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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服饰》课程调研报告

一、调研的目的与方法

（一）调研目的

传统瑶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瑶族服饰、瑶族挑花刺绣、瑶族民歌、瑶族

耍歌堂、瑶族长鼓舞等一大批国家非物资文化遗产。其中，瑶族传统服饰是瑶族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存环境、文化活动的生动写照，它们是瑶族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

表征之一。但因瑶族服饰的传统文化和多数其他民族的一样，也面临着如何很好的保持沿

袭的问题，因此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永远的传承和发展是我们当代青年一代义不容辞的责

任。

（二）调研内容

总所周知，瑶族主体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五省(区)的 130多

个县里，其中以广西为最多。瑶族村寨远离城镇集市，多建于近林靠水的高山地带。过去，

瑶族运输全靠人背马驮，交通条件艰险。在对外交流、经济发展方 面都比中原、沿海等

地落后，外来观念和文化冲击相对较小。课程建设是基于以瑶族主要聚居地湖南、广西地

区的代表性服饰进行调研，通过对现代瑶族服饰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对瑶族传统服饰形制

进行梳理，对瑶族服饰服饰惯制、款式、工艺、图案构成形式以及意蕴内涵的分析，以及

瑶族服装与服饰企业产业现状人才需求情况的多方面调研、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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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服饰艺术特点作整体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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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服

饰产业的重要性，瑶族服装与服饰高级技术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三）调研对象

（1）受访对象中的瑶族人群包括瑶族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体，地区以湖南永州江华

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主，人数共约 50 人。

（2）受访对象中瑶族服饰开发设计人员人数共约 31 人，涉及 16家企业，分布



在瑶族聚居所在省份广西、湖南、云南等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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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对象主要来自瑶族聚居所在省份（广西、湖南、云南）的职业院校，其中高职院

校 4所，中职学校 3所。

二、行业背景

（一）现状及特色

瑶族集聚地往往地处湘、粤、桂边境五岭余脉山区，瑶族作为当地最具民族特色的少

数民族。瑶族具有较强的文化特殊性，其瑶族风情万种，过山瑶、土瑶、平地瑶等风情更

为独特迷人。瑶族特色传统风情主要包括了瑶家迎亲、拜堂、耍歌堂、上刀山、长桌酒以

及饮酒歌等，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份，广大的瑶族同胞都载歌载舞庆丰年、颂盘王，同时也

相对吸引到了湘粤桂三省的数万瑶族同胞参加，更有美国、泰国、越南以及中国香港等国

家、地区的瑶族同胞云集贺州共度盘王节。

随着瑶族人民的不断迁移，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瑶族同胞都具有了各自的文化特

色，无论是在语言、礼教以及居室装饰上都有了一定的差异性。瑶族仍旧长期保持着

传统服饰的多样性，从服饰的色彩、图案以及工艺上都能展现瑶族的文化特色，鲜明

的色彩、古朴的图案以及精美的工艺技术是当前瑶族服饰的特色，其服饰中的部分元

素以及工艺一直流传至今。

瑶族服饰绚丽多彩，色彩斑斓，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及区域性特征，是瑶族传统文

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瑶族服饰的相关款式较为丰富多样，常见的就达到了六七

十种，其中，瑶族男子的衣服款式主要为黑布巾、对襟衣或者是交领衣、宽筒七八分

裤，并且瑶族男子的腰和小腿上通常都绑有扎布袋和脚绑。瑶族女子的服饰更为多样

化，通常喜欢圆领花边对襟，下着绣花长裤，腰间绑着绣花腰带、围裙以及脚绑。瑶

族女子喜欢蓄发盘髻， 同时也拥有琳琅满目的发饰，头饰千姿百态，包括平顶式、圆

筒式、银替式以及絮帽式等。瑶族妇女通常佩戴方形银钗、银牌、银链、手环、耳环、

珠串等银饰。男女装一般都是由青色土布制作，其中运用了刺绣、印染、织锦以及挑

花等工艺技术，将其服饰进行装饰，运用各种不同的图案，有动植物、山川河流、日

月天象以及民族图腾等，其来自于生活的图案能够将其服饰装扮得更为绚丽多姿。

（二）发展趋势



根据调研信息收集，预期未来瑶族服装与服饰发展将迎来新的空间与活力，因此也

将带来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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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瑶族青少年穿着瑶服的情况很不普遍，日常穿着服装也明显倾向

现代服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传统瑶族服饰文化对于当下瑶族的作用是积极的，

瑶族服饰能够彰显瑶族人民的以身份认知功能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且随着瑶民

年龄增大其坚持捍卫传统服饰文化的意愿也就越强烈，瑶族服饰的传承延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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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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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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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大小瑶

族服饰企业 近千家，从业人员近 20万人。创造截至 2017 年底，区域内少数民族服

装产值近 3亿元。

三、项目/课程/技艺人才培养规格需求

（一）行业、企业急需岗位

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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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服饰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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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瑶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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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服饰工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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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瑶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瑶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懂得工艺革新，能促进瑶族服饰产业化。

（三）行业、企业所需人才知识构成

1.瑶族服饰设计师

（1）瑶族民俗与历史文化知识；美学、工艺美术学原理与知识。

（2）瑶族上装、下装设计知识，服装与服饰创意设计知识。

（3）瑶族服饰材料开发和搭配应用知识。

2.瑶族服饰工艺师

（1）瑶族民俗与历史文化知识；美学、工艺美术学原理与知识。

（2）瑶族上装、下装制版知识；瑶族服饰制作与工艺知识。

（3）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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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服饰助理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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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瑶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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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服饰工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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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瑶族民俗与历史与文化，熟悉瑶族传统服饰特征与款式结构。

（3）懂得工艺革新，能促进瑶族服饰产业化。

四、关于瑶族服饰发展的思考

瑶族传统服饰展现了瑶族的文化特色， 具有较为鲜明的文化特点，融合了人民的生

活、思想以及精神世界，能够充分展现瑶族人民的文化认同。传统服饰充分体现了民族文

化的物质及精神传承，通过对瑶族传统服饰进行生产性保护，能够有效保留瑶族在文化传

承过程中的民族认同感，强调传统服饰体现的文化认同感，能够有效提高人们对瑶族传统



服饰以及文化的认知、理解、保护、继承与发展，必须依托政府资源制定合理性的生产性

保护政策，提高瑶族服饰文化与商业价值的有效融合，推而广之，以此来促进中华传统文

化的有效融合及传承。具体建议如下：

1、瑶族服饰在设计中可以把现代服饰的审美和现代服饰文化中一些时尚元素融入到

瑶族服饰的设计中，也可以采用鲜亮色彩和多样的面辅料， 以及再造面料、数码印染技

术或其他高科技技术在面料设计中的运用。

2、瑶族女性的服装比较保守传统，在设计款式时也可以有一定的曲线，但不要

太贴体，可以在设计裙装、裤装时避免太短。

3、女性的服饰具有更多的创作空间，男性的服饰普遍变化较少，但男性服饰的需

求其实是有很大空间，所以在设计中可以加一些花纹的装饰。男性的服饰多注重面料的

质地、颜色和板型，款式上长款的大衣也可作配色或多作些结构的变化，夏天则多采用

透气舒适的面料。

4、设计与市场相结合，从服饰的设计研发到生产、销售，都需要有一个比较顺畅的

渠道，如线上网络平台宣传、线下实体店等网络销售新形式， 做到真正的推广。

总体来说，瑶族服饰的设计一定不能脱离实际，既要体现民族风格，又要具有时尚

性，这样才能有市场，才能发展。瑶族服饰文化要很好地利用现有的机会，积极传承，

向更广阙的空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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