”。红头绳扎的

长辫高盘于头顶，象征着凤头，衣裳、围裙上用大红、桃红、杏黄及金银丝线镶绣出五

彩缤纷的花边图案,，象征着凤凰的颈项、腰身和羽毛，扎在腰后飘荡不定的金色腰带

头，象征着凤尾，佩于全身的叮当作响的银饰，象征着凤鸣。畲族女子的“凤凰装”

随着年龄的不同，有严格的区分。共分大、小、老三种:“小凤凰装”为未成年女

子穿着，样式和穿法同“大凤凰装”无异，只是相对简约，显得单纯、活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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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而“老凤凰装”则是老年妇女穿着，头髻较低，衣服和腰带的颜色、花纹也

较为单一，体现出庄重、沉稳的风采。

一、福建女子服饰款式特征

福鼎和霞浦的女上装相似，在衣领、大襟、服斗甚至袖口上都有大面积各色刺绣花纹图

案，以桃红色为主色调，以其它彩线来刺绣花纹，色彩鲜艳，工艺最为复杂。不同之处是福鼎的

服饰在领子处有两颗杨梅球，右边襟袖间有两条长过长裙的飘带，围裙有两层，在蓝黑色的底布上

方另盖有一块红色或绿色的小方布，而霞浦服饰的围裙上端两侧则是两团对称的刺绣花纹。

宁德、福安地区畲族女性的上衣花纹比较简单，简朴大方，她们一般着黑色大襟衣、黑色

长裤，在衣领处绣马牙花纹，但福安的凤凰装有一大特色，上衣沿服斗的边上缝一条三至四厘

米的红布边，边下端靠袖头之处绣半个方形的角隅花纹，来源于畲族“盘瓠传说”中高辛帝

之女三公主出嫁赐封时所盖的金印。腰系围裙，围裙上端两侧也有两团对称的刺绣花纹，

脚上穿方头黑色厚底鞋。

罗源、连江一带，畲族女性服饰则以衣领最具特色，她们的衣领上排列着色彩斑斓的柳条

边，围裙是最为华丽的，用大红、桃红、杏黄及金银丝线镶绣出五彩缤纷的花边图案，几乎

充满了整个围裙，非常醒目。

二、浙江、广东女子服饰款式特征

景宁由于地处浙江，与其他类别服饰有较大的差异。最大的区别在于衣襟类似于汉

族服饰的大襟，常运用彩带镶拼或绣花等工艺手段形成独特的装饰图案，腰带多为蓝白

相间，头饰的三角形立体造型也别具特色，多采用银饰。

被誉为“全国畲族发祥地”的广东潮州凤凰山的畲族服饰，做工精细，衣领、袖口、衣边同

样绣着各种色彩鲜艳的花边，花边比较宽，象征羽翼丰满的凤凰。头饰是在三角形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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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插一只银凤凰，用银花围成环状，并悬挂若干串银链、铃铛，大、小凤凰装色彩艳丽，

老凤凰装则大多淡雅，天蓝色、藏青色较多。

第三节 畲族童装服饰款式特征

畲族童装服饰整体特征较为相似，款式造型简洁实用，都为上下分体式搭配穿着。

并且都在领部、前襟、袖口、围腰处点缀以红色、玫红色、蓝色等对比色设计的装饰纹

样，色彩艳丽但依然能够保持服装的整体协调感。

畲族儿童服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上身右衽兰麻衫，袖口较大，下身长裤；另一

种为棉布长袍，右衽，下摆开深衩，服装款式上无异于晚清民初男子所着棉布长袍，婴

儿穿“虎头鞋"或“猫头鞋"。畲族儿童服饰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帽饰上，儿童帽子上

的凤凰牡丹寓意吉祥如意，帽子周围由银质人物组成的图案十分精致美观，畲族童帽不

仅制作精美，分类还很详细，冬天普遍戴“冬帽"、“风帽”和 “狗头帽”，夏天戴无

顶帽，俗称“帽圈”。

一、女童服饰特征



畲族服饰

10

女童小凤凰服饰装上衣分立领右祍式和交领右祍式两种，立领右祍式衣襟盖至腰部系上盘

扣，从右肩绕左肩至腰部的衣襟边缘覆以三尺宽绣片；交领右祍式衣襟盖至腰部，沿衣襟绣有两

条两寸宽带式花边，袖口有一圈或两圈五寸宽红、黄底绣花图案，左右两袖对称，再系上一

条梯形图刺绣花围腰，衣身刺绣图案以花、鸟、凤凰居多，色彩明艳。下装的裤脚边上也有和

上衣袖口相似的一圈五寸宽绣花。头戴缀有罗汉尊银饰和圆形银片的“箍箍帽”，寓意“罗汉护身，

鬼神远离”，帽无顶，帽沿内塞棉花，宽三寸，在帽后沿、左右肩膀、后背、前襟处都缀有缨

络银吊铃铛，活泼可爱的畲族少女穿起小凤凰装显得格外精致俏皮，像一只轻盈走动着的小凤凰。

畲族女性对孩子的疼爱是含蓄的，这些服饰都是母亲或是老一辈的人花费大量时间为孩子

缝制和刺绣的，一针一线都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对孩子所有美好的祝愿都寄托在了这一套小小

的凤凰装上。

小凤凰装头饰具有地域性的艺术特点。其相同点为，两种发式均以红色和黑色与衣

服色彩交相辉映，构造出头发的层次感和立体美感。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以福建霞浦

地区最为典型，发前留有刘海，发辫内掺入红色的绒线, 与头发编成红黑相间的发辫，

高高盘于前额上方。第二种以福建福鼎地区最为典型。是将头发盘梳成扁圆形，用两束

红色绒线绕头捆扎。

二、男童服饰特征

男童一般都缠藏青色布帕，末端有一段两寸宽绣花边，垂五寸缨须，较小的男孩则头戴

狗头帽，帽顶绣大花，帽尾配以缨络银吊铃铛。身着对襟短衣，小立领系一排盘扣，衣襟以

上有一圈绕肩的刺绣，图案以花为主，边上镶用金线挑绣的彩带，袖口上只有一段四寸宽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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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图案以龙、凤凰、蜜蜂等为主，袖边用一条两寸宽白蓝犬牙纹刺绣带做装饰。下身穿长

裤，裤口的刺绣花纹和衣袖上的花纹对应，鞋子为黑布鞋或解放鞋。

三、节日童装服饰特征

在节日活动表演时穿着的童装服饰，以突出民族服饰特色为主，可做较为夸张的服饰

造型及纹样装饰，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戏剧性特色，具有鲜明的表现性特征。服装主要提取

畲族服饰中的吉祥文化内涵，运用其文化寓意与现代服饰造型相结合，表达畲族童装服

饰中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第四节 畲族服饰款式类型

一、福安式服饰特点

1.福安畲族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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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市是全国畲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县级市。福安市三面环山，南面临海，1993 年

被列为对外开放城市，总人口 61 万。

福安市境位于福建省东北部，东邻柘荣县、霞浦县；西连周宁县；北毗寿宁县和浙

江省泰顺县；南临三沙湾并和宁德市接壤。东西端相距 37 公里，南北相距 80 公里，总

面积 1880.1 平方公里，其中海域面积 150.9 平方公里。1990 年，全市共辖有 8个镇、

8个乡、3个畲族乡、22 个居民委员会、449 个村民委员会、2162 个自然村。其中 3个

畲族乡分别为坂中畲族乡、穆云畲族乡、康厝畲族乡。

2.福安畲族婚嫁服饰风俗

福安畲族有句谚语：“人生三件事，建房、做墓、扛媳妇”，故畲民把男女结婚当

作慎之又慎的大喜事，婚礼要持续三天时间。古时畲族姑娘结婚都是走嫁，由新郎过来

陪伴，步行至夫家。走嫁时穿自己编织的草鞋，鞋帮是用红头绳系着，鞋面串着石珠之

类。

图 1 福安畲族婚礼

拜堂时，新郎先向天地，继向祖宗牌位行三跪九叩礼。新娘则手执花绢掩面,由送

嫁嫂挽着，不拜。福安畲族女子结婚时必戴 银凤冠，俗称"圣疏”。要是不戴定会受到

人们的讥笑，家境 贫困者，则向他人借用。

3.福安畲族祭祀服饰风俗

祭祖也是福安畲族人民对祖先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福安畲族祭祀活动的主要操作

者是畲巫，畲家称为“师公”。师公法器有法衣、神裙、龙旗、龙伞、法帽、头冠、龙

角、法铃、手香炉、五雷牌、灵尺、香炉、击罄、净盂、三音、铃刀、天尊、丝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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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2 福安畲族祭祀仪式

福安式畲族服饰主要分布在福建福安、宁德地区。该地区妇女的服装上衣黑色，花

纹比较简单，大襟服差别上绣的花纹少，只在衣领(高二厘米)上绣有水红、黄、大绿等

色的马牙花纹，沿服斗的边缘缝上一条三、四分宽的红布边，边的下端靠袖头的地方绣

上一块角隅花纹图案。袖口缝一寸多宽的红布边。穿黑色长裤，着方头黑布厚底鞋。围

身裙(又称合手巾)长一尺，上端有一段三寸多的红布横缝在裙身上，裙身上端两角绣有

花纹。

4.服饰系统、组构惯制

（1)服饰系统惯制

在畲族传统服饰系统惯制中，男子服饰由斗笠，上衣、背心，下裤，腰带，绑腿，

赤脚、草鞋或布鞋等组成。女子服饰由头帕、梳髻、戴头饰（已婚）或斗笠，上衣，下

裤，围裙，腰带，绑腿，赤脚、草鞋或布鞋等组成。

(2)服饰组构惯制

男子：平时，夏天戴斗笠，上穿青色、蓝色的大襟兰麻无领布衫，下着短裤，赤脚

或穿草鞋；冬天穿青色、蓝色的大襟棉布衫，或外加穿"钱吊”，下着棉布长裤，用一

根白色带子作为腰带，扎紧裤头，脚穿布鞋或裹棕布。结婚时，新郎头戴清朝官帽（或

红缨帽），身着蓝色长衫，肩披缚腰大红彩带，脚踏双鼻布鞋或青色布靴。祭祀时，男

子头系莲花冠或戴方帽，身着长袍，下穿红色神裙。

女子：平时，戴斗笠，梳"碗匣式”发髻，上身穿黑色绣花大襟衣，穿长裤，着短

围裙扎彩带，系绑腿，赤脚或穿草鞋。四季皆穿麻衣，只是冬天里面多穿几层。结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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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头戴凤冠和遮面银帘，上穿黑色绣花大襟衣，下身围黑色素面长围裙，外面再用彩

带扎短围裙，脚穿新娘草鞋或单鼻绣花布鞋。祭祀时，女子椎髻戴头饰，上身穿大襟衣，

下穿长裤，脚穿布鞋。

5.服饰主体惯制

服饰主体惯制包括首服、主服、足服、佩饰四个部分，根据场合、人物的不同，也

有所变化。（详见表 1）

表 1福安畲族传统服饰主体惯制

6.服饰造型惯制

（1）质料惯制

表 2福安畲族传统服饰质料惯制

稻草 麻 棉 银 竹木

斗笠 蔑

凤冠 红布、竹筒、银制品

耳环、戒指、手镯 银

上衣、裤、裙、围 裙、布鞋 主要以麻为主，棉为辅。

彩带 以棉为主，也有少量

丝质的。

目的
类

别

别

服饰主体惯制

首服 主服 足服 佩饰

日常生活
男 斗笠 短衫、裤 赤脚、草鞋 彩带

女毛巾、斗笠 大襟上、 裤 赤脚、草鞋 围裙、彩带

婚嫁节庆

男 官帽 长衫、裤
双鼻布鞋或

青色布靴
大红彩带

女
“圣疏”（银 凤

冠）、银 簪、“耳

扒”

大襟上衣、 裤
草鞋、绣花

布鞋

围裙、彩带、银耳环、 银

手镯、银戒指

祭神祀祖
男 头冠、法帽 法衣 布鞋

龙杖、奏板、龙角、三 音、

铃刀、五雷牌、灵 尺等

女 头冠 绿上衣、红 裙 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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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
皆用稻草，亦有用山麻布或添加细布条

参 合稻草打制

福安式传统服饰搭配

（2）色彩惯制

2.1 斗笠：以竹子的原色为主，上过油后，颜色加深有光泽；

2.2 头饰：用红布包裹竹支架，配上各式银器。

2.3 服装：福安畲族女子传统服装面 料以黑色为主，点缀亮色。男子长衫为蓝色，

背心、“钱吊”也有黑色、红色。祭祀的长袍、长裙为大红。

2.4 彩带：花带色彩不定：有蓝底红 花、有绿底白花、有白底黑字等。

2.5 草鞋：都用材料的原色，新娘行嫁 时穿的草鞋，加入了大红等彩色的布条，色

彩鲜明。

7.服饰款式惯制

福安畲族传统服饰款式惯制，主要从首服中的发式、头饰、官帽、斗笠；主服的女

子服装、男子服装；佩饰中的银饰、围裙、彩带；足服中的绑腿、布鞋。

（1）发式

妇女发式为从后枕梳成瓜辫状，向上盘旋绕头盖一匝，高约面部的二分之一，如碗

匣一般。上面束一条紫红带或红头绳，头发下端翘起似凤凰尾，“碗匣式” 顶中横压

一支银簪，有的还斜插一条耳扒或一根豪猪簪，耳戴一副大耳环。未婚少女用红绒线缠

辫子，盘绕在头上，额前留 若干“刘海”。到 16 岁，其头发也要梳成如截筒高帽般的

妇人发髻，但与已婚者发髻略有不同。未婚者绕红绒线时是从右至左，在耳上分成两股，

其中有一股绕上发顶，不插银簪；已婚者绕绒线时是从左至右一圈，不用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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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安畲族少女发式前后造型

图 2 福安畲族老年发式

（2)头饰

2.1 凤冠

它是以竹壳为骨架，外包红布缝成长方形的头冠，冠上缝一片片四方的银牌，轻薄

如纸。再缀上红线串起一串串的五色料珠，垂挂到冠的四周。遮面银帘为头冠的附件，

它由一块横式长方形银片挂连 7-9 串银链，链上再系上大大小小的银牌与铃铛组成。如

戴在头上，这些银链垂到胸前，遮住脸部，又称“线须”。

图 3 福安畲族女子银凤冠（正面、背面）

2.2 官帽

红顶黑缎官帽，也就是一种宽沿礼帽，形似清朝的红顶官帽。（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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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官帽

2.3 斗笠

一种外缘有 2条边，另一种外缘有 3条边。编织用的竹 蔑，细度不到 1毫米。（图

5）

图 5 福安畲族传统三边式斗笠

(3)银簪、耳环、手镯、戒指

银簪约 2指宽，15 厘米长，像目鱼骨形。

用一块“七钱三”的银元锻打而成；耳环形似问号；戒指为八卦 形；手镯款式简

单，两头打套结。（图 6）

图 6 福安畲族传统服饰配饰 银簪、耳环、手镯、戒指

(4)围裙

有长短之分，一般长围裙（图 7）,裙呈长方形，宽 1.2 米左右，长 1 米左右，裙

身两边各打两个活褶，无刺绣纹样。装有 6厘米高的红色腰头，腰头两端各有一根宽 1

厘米的细彩带，用来围身。短围裙（图 8）,裙身大致呈扇形，裙长 30 厘米左右，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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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长的，视人而定。上端横肩缝有一段约 8厘米宽的红布横缝在裙身上，三边滚缀直

线形的蓝、水红、水绿三色宽 1毫米的布条，中间用宽 1毫米的白布相间，左右各刺绣

两条几何纹。裙身上端两边还绣有两个或两 组对称的纹样，裙头两角拴彩带。

图 7 结婚时的长围裙及其平面图

图 8 福安畲族传统女子短围裙的正面与背面

(5)彩带

福安畲族彩带亦称花带（图 9）,尺寸不定，长者有 3米多，短者仅 30 厘米；宽者

6厘米，窄者 1厘米。规格不定。

图 9 福安畲族围裙彩带

5.1 七根花

不论带子宽窄，有的要拉百余根基线，有的仅三十余根，而穿梭编织花纹图案仅靠

正中 7根线，其余的编成平面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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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十三根花

这种花带多用以捆衣物和包袱，也是传统婚嫁中姑娘定亲的必备品。

5.3 十七根花和十九根花

编法周密，花工大，编成后宽大，畲民盘在腰间作装饰品用，也称“山哈带”。

(6)绑腿

因为在山地劳作，绑腿可以减少蚊虫、荆棘的伤害。绑腿呈梯形，裹住小腿，所以

也称为“小腿套”。（图 10）

图 10 绑腿

(7)鞋子

福安畲族男女鞋，为方头黑布面厚底鞋，与浙江畲族的尖头布鞋相区别。平时所穿

的鞋子比较注重实用性，男鞋无装饰，女鞋也装饰简单。鞋口镶一条红边，用衍针绣上

一圈，既起到加固耐穿，又有装饰性，虚实结合。鞋鼻梁处装饰一点红，称丹鼻鞋，古

朴简洁。（图 11 ）

图 11 结婚时的女子绣花布鞋

(8)女子服装

立领，宽 2-3 厘米，领头为方形，大襟尺寸随身而定，一般高 15-20 厘米，沿大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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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缝有一条 1厘米左右宽的红布边，边的下端靠袖笼的地方有一块 绣花的角隅花

纹。畲族群众称这是上古高辛帝赐封时盖的金印，福安畲民认为这是高辛皇帝给祖先的

一半方印，还有一半留在高辛帝那里。开高衩，上衣袖口、衩内缝一条三四厘米宽的大

红或水红布边。（图 6、7）下身着黑色长裤，式样和汉裤相似。

图 6 福安传统女上衣

图 7 福安畲族传统女上衣平面图

(9)男子服装

青色、蓝色的大襟芒麻布衫，它具有耐咸、耐碱、耐磨，通风透气的特点。此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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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无领子，仅用蓝棉布条镶在领口。领口内两肩上另衬一层棉布，俗称"搭肩”。 衣襟

边钉有五颗铜扣子或布纽扣，不论长衫或短褂都是这样。

有的老人冬天还加夹袄或棉袄一件，为中间开襟。要是出门做客就穿“钱吊”（图

8）,形同"背心"，中间开襟，钉四颗一字扣，两边下方各有一口袋横在腰间，用以藏放

钱币，口袋上分别钉有两 对一字扣。缺棉布的人家就用双重芒麻布缝成"马甲”。

图 8 福安男子“钱吊”及其口袋纽扣

男子还有一种背心，前面对襟，上有五个铜纽扣，前后片分开，左右腋下仅一布带

联结，长短可调节，便于劳作。（图 9）

图 9 福安传统男式背心

一般男子结婚时都要缝制一件青色长衫。衣长 1.25 米，立领，大襟，窄袖，五颗

一字扣，衣衫的左边有口袋。（图 10、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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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福安畲族男子结婚时的青色长衫 图 11 福安畲族男子结婚时的装束

图 12 福安畲族男子结婚时的青色长衫平面图

在祭祖时，男子穿绣有花纹，四周镶红色、白色布边的红色长衫。夏天穿短裤，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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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穿长裤。裤子为直筒式，裤筒大，不论短裤或长裤，裤腰都接上 15 厘米高的不同颜

色的棉布作“裤头”。穿着时用根白色带子 作腰带，将裤头扎紧。

二、罗源式服饰特点

罗源式畲服流行于福州市的罗源县和连江县，以及与福州市罗源县毗邻的宁德市蕉

城区南部的飞鸾镇，常也称为连罗式。如图 1所示，除发髻略有不同外，其畲族女装服

饰特征大同小异，纹饰最为绚烂。罗源式服饰面料多为黑色，衣领上镶有花边，由红黄

绿､红蓝､红黑､红水绿的顺序排列成柳条纹图案。自上而下，色调丰富，富于层次感。

民国以前该地畲族妇女不分四季均穿黑色短裤，打黑色绑腿，系以花绳，显得很精干。

A 罗源 B 连江 C 飞鸾

图 1 罗源式畲族盛装

､红蓝､红黑､红水绿的顺序排列成柳条纹图案。自上而下，色调丰富，富于层次感。

民国以前该地畲族妇女不分四季均穿黑色短裤，打黑色绑腿，系以花绳，显得很精干。

图 2 罗源式传统服饰搭配

罗源式妇女发式最为醒目，常被称为“盘螺式”或“凤凰头”，系用红色绒线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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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扎至头顶，约达 15 厘米高。弯至额头，缠圈成一块直径约 8 厘米大的扁圆型发髻，

盖在额顶上，并横拴小银簪，畲语称“凤凰头髻”，状若优雅曲颈的凤首。连江、罗源

及飞鸾三地的额顶发髻略有差异。连罗型发髻更显扁平，呈下圆上尖的水滴形（图 4-A），

或由内向外的螺旋形（图 4-B）；飞鸾发髻则更立体饱满，呈发桃状，中间还常以黄色

毛线为芯（图 4-C）。

图 3 罗源式未婚少女头饰

A B C

图 4 罗源式已婚女子头饰

连罗式发式包括如图 5 所示的部件，从上到下依次为：一根用 60 厘米长的铁丝

弯成的支架，支架平直的一端用深蓝色毛线缠绕约 25 厘米，余下的部分用大红色毛线

缠满，并留出约 90 厘米红毛线备用；一束 10 股以上的长约 2 米的大红色毛线；一

束 4 股组成的长约 80 厘米的黑色毛线；一根 3 股线辫好的 1 米长黑绳；4 支银色

发卡；2 根黑色皮筋；一支带有 30 厘米长银流苏的发簪，流苏尾端有银牙签装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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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25 厘米见方的红双喜纹手帕。

图 5 连罗型妇女发式配件

图 6所示为连罗式的一种。还可再以前述 2米长红毛线绑于支架继续盘绕，盘为下

圆上尖的水滴形，再以发卡、银簪装点。

图 6 连罗型发式

A B C D

图 7 连罗式老年发式

不同的年龄在造型和颜色上都会有变化。如图 7所示，老年妇女的发式不用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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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低矮，仅将后脑发辫沿后脑勺盘至额顶，再在头顶盘旋为螺形或水滴形。颜色也常

用更为素雅的深蓝色。

图 8 罗源式凤冠

图 9 罗源式凤冠上的银饰

图 10 现代早期罗源式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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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罗源式银扁扣 图 12 罗源式盛装后部穿着效果 图13罗源式男长衫

图14 罗源式围裙

三、霞浦式服饰特点

霞浦地区畲族服饰分为东西两路，因为霞浦县在乾隆前原为福宁本州，福宁东路(福

鼎式)主要是以水门、牙城畲族服饰特征为代表，与福鼎地区相似；福宁西路(霞浦式)

是霞浦畲族的代表服饰，流行于县西、南、中和东部一些畲族村庄，还包括福安东南部

的松罗一带。本节所说“霞浦式”畲服即指福宁西路式样。该式衣服面料颜色以黑(青)

色或蓝色为主色调，间以少量白色及其它颜色。霞浦式畲女服也因性别年龄地域而略有

差异。

1.头饰

（1)发式

霞浦式畲族女性传统发式，有已婚和未婚之分。如图 1所示，未婚少女的发式较为

简单，通常盘梳成扁圆形，用红色绒线(或棉纱线毛线)两束，一束自上而下压于发角，

一束自前往后围一圈，压于发顶，形似红边黑绒帽， 额前留“刘海儿”(齐眉)。或将

红色绒线夹杂发中，编成辫子，挽盘头上成圆帽状。一般不佩戴饰物，有的中间别以一

两样银饰或头夹。

已婚妇女的发式是如图 2所示的典型的古典式畲族“盘龙髻”，又称为“凤尾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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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式梳理起来非常复杂，云髻高鬓中夹以大量假发。梳扎时先把头发分为 1：2 前

后两部分，后部约占三分之二。然后在中间纵向放置一支长约 20 厘米､直径约 3 厘米

的裹着黑布的笋壳卷筒，用红绒线扎紧其中段后往上折成斜角，此时后端头发在后脑勺

膨松突出呈瓜瓣形。接下来用红绒线扎紧笋壳卷筒前端与假发，使假发在前额顶呈侧扁

形下垂。然后将前部头发分成左右两股，旋转加捻，从左往右绕过头顶后，至前顶与垂

下的发束汇合缠扎，接着逐渐增添假发，把整股头发从左往右盘绕于头顶呈螺旋状后，

再用发夹固定。最后用大银笄横贯发顶中央。

中老年妇女发型，是在脑后绾髻，类似汉族妇女“髻纽”，但较大而扁平，套以发

网(俗称“髻纽锰”)，插戴发夹和银花，过额前裹黑色丝织头巾。

图 1 西路少女发式 图2 西路妇女发式——盘龙髻

(2）凤冠

霞浦式凤冠又称“公主顶”，是畲族女子结婚和随葬的专用冠戴。如图 3和图 4 所

示，冠顶呈金字塔状，贴缀银片若干，左､右､后侧挂银蝶､银片串､料珠串等饰物，顶端

装饰 2 片三角银片和红缨络。凤冠所用银片均錾凿吉祥图纹。婚礼凤冠，另系 1块长

方 形 银 牌 与 9 串 薄 银 片 组 成 的 银 饰 遮 面 ， 宛 如 垂 帘 ， 俗 称 “ 线 须 ” 。

图 3 霞浦新娘婚礼凤冠 图 4 新娘头冠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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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所示，霞浦式尖顶花斗笠做工特别精细，俗称“畲家笠斗”，亦称“花笠”，

相传是“公主顶”演化而来的。斗笠直径约 38 厘米，窝深约 8 厘米，顶高约 3 厘米，

重量只有普通斗笠的一半或三分之二；面层用篾多达 224 - 240 条，篾条宽度只 1 毫

米左右， 编成的斗笠星只有 5~7 毫米，最细的放不下一粒谷子；配以水红色绸带､雪

白的织带及各色珠串。编成的斗笠花纹精巧，形状优美，富有民族风格。此斗笠技艺要

求高，花工大(编 1 个需花工 2 天)，艺人稀缺，故弥足珍贵，多为陪嫁之物。平时偶

得一顶，则视为珍品， 仅节日赴会､走亲访友时才戴上；改着汉装者，则收贮为珍藏之

物。

A B C
图 5 霞浦式尖顶花斗笠

（3）钗环

如图 6(A)所示“盘龙髻”上的头笄(俗称“髻簪”或“横钯”)，横贯髻端，长约 10

厘米，最宽处约 2.5 厘米。侧视呈弯弓形，正视呈变体扁方胜形，像两片相连的垂叶。

上錾有凿花纹。这种头笄样式，系自古世代相传的，不容更改。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

的研究》认为：“此非普通的头饰，而是自古代传下的一定图腾装饰。”如图 6(B)所

示霞浦少女大耳环也很有特色。它与“盘龙髻”相配套，形若翻转的问号，约 3 厘米，

近耳处有小倒弯。在浙江景宁地区也有畲族少女佩戴如此造型的耳环。

A B
图6 霞浦畲族妇女头笄(A)及少女大耳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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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衣

福建霞浦畲族妇女的服装式样与福建其它地区相仿，但上衣大襟、小襟的尺寸与福

安、福鼎的都不一样，尺寸前后一样，便于翻穿，所以大襟上有了服斗，小襟上也连做

一个服斗。袖口是用蓝色布条缝制，在服斗和花边下端的琵琶带也比较讲究，美观大方。

领上多绣自然花纹，与福安只绣几何纹、马牙纹不同，一般有大叶牡丹、小叶牡丹、莲

花，还有双龙抢珠，用色绚丽多彩。服斗上的花样有：梅花、梅鹊、凤凰牡丹、“鳌鱼

望凉亭”、“鹿竹 ”、“曲龙上天”、盘桃等，颜色有大红、桃红、大绿、水绿、蓝、

白、大黄等几种，有的还配有金线，增添艳色。

霞浦畲族传统女装别具一格，上衣为古典右衽大襟式小袖服款式，所用布色崇尚青

黑色。如图 7 所示，可正反两面穿用。前后衣片等长，衣长稍长于一般汉装，成衣霞

浦装约 75 厘米。胸前襟角为斜角。服斗和领口､衩角，分别刺绣有图案或花边，色彩

鲜艳，做工精细考究，纹样华美且寓意深刻。立领，领口有一金属圆扣(铜质或银质，

常用钱币改制而成)。右衽角至腋下以布条制成琵琶带系结。两侧衣衩内缘和袖口内有

滚镶(重复缝纫)的滚边，袖口卷折外露。内有套肩，没有口袋。

正面穿时 反面穿时

图 7 霞浦式上衣正反面穿着示意图

盛装的“龙领”绣双龙戏珠，“凤领”绣双凤朝阳(或双凤朝牡丹)；常服大多只以

几何纹构成简单的边饰，可分为“一行领”､“二行领”､“三行领”；领口设布扣一对，

配以银制圆钮扣。前片左右衽都是大襟式，都有服斗，衽角和腋下均以蓝色布条制琵琶

带系结， 故可两面翻穿。右衽左襟沿服斗和下摆衩角，装饰有精美的刺绣，逢年过节

做客时穿正面， 平日在家或外出劳动时穿反面。大襟一般从中线宽出 20 厘米，服斗

斜长 16 厘米，垂直 6.5 厘米，由 1 至 3 组绣花图案组成。服斗的刺绣，每组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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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宽 1 至 3 厘米不等， 以大红色为基色，配以黄､绿､白､蓝等色，有时还用

金色增其华丽感；绣花图案多为龙凤 花鸟。服斗绣花组数与领口行数相对应，按绣花

的组数，分称为“一红衣”(图 8)､“二红衣”(图 9)､“三红衣”(图 10)。青年妇女

盛装和结婚礼服绣花图案偏宽，绣工也格外精致细腻；老年妇女和少女所穿的则绣花图

案较窄，多只在服斗处绣一条 1 厘米左右的小花边。

图 8 畲族霞浦一红衣

图9 霞浦式二红衣 图10 霞浦式三红衣

3.腰饰

如图 11 所示围裙(围兜)是霞浦畲族传统服装中重要的配套品，俗称“拦身裙”，

由裙头，裙身和裙带组成。裙身呈梯扇形(下端宽且呈弧形)或长方形，常刺绣有人物花

鸟等纹样，质料､颜色多与其衣裤相同。

常见的围裙规格为长(高)33 厘米，上宽 33 厘米，下宽 60 厘米，正中 12 厘米，

外两侧有对称的褶裥，每侧 5 至 7 条，每条宽 0.7 厘米，长 5 厘米，或与裙身相等，

褶上有刺绣。两侧边缘，滚镶蓝色窄滚边。做工讲究的，两侧和上方均镶红､黄､蓝､白､

绿多种颜色的滚边，排列成彩边，紧靠彩边往往刺绣丰富繁缛的图案。裙头为蓝色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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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双层结构，宽 6.5 厘米，两端各设一个布耳，一般系白色素面棉线织带，带宽约 4.5

至 6 厘米，长约 2 米， 尾端留流苏。系时，裙带先往后围，再转向腰前，在腰部正

前方打结，余下部分垂于围裙正中央。少女用的围裙，以小红带系之，有的还要再系上

宽边织花带。

图 11 霞浦式围裙

霞浦式围裙，裙身色黑，呈梯扇形，长(高)33 厘米、上宽 33 厘米、下宽 160 厘米，

正中 12 厘米外两侧有对称的折迭，每侧 5-7 条，每条宽 0.7 厘米、长 5厘米与裙身相

等，折上有刺绣。两侧边缘滚镶蓝色窄添条，紧靠彩边外绣有图案。裙头蓝色，宽 6.5

厘米，两端系有白色素面棉线织带，宽约 4.5-6 厘米，长约 2米，呈须穗状。少女穿用

的围裙多系水红色，或宽边织花还带。福鼎式围裙大体与西路式相似，但裙身多呈长方

形，长 40 厘米、宽 47 厘米。裙身上中部用淡绿色绸布作装饰，节日穿用围裙加绣花。

裙带均为织有几何图案或水波纹花带。

图 12 霞浦式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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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霞浦式围裙细节

A B C D

图 14 霞浦铜扣

4.下装

霞浦式盛装下裙俗称“大裙”，畲族妇女结婚时专用。大裙为黑色素面长过脚背的

半身裙，腰上有四个褶，有筒裙式和围裹式两种，皆系于衣内。同时系束宽大的绸布腰

带， 或系佩大绸花，其色多蓝。现代有些地方受汉族影响，改穿红色或其他颜色长裙。

5.足衣

霞浦式畲族传统鞋子为圆口黑布千层底或木底有外突红色中脊的“丹鼻鞋”。女子

专用中脊 1 道方头“单鼻鞋”，鞋口边缘绣花或以色线镶制。民国以来，传统有鼻鞋

多作为婚礼与随葬专用鞋，平日用鞋与汉族相同。

6.男背心

霞浦式畲族男背心设计独具匠心。如图 15 所示，其下部将口袋的设计巧妙融入刺

绣纹样，看上去似是接缝装饰，实则在正面隐藏了 4只口袋，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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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霞浦式畲族男背心

图 16 霞浦畲族坎肩

四、福鼎式服饰特点

福鼎式畲族服饰除流行于福建闽东福鼎市外，霞浦县水门､牙城､三沙等乡镇的畲民

也着此类型盛装。此种类型的上衣和下装与之相邻的浙江温州平阳､苍南等地畲族妇女。

由于福鼎市原属福宁本州东部地，故又称福宁东路装。

福鼎式女装为黑色右开襟式，大襟以桃红色为主调，加配其他色线。前襟所绣图案

面积大，色彩鲜艳夺目。衣领两头下端，缀两粒当地称为“杨梅花”的红绒球，中间镶

各色料珠，非常美观。鞋为布质黑色单鼻绣花鞋，秃头阔口。

1.头饰

（1）发式

如图 1 所示，福鼎式少女的发式比较简单。先把头发向脑后梳直，在脑后拢成一

大把，扎上 10 厘米宽的毛线，与左右鬓发分成三股，打成长辫，辫尾绑上长长一大束

红毛线。而后把长辫从脑后由左向右，连同辫尾红线一圈又一圈地盘过额头，并用发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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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最后把红毛线尾塞入脑后发辫内。

图 1 福鼎式少女发式

图 2 福鼎式传统服饰搭配

如图 3所示，福鼎畲族已婚青年妇女的发型，是在梳好前部分头发后，再把后部分

头发抓拢，用红毛线扎成束，先编成辫子，在脑后结成髻。再取右耳上头发，也编成辫

子， 从左向右绕脑后髻发，增大发髻，盘好后，把辫尾塞入髻下，然后套上髻网，用

银簪和发夹固定。有的少妇还把前额余下的一些短发，梳直剪平，卷成“刘海儿”覆于

额前。中老年妇女不在额前梳“刘海儿”,套一黑色丝织头巾(即绉纱巾)，在髻上插发

夹银花。

A B

图 3 福鼎式妇女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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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畲族姑娘举行婚礼时的发式梳法是把头发分成前后两等分，先将前部分右侧头

发， 往左边拢，扎上一节 10 厘米宽的红毛线，用发夹固定在左耳上，再抓拢后部分头

发，用红毛线扎成束，然后把三束头发交叉编成辫子用红毛线扎紧，从左往右盘于头顶，

以便戴凤冠。

（2）凤冠

福鼎婚礼凤冠包括如图 4 所示红绸包覆的椎型高冠和银头花。冠身用竹笋壳编成，

外蒙黑布，正面镶两块长方形银片，有乳钉纹及各种花卉纹饰。尾端还吊着一块 11 厘

米长的木簪。

图 4 福鼎新娘头饰

（3）钗钏

银头花，如图 5所示，通常覆于前额及两侧。造型三朵一组，上镂人物､动物图案，

制工精细。还有一种“金针花”，形体细长，末端连五朵小银花，内装小铃铛，做工精

细， 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颇为别致。

图 5 福鼎新娘银头花

2.上衣

如图 6 所示，福鼎式畲族女上衣为黑色立领右衽大襟连袖衣，与平阳式畲族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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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十分类似，均以复式领结构､“杨梅花”､飘带、前襟刺绣和假袖口为主要特征。衣

服款式与霞浦装也类似，区别在于霞浦式没有领口杨梅花，胸前刺绣为“厂”字型，另

外福鼎式只能单面穿，而霞浦式正反面均可穿着。福鼎式服斗处的刺绣集中在上角，在

衣扣旁绣着龙凤人物花鸟等图案。有些少女装没有绣花，只用印花红布缝在右前襟上。

福鼎式畲女装有严格的制式。上衣衣长约 75 厘米，前后片等长。领中部高 5.3 厘

米， 两端略低 0.6~1 厘米。大襟以领口垂直为中线，中线右边为右襟。右襟从领口垂

直 20 厘米， 再向右 12.6 厘米的区域内沿襟边绣满适合纹样，即“服斗”。贴沿襟

边的第一道绣牡丹等折枝花，二道绣人物或梅鹊､鹿竹､双凤朝阳､曲龙上天等，三道绣

大朵花如凤穿牡丹等，其样式见图 6、图 7。

图 6 老式福鼎畲女服 图 7 60 年代福鼎式畲族女服

3.腰饰

福鼎式围裙，当地受浙江平阳话影响，也称“合手巾”。裙身呈长方形，黑色，长

(高) 约 40 厘米，宽约 47 厘米，腰头宽 6.5 厘米。搭配盛装的围裙滚彩边，中间绣

花，两端配系绿色的织带。两端织带各长约 50 厘米，恰好可以绕围腰两圈。织带尾端

有十几缕穗丝， 约两尺长，垂在腰侧或后腰。结婚后生下孩子，也可作为背巾，背孩

子作客或回娘家。织带编织结构上，有图案上的单独模样､连续纹样､角隅模样等，又有

梅花､牡丹花､莲花､菊花等。还有喜鹊、凤凰等自然纹和锁同、万字、云头、云勾、浮

龙纹、山头、六耳、马牙纹、书宝拈叶纹柳条纹等几何纹图案，色彩鲜艳，富于畲族民

族风格。如图 8 所示，现代围裙常在裙身加一层淡绿色绸布作为装饰。中老年人劳动

时用的围兜均为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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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现代福鼎式围裙

4.下装

与福鼎式盛装搭配的裙常为类似于景宁婚礼裙的独幅裙，黑或蓝色素面，无袋，裙

头打褶绣花。也可配以阔脚裤。

5.足衣

福建地区畲族女鞋，多为方头青色鞋面，女子鞋口有花线点缀，鞋头折一条中脊，

俗称“单鼻鞋”或单梁鞋；鞋面绣花，鞋扣有简单的花线点缀(图 9）。与浙江地区畲

族女鞋最大区别是鞋头多为方形平头，有的甚至向内侧凹进呈內弧型。

图 9 足衣

五、景宁式服饰特点

浙江景宁畲族多为明初从福建迁来，景宁是畲族迁入浙江省的最早落脚点。景宁畲

族自治县成立于 1984 年，是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全国 唯一的畲族自治县，

又是浙江、安徽两省畲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属丽水市，东邻青田县、文成县，南衔泰顺县和福建省寿宁县，西接庆元县、龙泉市，

北毗云和县。

畲汉人民由于长期交错杂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密切联系，畲族的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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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与当地汉族日渐接近。只是在语言、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上，还保留着本民族的

特点。其中独具特色的传统畲族服饰也正在逐渐消逝，记录与传承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

1.浙江景宁畲族传统服饰民俗

所谓民俗，是“民众旧传”，即包括一切关于古代信仰、传说和迷信。服饰是一种

民俗事象，它既是民俗事物、民俗行为，又是民俗形态和民俗现象。服饰民俗即一切关

于服饰的民众旧传。

（1）日常服饰风俗

景宁畲族姑娘的发式是两边分头路，中间编成一条辫子，从后面向前面盘在头上。

而已婚女子要戴头饰，他们称之为"雄凤冠”，但平时常用彩色毛巾 代替凤冠。

过去，雨天戴斗笠、穿蓑衣。畲民上山劳动都打绑腿，穿草鞋，在家穿木屐。据传

木屐还是一件由祖先留下来的重要历史纪念品。很早以前， 部落与部落之间相互吞并，

胜者为主，败者为奴，斗争非常激烈。畲族常受到其他部族的侵略，部族头领只得率领

部族逃跑，胜者跟踪追击。为了迷惑追击者的视线，头领急中生智，摆下迷魂阵：即令

族众 速制木屐，头尾相似，穿之往返，来回奔跑，兜了几个弯道。追击者 难以辨别去

向，只能丧气而归。为了表示对它的纪念，畲民把它作为民族生存和生活的纪念品，久

而久之，成为了习惯。另外在旧社会，有些布鞋是畲族妇女用山芋、芋克、鸡或蛋等，

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向汉族人家换来的半新旧布鞋，供在家不劳动时穿着，较少自己

制作布鞋。

（2）婚嫁服饰风俗

在景宁订婚时，由男方家的父母给女方家 4-6 元钱，一只银戒指、一块手帕、两条

白巻、一小包索面（细面条）和一小包糕饼。姑娘定亲曰，男方把“定亲礼”送来时，

女方用亲手编织的“彩带”作为回礼的一部分，此带叫“定亲带”或"定情带”。听老

人说还有一番缘故，并编了《带子歌》“—桁带子斑了斑，丝线拦边自家耕（织）；送

分郎哥缚身上，景宁畲族妇女传统服饰到带子睇到娘。”（娘：畲族指妻子，此处指情

人。）

结婚时新娘第一次戴上头饰，穿上新衣（图 1）。最早，凤冠只在结婚时戴，后来

凡是已婚女子节日或外出做客时都戴，甚至死后戴着入棺作为陪葬品。如遇雨天则穿草

鞋，带斗笠。新郎也穿上新衣服，一件长衫、鞋子，并戴上便帽。贫者戴布帽，富者戴

缎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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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景宁畲族妇女传统服饰

(3)祭祀服饰风俗

祭祖是畲族人民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唤起人们对祖先的怀念，并激发出畲族人

民紧密团结的斗争精神。祭祀仪式的主持称为"师公”，身穿道袍，头戴莲花冠，用具

有一只鼓、一面锣、一个金铃、一把戒尺、一只龙角、一把灵刀、两根师棍、三根竹条、

两颗仙印（闾山印和茅山印），这些穿戴物品都不准洗。（图 2、图 3 ）

图 2 景宁畲族男子祭祀服装 图 3 景宁畲族祭祀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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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景宁畲族传统服饰惯制

景宁畲族传统服饰款式惯制，主要从主服中的女子服装、男子服装；首服中的头饰、

斗笠；佩饰中的围裙、彩带这几个方面来阐述。

(1)男子上衣、裤子

畲族男子旧社会多为青色或蓝色大襟长衫，开襟处镶有月白或红色布边，下摆开叉

处绣有云朵。劳动时都穿大襟或直襟短衫畲语称“蓝观”，口袋绣有花朵。男裤是宽裤

脚直统便裤。

(2)妇女上衣、裤子

平时上衣是为立领蓝色大襟衫。（图 4）

图 4 景宁畲族传统女上衣及其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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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景宁畲族传统女上衣

图 6 景宁畲族妇女麻料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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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樟坪式服饰特点

1.头饰

江西畲族解放前男性扎头巾，已婚妇女梳高头髻，未婚女子梳辫子。图 1和图 2

照片反映了近现代畲族服饰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同扎狗耳巾(如图 3 所示)，头

巾一角钉一个铜钱。最晚在 50 年代，老人去世的时候还以老式头饰入葬。这与清•傅恒

《皇清职贡图》题记：“妇以蓝布裹发，或戴冠状如狗头，短衣布带，裙不蔽膝。常荷

锄跣足而行，以助力作”相吻合。

图 1 《贵溪樟坪畲族志》中所载照片资料——妇女头饰

图 2 《贵溪樟坪畲族志》中所载照片资料——男子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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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樟坪式“狗耳巾”

如前图 3 所示，到 1990 年，畲族妇女的头饰还是以花边巾覆头为主。而后开始向

浙江丽水的额前纺锤形头饰转变（图 4）。

图 4 江西樟坪畲族服饰

2.上衣及下装

如图 5 和图 6 所示，樟坪式畲族日常服饰与景宁式等大部分畲族地区常服款式相

仿。传统畲族服饰特征在女服上还有所保留，中老年妇女常着青(黑)色右衽大襟装，袖

口､领围､裤脚等处镶有花边。男子日常服饰已与当地汉族无异。当代改良的畲女盛装服

饰仅沿袭了右衽大襟的特征，虽然在面料选择和色彩搭配上更加丰富， 款式造型趋于

时尚俏丽，但是也逐步丧失了自身特色，连头饰也是采借了丽水式样。

图 5 贵溪市樟坪畲族乡当地冬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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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贵溪市樟坪畲族乡当地夏装

图 7 当代樟坪式畲族女盛装 图 8 当代樟坪式畲族男盛装

3.腰饰

樟坪乡畲族妇女穿着长及小腿的围裙的习惯至迟保持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如图 10

所示为当代樟坪乡当地围裙，用料 3尺，完全没有边角料剩余，可达到 100% 利用。

图 10 贵溪市樟坪畲族乡当地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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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足衣

如图 7所示，樟坪式盛装常搭配圆口一字袢黑布鞋。

七、丽水式服饰特点

在浙江丽水地区，聚居在云和县、遂昌县、缙云县、青田县、龙泉市和丽水莲都区

等除景宁县以外地区的畲民几乎均着类似形制的畲服，凌纯声先生曾于 1947 年将此类

型服饰中的头饰称为“丽水道士田本式”，简称“丽水式”。丽水式畲女服在头饰、衣

襟装饰上与景宁式有所不同，下装与景宁接近，围裙､织带及鞋也比较雷同。近现代丽

水式畲男服与景宁式基本相同，都趋从于当地汉族男子着装方式。

1.头饰

如图 1所示，清末至民国时期丽水式头饰曾经和景宁式有大致相同的结构，两者均

有一个从前额向后纵向放置至头顶的主体。只是丽水地区主体是一个竹筒，竹筒上再搭

一个三角形，裹以畲族妇女自织的特种红色丝帕(图 1E)。这个三角形不像景宁那般向

主体后部倾斜，而是呈斜边向下的等边直角形。竹筒前端镶一块圆形有花纹的银片（图

1F），银片后有一圈环绕竹筒的银环(图 1G)。竹筒两侧分别连接有三串白色珠链，从

前额盘绕至脑后以固定头冠。脑后右方斜插一只约 10 厘米长的银发簪，发簪顶端缀红

色丝绦，垂于耳际(图 1H)。

A B C D

E F G H

图 1 近代丽水式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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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中也可看出丽水式发式是将头发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先于左侧束紧，

加 Z 向捻，沿左耳后盘至脑后脖颈上方再继续盘至右脑上方。下半部分的头发隐于其

下， 用以增加发式的体积感。

随后丽水头冠逐渐简化。云和雾溪畲族乡江南畲族风情文化村收藏有一件近代畲族

头饰（图 2），以长约 9 厘米的棱柱体支架为主体，外包覆银片，主体上另有支架撑

起一个三角形。然后其上再覆盖以红布，连上当地特有的螺蛳型白瓷珠。如图 3 所示，

时至今日，现代丽水头饰的造型已演变为一个黑色头箍，头箍中间竖起一个红色布包小

三角， 头箍上再缀以珠串装饰。所有装饰均固定于黑箍上，因此佩戴时非常方便，只

需将黑箍套在头上即可。

图2 云和雾溪畲族乡民国时期畲族头饰 图3 现代丽水式畲族头饰

2.上衣

晚清浙江丽水地区畲族妇女结婚或喜庆节日时候穿着如图 4 和图 6 所示花边衫。

丽水式与景宁式不同的是其多采用多条丝质织带平行镶缀的形式，且廓形更显修长。

女上衣前后等长，面料为蓝色麻料，领襟、袖口及侧边内缘有贴边。立领，连袖，

右衽，收腰，侧边开衩。该上衣采用中国传统平面十字结构，整件衣服由 5片面料拼缝

构成，领高约 1.6 厘米。图 6 所示女上衣面料为深色棉布，领口及襟边镶浅蓝色滚边，

大襟边贴镶彩色织带。

如图 4民国出嫁上衣”所示，部分款式领面具有复式结构，即靠近脖子有一层约5

厘米高领面，外沿领口还有一层约 1 厘米高绣花矮领。也有如图 2-38 所示，仅有外侧矮领

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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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民国出嫁上衣及领部细节 图 5 民国麻上衣

图 6 民国出嫁上衣及领部细节 图 7 民国麻上衣

3.腰饰

清末时丽水地区畲族妇女腰束与图 8 类似的蓝色或白色自织蚕丝锦带。锦带两端

有约 40 厘米的流苏，编织有精致花纹。有的流苏末端还钉有古铜钱各八个，在走动时

可听到铜钱的撞击声。

图 8 近代丽水畲族丝腰带

丽水畲族妇女喜戴围裙，围裙带子是用丝线和棉纱线手工织就的宽仅 3 厘米的蓝

白绿三色相间的彩带。如图 9 所示，彩带上织有畲族代代相传的纹样。对于没有文字

的畲族，这些纹样发挥着记载历史、传承思想的功能。而彩带本身不仅作为生产生活的

必需品具有实用功能，还可作为传统定情信物和重要装饰配件在畲族民俗中起着传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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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美化生活的社会功能。

图 9 近代丽水畲族围裙带

4.下装

（1)齐踝阔裤

丽水地区畲族妇女长着图 10 所示齐踝阔裤

图 10 近代丽水畲族女裤及其结构图

图 11 清代丽水畲族绑腿

劳作时小腿绑如图 11 所示的三角令旗式梯形绑腿，其裁剪样板为一完整矩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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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面料的百分百利用。

(2)桥型木屐

畲族妇女不裹脚，通常赤脚走路，平时劳动时也穿草鞋或木屐。如图 12 所示，木

屐即木拖鞋，将一块有一定厚度的木片锯成如脚大小的长方形式样，再钉上带子即可。

图 12 近代丽水畲族木屐

(3)绣花布鞋

在节日或走亲访友时穿如图 13 所示绣花布鞋，与汉族布鞋不同的是鞋口和后根接

缝处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有红线流苏，鞋面绣着红色的传统图案。如图 13 和图

14 是两款搭配盛装常用的绣花鞋款式，多为“丹鼻鞋”或称“单鼻鞋”，鞋头或缀流

苏，刺绣纹样多为抽象花草纹，间以黄绿色点缀，喜庆明媚又不失清雅秀丽。图 15 是

男子专用中脊 2道的圆头“双鼻鞋”。

图 13 近代丽水畲族绣花 图 14 出嫁绣花鞋

图 15 近代丽水双鼻鞋

(4)纳底布袜



畲族服饰

51

绣花鞋常搭配如图 16 所示蓝色或白色土布靴形短袜。

图 16 近代丽水畲族布袜

5.童装

如图 17 所示，畲族童装为长衫长裤或短衣阔裤，与周边汉族无异，偶有戴装点银

饰的虎头帽。

图 17 1934 年浙江丽水地区照片

八、六垒式服饰特点

1.头饰

麻江县六堡式畲族女性头饰起着身份标识的作用，中年妇女和姑娘的发式各有不

同， 已婚妇女把头发梳向后侧挽成髻团，并用马尾等作成网子如拳头大小，成发团插

上发簪， 包上藏青色长 2 米(6 尺)宽 33 厘米(1 尺)白底蜡染兰花头帕｡头帕两端各

镶以红､绿两道饰边,下垂红色缨须，长约 33 厘米(1 尺)，与罗源式腰带造型相仿(图

1)。有的已婚妇女挽髻后用头帕包头，正中的碗底团花盖于头顶，再向左右两边分别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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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缨须朝后张开，俨然如凤展翅。姑娘头部用一根有色头绳扎实梳在后侧，并梳成独

辫。

2.上衣及下装

据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回忆，几十年前的畲族服饰与当代差异很大。那时的面料均

为自纺自织的青蓝色土布。男子着长袖长衫并腰扎青布腰带，或着布纽扣的短汗衫，下

穿大裆便裤，从裤带由内往外吊一个用来装烟或打猎时装铁沙的“蜡盒”。女子着自己

绣制的无领花排肩长袖及臀“父母装”，袖口绣有一圈 15~20 厘米宽的花边，腰系一

条绣花围腰，银链束腰，下穿青色粗布裤子。

如图 1 所示，麻江畲族盛装分为大襟右衽式和交领式两种。大襟右衽式盛装，上

装是右衽大弯襟青蓝土布硬边花衣，沿领口一周、胸前衣襟边和袖口处镶宽花边，配青

蓝布腰带或系花围腰，下装为旧式普通长裤，仅在裤脚口镶有花边装饰。

A B

图 1 畲族盛装

图 2 畲家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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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江交领式畲族盛装，据记载原为左衽，现在无论男女均为右衽。面料为图 1所示

藏青色家织布，现在常用图 2所示绿色红色等鲜艳的机织布。袖子由衣身袖和接袖两

部分构成，衣身袖与衣身连裁，接袖袖长约 16 寸(52.8 厘米)。接袖由蜡染和刺绣两

段组成，蜡染段为白底蓝花，刺绣花纹段分上中下三部分，上下两边多为“寿”字纹､

梅花纹， 中部为花纹图案，多以牡丹､月季为主。麻江畲族盛装上衣相比其他畲族服式

最有特色之 处在于叠穿的着装方式，一般为三件､四件或六件叠穿。制作服装时面料叠

放、衣片一次 裁剪成形。每件衣服的下摆和衣角均有红､白两条刺绣花边装饰，内长外

短，每层外面衣 服均比里面一层短约 7 厘米(2 寸)，以露出里面衣服衣摆上的花边为

宜，以展示刺绣技艺。盛装外再系一条丝织靛蓝色的腰带，腰带长 4 米(1 丈 2 尺)，

两端留有 16.5 厘米(5 寸)长的流苏。下装着大裤脚的藏青色大裆裤，裤长及脚踝，裤

口宽 46 厘米(1 尺 2 寸)，并镶有一道宽约 7 厘米(2 寸)的彩色桃花纹样花边。过去

中老年妇女､姑娘小腿包蜡花白绑腿。

如图 1B 所示，麻江畲族男子在重要活动和喜庆节日里穿着藏青色和蓝色长衫为盛

装，在长衫腰部系腰带。穿盛装时，男子头部用长 4 米(1 丈 2 尺)､宽 40 厘米(1 尺

2 寸)的藏青色或蓝色的家织布缠绕。日常便装主要是对襟短衫，无腰筒裤。新中国成

立后畲族服饰逐渐改变，20 世纪 80 年代后，大都穿现代装。

3.足衣及饰品

麻江畲族无论男女平时赤脚或穿自编的草鞋，逢年过节或走亲串寨，穿上自制绣花

船形､鞋尖猫鼻的布鞋。妇女佩戴银饰手镯、项链、耳环。如图 2 所示，麻江交领式畲

族盛装配有银饰品，主要有银答、大银花、小银花、银耳坠、银项链、银手镯、银戒指

等。

4.童装

麻江畲族童装如图 3所示，为大襟或对襟布纽扣衣，青色或蓝色，衣长过膝盖。女

童戴狗耳状并佩有银饰于前沿的布制“箍箍帽”，帽无顶，帽沿内塞棉花，宽 5 厘米(1.5

寸)，两耳处稍宽，除脑后外其余均有刺绣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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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麻江式畲族儿童盛装

九、宁国式服饰特点

安徽省宁国市云梯畲族乡为 1992 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成立的全省唯一的畲族乡。

该乡地处皖浙交界的天目山北麓，是宁国市东南门户。与浙江省安吉县、临安市接壤，

距宁国市城关 56 公里。全乡辖云梯、白鹿、毛坦、千秋 4个行政村，54 个村民组，总

人口 6020 人 ，由畲、汉、苗、回、壮等民族组成，其中畲族人口 1900 人，占全市总

人口的 0．5%。全乡总面积 54 平方公里，有耕地 3126 亩，山场 66899 亩，是典型的

山区小乡，境内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有蓝、雷、钟三姓，分别于清光绪五年至十五

年（公元 1879—1893 年）先后由福建蒲城、浙江丽水、淳安、桐庐、兰溪、龙游等地

迁入。畲族同胞间交流通用畲语，共同信仰始祖“盘瓠”而顶礼膜拜，拥有本民族浓厚

而独特的风俗，在婚丧嫁娶、衣着服饰等方面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在每年农历“三

月三”传统节日中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尽情欢悦。

宁国式畲族服饰与其他畲族服饰差异性不大，请大家赏析下面作品，发现宁国畲族

服饰与其他服饰之间的差异。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5081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9950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4263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2472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550966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05230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254741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69874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80619081&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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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宁国式畲族服饰鉴赏 1

图 2 宁国式畲族服饰鉴赏 2

http://pic.sogou.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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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宁国式畲族服饰鉴赏 3

图 4 宁国式畲族服饰鉴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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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平阳式服饰特点

1.头饰

如图 1 所示，近代温州平阳畲族妇女凤冠，主体为一个直径约 5 厘米的竹筒，外

裹黑布。竹筒前部圆形横截面上饰山行银片，下坠 12 条白珠链至前额，珠链末端再坠

倒山形银片；竹筒上方贴覆有一片宽约 4 厘米，长约 8 厘米银片，银片上衬一层稍大

的红布；竹筒下方压三层红白黑相间条纹的头巾，最上层为约 10 厘米宽 15 厘米长的

长方形，中层由两片覆盖至脑后的三角头巾组成，最下层的头巾最大，尾端渐宽，一直

垂到后背，三层头巾都有约 2 厘米宽的红布包边；竹筒两侧各挂三串约 40 厘米长白

珠链，珠链内间有黑色或红色珠；竹筒后部被斜削出鹅尾形，其上再向右上方斜插一根

木棍， 木棍末端附若干层布片，颇似扬起一个宽约 5 厘米长约 15 厘米的小“经幡”。

图 1 民国平阳畲族凤冠

图2 平阳畲民妇女头饰 (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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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清平阳畲族银把头

2.上衣

平阳式畲女上装领部呈复式结构，分大领和小领。领面颜色多选用水红､水绿，加

绣花纹。领子上的刺绣，通常图案有牡丹､莲花等花卉。盛装领口装饰两颗直径约 2 厘

米的红绿相间的绒球，球底托十几片布叶子，球心镶各色料珠，有的还饰以小银片，俗

称杨梅花。右边大襟襟边腋下垂两条桃红或大红绣花飘带，长过衣裾。上衣右前襟绣有

大面积色彩鲜艳的勾形适合纹样，刺绣题材灵活多变，人物及动植物造型生动活泼。袖

口贴边，配以红色布条，或加滚其他颜色的布边，以仿多层卷边。据说过去叠穿多层服

装者多家境殷实， 故畲女纷纷在袖口模拟出穿有多层上衣的效果以表富裕，渐至成俗。

上衣两侧衣衩内缘滚镶红色贴条。如图 4至图 5所示，温州平阳和苍南畲族妇女上衣十

分类似，均以复式领结构“杨梅花”飘带、前襟刺绣和假袖口为主要特征。对比图 5

和图 6，可知瑞安畲女上衣与平阳式非常相似，仅在领口造型上为单层低领结构，或为

受丽水式影响。近代温州平阳畲族男子礼服为大襟右衽士林蓝长衫，与同时代汉人无异。

图 4 近代平阳畲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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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代瑞安黑绸畲女服 图 6 近代平阳麻质畲女服

从刺绣花纹来看，除常见的凤穿牡丹､折枝花题材（图 7A、图 8ACD）外，还出现大

量鳌鱼望凉亭(图 7B)、刘海戏金蟾(图 8B)等与海洋文化相关的图案。

A B

图 7 温州苍南县凤阳畲服领面绣花

A B C D

图 8 温州苍南县凤阳畲服前襟装饰及腋下飘带及袖口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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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腰饰

如图 9、图 10 和图 11 可见，近代温州平阳式畲族女子腰巾、围裙和织带，与丽

水式除颜色上略有差异外，形制基本雷同。

图 9 近代平阳畲族丝腰带 图 10 近代平阳畲围裙

图 11 近代平阳畲族手织带

4.足衣

如图 12 和图 13 可见，近代温州瑞安和平阳畲族女子绣花鞋形制基本雷同。与丽

水地区流苏单鼻鞋相比，鞋头偏扁平，鞋底更薄，鞋底前部从前脚掌开始向上抬起，鞋

口边缘以黑布滚边，滚边宽度也比丽水式偏窄。花纹题材也以折枝花为多，少见丽水式

满地密绣的米字花，且花纹一般分布于鞋面前半部，少见如丽水式一直绣到后跟的。

图12 近代瑞安畲族绣花鞋 图13 近代平阳畲族绣花鞋

5.童装

如图 14 可见，近代温州平阳畲族童装以大襟右衽及膝袍服为主，下穿阔裤，有的

头戴童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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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平阳畲民之幼童(1934 年前后)

十一、泰顺式服饰特点

1.头饰

（1）凤冠

泰顺畲族妇女常将头发拧成一把，盘在脑后，形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系上红头绳，

称之为“凤凰髻”，也叫“龙髻”，再于其上戴如图 1所示凤冠。近代温州泰顺畲族妇

女凤冠与平阳式相仿，主体均为一个外裹黑布的竹筒，所不同的是竹筒正面的短珠为 10

条，同时另从竹筒上方各垂下 10 条小珠链至竹筒两边，而竹筒下方两侧所坠的珠链长

度过膝，更显俊逸。在近代传世文物中还发现如图 2 所示凤冠，与丽水式凤冠主体部

分相仿，均为外覆红色条纹布、前缀银片的锥形，可见泰顺部分地区的畲族服饰受到西

邻丽水的影响。

泰顺畲族妇女常将头发拧成一把，盘在脑后，形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系上红头绳，

称之为“凤凰髻”，也叫“龙髻”。近代温州泰顺畲族妇女凤冠与平阳式相仿，主体均

为一个外裹黑布的竹筒，所不同的是竹筒正面的短珠为 10 条，同时另从竹筒上方各垂

下 10 条小珠链至竹筒两边，而竹筒下方两侧所坠的珠链长度过膝，更显俊逸。在近代

传世文物中还发现凤冠均为外覆红色条纹布、前缀银片的锥形，可见泰顺部分地区的畲

族服饰受到西邻丽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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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代泰顺畲族凤冠之一 图 2 近代泰顺畲族凤冠之二

（2）钗钏

如图 3 所示，泰顺式银头花与平阳式类似，也以银片流苏为美。

图 3 民国畲族银头花

2.上衣与下装

如图 4 及图 6 所示，泰顺畲族女子盛装与平阳式雷同，基本样式是右衽大襟， 复

式圆领，男子礼服也为士林蓝长衫，绑腿也几乎一致。

图 4 近代泰顺畲族女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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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代泰顺畲族男女服饰 图 6 民国泰顺畲族三角绑腿

3.足衣

如图 7所示，泰顺地区的畲女绣花鞋造型更接近平阳式鞋头上翘的款式。花纹题材

也以折枝花为多，在黑色底布的衬托下，紫红为主、黄绿点缀的花纹显得俏丽雅致。同

时细看图 A的鞋口，也作宽红布滚边，类似丽水款，再次说明泰顺地区畲族服饰受到毗

邻的丽水式的影响。

A B

图 7 近代泰顺畲族绣花鞋

十二、延平式服饰特点

延平区现有畲族人口约 2800 多人，主要分布在水南街道岭炳洋村，西芹镇吉洋、

后甲村，夏道镇水井窠村，洋后镇洋后村，峡阳、王台、来舟镇也有少数畲民。据《南

平市志》记载，当地畲族少女婚假时，穿“凤凰装”，拜堂时着绣满奇花异草的百褶红

裙，脚穿方头钩鼻绣花黑鞋。头饰用红毛线将长发系为一束，挽在头顶结成高髻，冠以

尖形布帽，形似半截牛角，上贴一片薄短银牌；发髻插上簪环等银饰和各色珠子，下垂

前额遮掩面部； 前顶插有三把银凤花，左中右围成一环。 所记述的服饰特征与福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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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相似，但近期研究表明延平地区畲族服饰另有特色。

1.头饰

（1）岭炳洋型

岭炳洋头饰如图 1所示，主要流行于水南街道岭炳洋村，西芹镇吉洋村，和夏道镇

水井窠村。

头饰配件有 6 只前宽后尖刻有观音童子花卉纹的银钩；一只圆形银匙；一条形如

假发的黑色水纱；两米六长的紫红毛线。梳妆时先用黑色水纱勒住前额并紧紧包于脑后

发髻打结系紧，再将银匙居中放于前额顶中央，两边各排列三支银钩，用红头绳贯穿固

定于黑水纱上，然后用红毛线绕着脑后的发髻一圈圈缠绕固定，最后在右髻上方斜插一

枝圆形纹饰银钗。

图 1 岭炳洋头饰

（2）后甲型

如图 2 所示，后甲头饰可看作岭炳洋头饰的简化版，仅需银钩及红头绳即可完成。

主要流行于西芹镇后甲村。

图2 后甲头饰的穿戴过程 图3 现代简化延平头饰



畲族服饰

65

（3）赤岭型

如图 4所示，在延平区太平镇刘家村赤岭坪和南平市延平区洋后镇洋后村锅厂自然

村等地，传统的畲族服饰以刀剑形头饰最有特色。

图 4 赤岭头饰

2.上衣

延平式男女上衣如图 5所示。女子上衣为蓝色薄棉布制的大襟右衽及膝襦，前襟、

领围及袖口处均有约 15 厘米宽黑苎麻布贴边。贴边旁再绣三条约 5 厘米宽的彩带。

男子上衣为类似中山装的黑色立领对襟开衫，领围、门襟、袖口装饰有约 2 厘米宽花

边。

图 5 延平男女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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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顺昌式服饰特点

福安畲族传统服饰款式惯制，主要从首服中的发式、头饰、官帽、斗笠；主服的 女

子服装、男子服装；佩饰中的银饰、围 裙、彩带；足服中的绑腿、布鞋。

顺昌畲族人口有 8000 多人，分布在岚下、大历、际会、洋墩、双溪、洋口等地。

顺昌位于闽北大山区，原始森林覆盖全县，解放前没有公路，只有闽江上游富屯溪与金

溪汇合处的一条河作为水道，故保存着与其他地方畲族不一样的奇特服饰和风俗习惯。

据顺昌县人民政府网站介绍，顺昌畲族男童穿枇杷桐，形圆如桐树皮；青年、中年、老

年男子戴蓝色布帽，后面缝一块米黄色的布，代表高辛皇、盘皇的子孙，黑腰带围三圈；

畲族女性 1-3 岁留中间头发，3-6 岁留长发，10-16 岁将长辫子圈于头顶，18-19 岁

梳头髻，衣服饰三条花边，下配裙子；新娘装为蓝色三条花边的长衫，头簪上披红布戴

金簪，插银钗，挂珍珠， 穿绑腿，脚穿绣花鞋。

1.头饰

顺昌式头饰在当地被称为“盘瓠头”。顺昌式头饰配件包括：由几十甚至上百支（图

1为 58 支）银簪排成的扇形银饰“头笄”（图 2）。扇形银饰中的银簪（图 3 ），每

支长约 18 厘米，前端折回呈钩形，上面的圆片宽 2.8 厘米，长 2.5 厘米，正面刻有

凤穿牡丹、观音送子、仙鹤延年、福禄（鹿）高升（竹） 和熊猫等纹样（图 4）。有

的银簪背面鉴有“聚成”章，为元坑的银饰师傅作坊名号， 过去发簪可代表家庭贫富，

富者戴银簪数多，贫者戴铜簪数少。

图 1 顺昌式畲族头饰配件 图 2 顺昌式畲族扇形银头饰“头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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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顺昌式畲族扇形银头饰中的一支银簪

图 4 顺昌式畲族扇形银头饰中银簪上的图案

如图 5 所示的“弄须排”。红色线绳编织而成，主体长 33 厘米，宽 7 厘米，两

边系带长约 40 厘米。

图 5 顺昌式畲族头饰中的“弄须排”

如图 6 所示的“头毛攀”。为现代简易化的包头。“头毛攀”上已装饰好如图 7

所示“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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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顺昌式畲族头饰中的“头毛攀” 图 7 顺昌式畲族头饰中的“髻心

图 8 顺昌式畲族头饰中的侧边簪“居边妆”

图 9 顺昌式畲族头饰中的耳扒“挖耳勺”

（1）少女头饰

顺昌式少女头饰如图 10 所示。梳妆过程与延平式类似，第一步也是先用黑头纱包

头。以前用的是三尺长黑纱，先包几圈再加捻打成绳子包围固定，再把头发盘起来，箍

成“抹额”状，然后在包头外盘如图 5 所示“髻心”，最后加一个红色线绳编织起来

的“弄须排”（图 5）。现在已简化为直接戴一个如图 6所示黑色绒布圈——“头毛攀”。

第二步是戴如图 2 所示银发簪“头簪”。第三步是在脑后两侧插如图 8所示侧边簪“居

边妆”。最后戴耳扒“挖耳勺”

以前妇女做月子时也常梳成到第一步为止的黑布包头的发式，外面不戴头饰，头发

打成发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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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顺昌式畲族少女头饰

（2）妇女头饰

顺昌式妇女头饰是在少女头饰的基础上再于后脑覆一条如图 11 所示花巾。花巾由

8块红色长方形布片、一根长长的飘带及两根发钗组成。如图 12 所示，佩戴时先将两

根发钗分别从左右方斜插入发髻进行固定，再将珠串盘绕其上，然后沿扇面铺好 8 块

红布，最后将飘带覆于其上用发钗固定，最终效果如图 13 所示。现代也有将上述所有

配件都整合到一个如图 14 所示成品中的做法，称其为“盘瓠帽”。

图 11 顺昌式畲族头饰中的花巾

图 12 顺昌式畲族花巾的佩戴方法



畲族服饰

70

图 13 顺昌式畲族妇女头饰

图 14 顺昌式简易版盘瓠帽

2.上衣及下装

据潘宏立先生于 1985 年考查，顺昌式畲女上衣主要为黑蓝二色，也为右衽大襟，

微领， 衣身较宽大，前后等长，袖口和衣衩内缘也滚红边，衣领和大襟角绣有简单的

纹饰，用色多为红、绿、黑、白（图 13）。通身使用布扣，领口二个，右衣襟角四个。

裙子均为黑色，长过膝，但较其他地方的结婚裙子短。裙子上沿有白边，裙身两侧边缘

有红绿滚边，上饰黑色几何纹。有的裙子下绣有二条平行红线，裙身十数褶，但无花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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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上接有系带。绑腿为白色梯形，上有红色和黄色系带，黄带长 82 厘米，红色系带较

宽，达 2.5 厘米，全 100 厘米余，其中尾端接有 17.5 长厘米的深红色布。绑腿绑好

后呈现红黄白色相间，显得美观大方。与田野考查所得资料一致。

顺昌式畲族女服图像 现代顺昌式畲族新娘服 现代顺昌式畲族女服

据当地畲民表述 93，自上世纪 50 年代后，当地畲民就很少穿着传统民族服饰。

以前结婚装不是红色的，而是上衣是蓝色，下面配黑色的大摆裙。只有新娘坐轿子结婚

时，才会在头上铺一个六尺的红布。婚礼时也会跳马灯舞或火把舞。现代顺昌畲族新娘

服饰如图 14 所示，胸前配如图 12 厘米宽八卦铜牌。平日盛装多为图 15 款式。

3.足衣

花鞋与其他地方的相似，为自纳黑色布鞋，鞋口边缘镶红边，头较高，并往前突。

鞋中脊起棱，镶红色曲折纹，鞋头两侧绣上简洁的红花绿叶图案。

十四、光泽式服饰特点

光泽位于福建省西北边界，全县畲族人口共有 3 千余人。光泽畲族人口主要居住

在光泽北部司前乡的司前、碗厂、墩上、东山四个行政村及寨里镇的桥湾、太银、官桥、

浆源四行政村。据田野调查，原光泽式流行地区现已汉化严重，服饰特点与当地汉族并

无明显差异。根据潘宏立先生 1985 年调查结果，当时光泽妇女仅在头饰上具有特色，

其他与汉族相似，故本节仅对其头饰略作概述。

少女头梳法简单，先将头发梳直，额前留下刘海，将头发分三股在脑后辫一条长辫，

在首尾处扎一段红头绳。

妇女头则先用豪猪刺理直头发，将头顶中间的头发扎起，随后将其余头发拢于脑后

并束好，再与中束头发合扎，绾成螺髻，插上长约 10 厘米的小银簪，然后蒙上黑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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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巾， 也有不戴包头巾的，最后用系白花纹的红色带子缠绕四五圈。

十五、飞鸾式服饰特点

飞鸾式和连罗式服装，高突状的发式也相对变小变扁；到了老年， 就不再用竹制

发饰，而只是用黑毛线缠绕发梢，再翻到头顶，用红毛线随意地在头顶缠个螺纹髻（图

2-113 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青年妇女的发髻过高，不便再在其上搭配凤冠，故女

子结婚时也常梳类似老年妇女的矮髻，如下面图片所示。

图 1 飞鸾型头

图 2 飞鸾式妇女和老年发式对比 图 3 戴凤冠时的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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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畲族凤凰装特色

一、凤凰装的历史溯源

畲族凤凰装的起源并没有相关历史记载，但从畲民历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中可以

追溯其历史根源，畲族凤凰装与“凤凰”崇拜有着密切联系。其中以畲族“三公主”的

传说在畲族中广为流传，传说是高辛帝将三公主许配给奋勇抵御外敌入侵的畲族祖先盘

瓠，高辛帝的皇后也赠送三公主珍贵的凤冠和凤衣作为嫁妆，祝福三公主像凤凰一样生

活得吉祥如意。从传说中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凤凰装是畲族人民对凤凰的崇拜之情，

是民族信仰的具体表现，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对凤凰图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

始时期的殷商文化，《诗经·商颂·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并在其生活用具、器皿中都刻有凤鸟纹样，从中所反映出原始社会对凤鸟图腾浓重的的

崇拜。高辛帝将三公主许配给畲族的始祖的神话传说，也反映了其流传的凤鸟图腾的崇拜

对畲族的文化的影响，从而得出畲族凤凰装起源于原始的凤鸟图腾崇拜。其次，也可以从

凤凰在畲族中的崇高地位延伸为畲族传统女性地位的象征， 传说中的“三公主”是畲族所

有女性的代表，畲族女性地位与传统汉族女性不同，在畲族历史社会生活中作为主导地位，

既要管理家庭又要日出劳作，因此凤凰装也是对畲族女性崇高地位的表达。

总之，凤凰装是畲族迁徙过程中生活环境、生产技术、民族文化、审美等因素的相

互融合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畲族女性服饰，凤凰装是畲族人民对传统

的盘瓠文化和凤凰崇拜的共同信仰的寄托，是生活在各地畲族人民紧密联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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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凤凰装的款式结构特征

1.传统生活方式下的凤凰装样式分析

畲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主要分为日常劳作生活与民俗生活，其对应穿着的凤凰装为日

常样式与盛装样式。浙闽各地畲族传统凤凰装受居住环境、当地民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服装造型样式不一具有地域差异。但各地的日常装与盛装在款式上基本一致，主要差异

在于凤冠的造型与凤衣的纹样装饰，各地凤凰装的场合性差别不明显。

2.凤凰装款式结构特征

浙闽各地的畲族凤凰装在整体着装上都有较为相似的搭配规范，都为上下分体式。

罗源一带的畲族女性日常与节日庆典时都束发髻，着黑色交领大襟衣，领口排列色彩丰

富的柳条纹样，腰间系扎相同柳条纹样的围腰，下穿黑色短裤，打绑腿，足穿尖头有穗

绣花鞋；霞浦女性日常束发髻，节日婚礼等重大场合时带凤冠，着黑色大襟衣，衣领装饰马牙

花纹，领襟处装饰菱形组合纹样，袖口缝制蓝色布条，腰间系扎围腰，装饰纹样丰富多

彩，旧时下装搭配黑色长裤，腰头及裤脚口宽大，裙装则为结婚时的着装，黑色素面、

裙长及足踝，足穿方头黑布厚底鞋；福安、福鼎一带畲族女性着装与霞浦式样较相似，

主要区别在于上衣领襟部的纹样装饰。浙江景宁服饰着装搭配样式为头戴凤冠，日常及节

日庆典时都会穿戴，着黑色右衽大襟衫，衣襟装饰厂字形花边纹样，腰系素面围腰，下装穿黑

色直筒长裤，脚口镶嵌花边装饰，劳作时打绑腿穿草鞋，花鞋一般只做寿鞋穿。

由此可见，浙闽各地畲族女性的日常着装搭配样式一般由发髻、上衣、围腰搭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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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裤，劳作时扎绑腿以防山中的蚊虫和荆棘；盛装搭配则为头冠、上衣、围腰搭配长裙，

腰间系扎腰带以固定衣身，既简洁大方又具有实用性。畲族凤凰装特色搭配结构简单、

朴素大方，体现了畲族人民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以及大胆追求美的个性。

3.凤凰装的发式与头冠

（1）款式结构

凤凰装的整体搭配造型由头饰、上衣、围腰、下装、布鞋以及织带六部分共同组成，

凤凰装的整体设计都源自对凤凰的形象的模仿，是畲族对凤凰吉祥的寓意的表达。

（2）发式与头冠

2.1 浙闽畲族日常发式

浙闽各地的畲族凤凰装头饰有地域差异及场合区别，各具特色。畲族女性在日常生

活中多梳发髻，罗源的“凤头式”是将头发缠绕红布条，前端成螺旋形，后端弯曲成弧形高

高盘旋在头部，高耸如昂首欲飞的凤凰，年龄不同，罗源女性发式造型不同，随着年龄增长，

头顶高突状发式也相对变小变扁；福安的“凤身式”则将头发挽成“碗匣式”，上面束一条

红带，发下端跷起似凤凰翼，福安发式以绒线环束的色彩区分女性的年龄；霞浦的“凤尾式”

梳理复杂，云髻高鬓，夹以大量假发扎成，形成高耸头顶、独居一格的盘龙状高髻样式，有

已婚及未婚的区别，未婚少女的发式较为简单，通常盘成扁圆形，用红色绒线夹与发中，编

成辫子，盘于头顶成圆帽状，一般不佩戴其他饰物；福鼎女性发式较为简单，用红线将头发扎成

束，编成辫子， 在脑后结成髻。景宁日常发式无明确造型规范，一般就将头发束扎成髻

于头顶。

2.2 浙闽畲族女性凤冠

凤冠则为畲族女性结婚以及重大节日庆典时必戴的头饰，最具畲族特色。罗源式凤



畲族服饰

76

冠由红布裹竹筒制成，红布外镶银匮，用银簪固定在头上，并装饰各种珠饰垂在两肩；

霞浦式凤冠称为“公主顶”，尖顶圆口，以红绸带或料珠串扣于下颊，冠顶以竹篾编织成

金字塔形的骨架，外蒙红布，各面贴大小不一的银片，前额及两侧悬挂银饰链子，垂于面

前似面纱；福安式凤冠造型为梯形支架，用红底印花棉布包裹，头冠底边镶锯齿形花边和

丝质流苏，正面缝制饰不规则花纹的薄银牌，向下悬挂薄银片串连的银链子，用于遮盖面

部，俗称“圣疏”；福鼎凤冠由冠身和冠尾两部分组成，冠身用黑布包裹竹笋壳，正面镶

两块长方形银片，尾端吊木簪，额前下层装饰银链、珠串，垂挂至颏下；景宁畲族凤冠

被称为“雄冠式”，造型高耸，呈三角形，饰以串珠，形如凤凰鸟头冠，主要由红布包裹

的竹筒、银钗、珠串构成。

4.凤凰装的上衣

畲族女性穿着的上衣因其五彩花纹边饰，也被称为“花边衫”，日常装与盛装的上

衣形制一致。浙闽畲族上衣样式丰富多彩，以罗源上衣最为华丽，交领交叉于胸前，由

绑带系扎衣身，袖口较窄，衣长过臀部至膝盖，衣身侧开叉，其设计都便于较大的活动

幅度，领圈、袖口镶滚多种柳条形花边，装饰面积较大，色彩丰富，具有层次感，其服装

的设计在于模仿凤凰羽毛五彩的形象； 霞浦式上衣形制为立领大襟，也由绑带系扎，其特

色在于衣襟上丰富的刺绣花纹装饰，霞浦式最独特的设计在于可内外翻穿，是畲族传统

女性智慧的体现；福安式上衣样式与霞浦式相似，最具特色的是衣襟下端靠袖头的地方绣

上一块约9cm 宽的角隅花纹图案，相传是高辛帝赐封时所盖的金印，袖口和两侧开衩处内缝

5cm 宽的红布边；福鼎日常上衣为黑色右开襟衫，立领分大领和小领设计，领口较高约

5cm，衣襟上花纹面积大，其特色在于衣领两头下端点缀的两粒红绒球，衣身有两条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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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裾的红色飘带；景宁式上衣为右衽大襟衫，其装饰较简，襟角镶有五条色布，形成厂字

形，前后衣裾等长，长度过膝，衣衫袖口及两侧衣衩内滚边蓝色。

畲族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受各地生活环境、民俗文化等影响，基本保持较为相似

的形制特征，都为十字形平面裁剪结构，除罗源的交领设计，其他地区都为立领，衣襟

都为右开襟，衣身、袖口较窄，说明各地畲族仍然存在款式上的密切联系，主要的差异

表现在服装纹样装饰的布局上，纹样各具地域特色。

5.凤凰装的围腰

围腰在畲族服饰中起着主要的装饰性及实用性的作用。结构纹样做工都较为考究，

其设计模仿的是凤凰的腹部，围系在畲族女性的腰间，代表着对女性繁衍和养育后代功

劳的赞美的寓意。

罗源式的围腰分为日常样式和盛装样式，盛装样式由黑色棉麻布制成，形状呈四方形，

腰头两侧缝制宽腰带，围腰面上还接缝有两块扇形角隅纹样或四块角隅纹样，外围由外

向内分别用红、白相间的布条镶滚彩边，两道彩边间都饰有绣花边，一般为植物纹样和几

何连续纹样。日常样式则简洁朴实，除白色裙头外，其余三边均压上 6-8cm 的白布边；

霞浦围腰则为扇形，黑色苎麻，腰头为蓝色棉布，两侧有裙耳系扎织带，围腰两侧与上

方均并列镶滚有红、黄、白、绿相间的彩色布条，刺绣装饰面积大，纹饰多样，常有以人

物为题材，多绣八仙过海、戏曲人物、双龙戏珠、凤朝牡丹纹样等；福安式围腰呈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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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端缝制红色腰头，两侧缝制裙耳，用于系扎织带，围腰面上端两侧各打褶，并绣上对

称花纹， 围腰左右边缘从外向里依次对称镶嵌红布边、五色彩边以及五色齿牙纹样；福

鼎式围腰长方形，两侧镶滚彩边，中间绣花，两侧装腰带，日常样式在裙身加一层淡绿色绸布作

装饰；景宁式拦腰则以自织麻布制成，腰头为红色，两角钉各色彩带，围腰朴素无装饰。

6.凤凰装的织带

织带是畲族手工艺的代表，独具特色，在整体的服装搭配中起着系扎及装饰的双重

作用，系扎时先在腰部从前往后围，两端交叉再转至前面，在正前方打结，自然垂挂。织

带采用纱线自织而成，每条织带长约 1 米，但制作工艺复杂，耗时长，十分具有传承的价值。

在传统畲族生活中也作为女子定情的信物，是畲族女性精巧手艺的体现。

各地彩带设计手法一致，两边间接彩色或黑白条纹，中间设计字纹、花纹、符号纹

等纹样，蕴含着美好的寓意及文化内涵，织带呈长条形，两头留有丝穗。其中罗源式除

了围有以红白相间的条纹织带，另还配有蓝底白碎花纹图案，两端留有花边穗，将两个腰带

交叉围扎垂于身后，摆动的流苏象征着凤凰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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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凤凰装的下装

（1）裙装

长裙多为畲族女性在结婚时穿着，均以黑色素面，腰间打褶，长度过脚背，分筒式

和围式两种样式，都穿于衣内，显示婚礼时女性着装的庄重及典雅。也有长及膝盖的短

裙，蓝色裙头，两边带耳，裙身左右对称各打一褶皱，下摆用五色彩线做齿牙状装饰边。

（2）裤装

清代以前对畲族女性着装的描述多是“女子无裤”“勿裤勿袜”无穿裤子的习俗，

到了民国初年，畲族女性受汉族影响，改裙为裤，穿裤装。畲族女性裤装多长至小腿，都是

深裆阔腿、无门襟无口袋样式，不分前后裆， 宽裤头，差别在于分割线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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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绑腿

绑腿是畲族女性在过去时穿戴的独特的装饰，具有防护和保暖的作用，罗源、霞浦、

福安、景宁等地均有扎绑腿的习惯，不分季节，一律穿短裤，扎绑腿，穿长裤时也相同。

绑腿又叫脚绑或脚暖，有三角形和直角梯形两种结构设计，末端有红色璎珞和紫红色长襟，用

于固定于腿部。

8.凤凰装的木屐与布鞋

（1)木屐

古代畲民以劳作为主，都打绑腿，穿草鞋或木屐。木屐由底部两块长方块木板高起，

呈桥状造型，鞋带是人字形，内是麻绳，外以蓝色粗布条缠绕。钉鞋则为雨天穿着，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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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为黑色布制，鞋底为铁制，底面有各种形状的钉子。

(2)布鞋

花鞋只在结婚、重大节日场合或者作为寿鞋穿着。畲族女鞋为布底方头青色鞋面，

鞋口有花线点缀，鞋头折一条中脊，俗称“单鼻鞋”，鞋面绣花鞋头以方头型和尖凸型

为主，鞋头中间用红布做鼻梁，系红缨，刺绣花纹，左右对称，鞋口用红色或白色做边

条。福安女性多穿单鼻“虎牙鞋”，鞋头高耸，用五色线绣虎牙花纹。

三、凤凰装色彩特征

1.色彩运用

（1）服饰主色

畲族凤凰装的日常装与盛装均以黑色、藏青为主要服饰色彩。畲族服饰崇尚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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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与畲族历史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畲族为躲避苛政赋税不断迁徙，常年生活在深

山密林里，生活纯朴。并且勤劳聪明的畲族人民同时善于利用自然条件，提取出植物的

汁液作为染料，于是逐渐形成了该民族崇尚黑色的服饰特色。

（2）服饰纹样色

凤凰装的纹样主要以大红色、橙色、玫红色、绿色等较为艳丽的对比色彩进行装饰

设计，这也应证了古籍中所记载的畲族服饰“五彩斑斓”的特色。

红色是畲族服饰纹样中的使用最多的色彩，是畲族对神圣的崇敬的象征。畲族深受

宗教文化影响，为求神庇佑，红色便成为民族服饰色彩的特征。如景宁的红色拦腰头，

红色花边衫装饰，罗源霞浦福安的红色头绳发饰等都以红色为主，体现了红色在畲族服

饰色彩中的重要地位。红色不仅象征着崇敬，在民族传统文化中红色同时也代表着吉祥

的寓意，而绿色代表着草地，蓝色代表着天空，都是畲族女性热爱畲族自然生活的的一

种情感寄托。

2.色彩搭配

畲族传统凤凰装服饰色彩搭配形式丰富，由于畲族各地分布较广，受不同居住环境以

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畲族各地服饰色彩搭配形式不一。其中以福建罗源凤凰装纹饰

色彩最为丰富，玫红色的字纹，大红与白色相间的嵌条装饰，间以浅绿、浅粉为底的柳条

形花边，以及几何折线纹样遍布衣身。霞浦、福安凤凰装色彩特色为在领口、袖口、围腰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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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镶滚红、黄、绿等色相间的彩条，色彩层次鲜明夺目。而浙江景宁凤凰装较为简单，

只以红蓝两色做彩条装饰。

通过整合提取出的畲族各地凤凰装服饰色彩，得出其主要搭配特征以单色和多色的

对比为主。虽然各地服饰色彩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整体上都以黑色为底色，在衣襟处、

袖口、围腰上都绣有以红色和玫红色为主的装饰纹样。

四、凤凰装纹样特征

1.纹样主题

畲族凤凰装有着独特的纹样设计，自由的创作体现了畲族女性的勤劳质朴和心灵手

巧，她们的设计不受任何限制，题材广泛，构图独特，以线描式设计，把握对象主体特

征，勾勒出整体的形象轮廓，旨在表达内心对自然和民族热爱之情。

（1)自然纹样

凤凰装的取材主要来源于自然生活，多以动物、花朵、植物为主题，有蝴蝶纹、鱼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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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纹、牡丹纹等，霞浦和罗源地区纹样装饰最为丰富。其中鱼纹是畲族纹样中具有生殖

寓意的纹样，鱼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多设计在围腰上围在女性腰部，直接地表达了对女

性生育后代的祝福。植物纹样中的卷草纹多设计成连续纹样用于装饰纹样边缘，遍布上衣

的领部、衣襟、袖口以及围腰上。

(2)图腾纹样

畲族凤凰装的纹样在图腾崇拜上表现的非常明显，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在服饰中设

计纹样装饰，就起源于对图腾的崇拜。凤凰是吉祥的象征，凤凰装一词的部分含义也来

源于此，寄托着畲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凤鸟纹样在凤凰装中的使用并不少

见，几乎每款上衣、围腰上都有不同造型的凤凰纹样，其中以“凤朝牡丹”样式居多，

形象生动。

(3)文字符号纹样

畲族凤凰装中的织带是畲族最有特色手工艺品，蕴含着丰富的美好寓意。织带是由

多股线经过上下穿插编织出的，花带分三行，中间主纹样多以黑色为主的字纹、几何纹、

符号纹等多种纹样，造型多呈斜状，两边则由红、白、黄、绿等色彩丰富的经线间隔排

列构成，或间隔设计米粒状黑色花朵纹，织带的两头留有未编完的丝线形成流苏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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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纹样表现形式

畲族凤凰装的服饰特色元素主要体现在服装的纹样的装饰手法上，包括组合纹样装

饰、镶边装饰、花边装饰等。

（1)组合纹样装饰

畲族服饰纹样主要装饰在领部、门襟、围腰处，以门襟的装饰纹样为整体纹样的装饰

中心，各个部位相互呼应。霞浦式凤衣的门襟处的纹样装饰最为丰富，根据穿着场合的重要性，

其纹样可分为一行、两行、三行，每行由凤纹、花草纹、建筑纹等多种纹样题材共同组

合而成，不在于突出主题，而是以花中藏花，或各种题材纹样通过增减手法相结合的较

为自由的满花形式的构图方法，纹样之间构图均衡，以对称或单独纹样形式排列，虚实

结合，联系紧密，各行之间则通过彩边和折线纹隔断，内容丰富，具有层次感。

畲族组合纹样的另一表现形式为对称的布局，以凤凰装的领部最为明显常绣双囍字纹、

花朵纹、双龙戏珠纹样，以及在围腰处和衣襟处布局双凤朝牡丹，寓意吉祥，对凤凰纹样

的刻画简洁明了，以线条形式表现生动形象。成双对称形式的纹样构图手法，不强调主

题，适应服装的整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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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角隅纹样

畲族纹样在服装中的表现形式以福安衣襟处的角隅形纹样最具特色，传说中是先帝

赐给三公主的印绶，印在上衣的右襟开合处，只有在女性的服饰上出现，是女性勤劳质

朴、坚强忠贞品德的象征，是畲族人民对女性对家庭无私奉献的赞美及崇拜。角隅内纹

样主要是各种花卉图案，有梅花、兰花、菊花等，造型上采用线条式的手法，只取形态

主要的特征加以设计，使纹样的形态更有动感，向外做彩边和犬牙纹样。

(3)花边纹样

凤凰装的花边式装饰手法在部分畲族地区使用，因此，凤衣也被称为花边衫。如景

宁云和式凤衣，其门襟成厂字形，排列装饰黄、绿、红宽窄不一的花边，并在各花边上

装饰线迹，具有装饰效果。罗源式凤衣花边则围绕领襟装饰设计，形似柳条形，与红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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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间的镶边有层次地排列。该地区畲族服饰的花边装饰分布面积最大，不仅装饰在前后

衣片，袖口、围腰、裤脚口也绣上相应的花边纹样。

(4)边饰纹样

畲族凤凰装的镶边装饰特点在于它通常在深黑或蓝色的底布上镶红、黄、绿、蓝等

色彩艳丽的彩布边，对比强烈。主要装饰在衣襟边缘处及围腰的纹样边缘处，起强调及

隔断的装饰作用。

五、凤凰装材质特征

畲族传统凤凰装多以麻料为主，其次还有棉布和丝绸。畲族人民以农耕生产为主，种植

苎麻，自织麻布，服饰则多采用自己纺织的苎布制成。后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多使用棉

布制作，不过劳作服装仍然以苎麻布为主。其中苎麻布又分为粗麻和细麻两种，粗麻制

的服装多为劳作时穿着，细麻相对布质柔软，用于制作日常装及节日服饰。其苎麻制作的

服饰具有经久耐穿的优点，但受棉布、化纤等服饰材质的普及，传统苎麻布受到冲击，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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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手艺人也日渐减少。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了解了畲族男子、女子和童装服饰款式特征，掌握了畲族服饰款式类型，

重点学习了畲族凤凰装的特点。通过畬族服饰的款式特征的分析和欣赏，培养学生的审

美意识和收集与利用资讯的能力。

二、作业布置与实训（8 课时）

1.实训项目任务：

收集畬族传统服饰图片不低于 10张，以畲族服饰为原型创新设计 4 款时尚女上装。

2.实训项目要求：

（1）运用电脑绘图软件（PS、CorelDRAW或 AI）在同一页面绘制正、背面彩色平

面款式图；

（2）设计元素应用得当，民族特色明显，创意拓展恰当自然，符合服装类别特征，

新颖独特，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3）页面设置 A4 大小，构图合理。

三、教学反馈和调整

1.通过云课堂检查课后作业，了解学员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巩固教学效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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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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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反思

采用讲解法、案例法、启发法与小组讨论等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

诱发学员的强大的设计能力与动手能力。使学员对畲族服装款式特点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采用了服装实物让学生进行实际的观察，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实物结构分析，增加

学员的思维灵活性。根据学员反馈情况，应针对不同的学员基础，将作业要求分层布置。

重点扩大各专业视野，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和使命感。提升学生对优秀民族文化、传统

美德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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