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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素有“民族活化石”之称，源自殷商时期，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

之一。本书以精美的图片和生动的文字，多方位展现了羌族服饰的特

征、文化内涵、纹样研究、手工技艺和服饰文化发展路径等内容，具

有阅读欣赏、研究及收藏价值。打开本书，您将看到羌族人民极富诗

意的艺术创造才情，他们对民族图腾的信仰，对大自然的崇敬以及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书主体分为“羌族服饰稽古”、“羌族服饰今探”、“羌族服饰拾零”、“羌

族服饰与人生礼仪”、“羌族服饰之花——羌绣”等五部分，按地区

分布顺序，以时间为线索，用严谨有据的文字和 500 余幅精美图片，

将灿若繁花的羌族服饰展现在读者面前，与您一起领略羊皮褂、百褶

裙、云云鞋等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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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图2、图3、图5  针线包由银制品演变为

布包，布包外绣有精美的图案

图4  羌族女子腰间必备的配饰——口弦和针线

包，既实用又有装饰作用

图6 理县桃坪乡羌族青年妇女吊饰

图7、图8 茂县羌族青年妇女的云肩及其局部

四方四合云纹装饰的云肩是汉族女性传统配饰，

与喜爱云朵纹的羌族文化不谋而合，在羌族女

性的再创造之下产生了新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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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羌族男女不同的头饰

上排三种头帕上的图案为羌族传统的图案，十

字绣与挑花兼用，是年轻姑娘喜爱的一种头饰。

下排左边的头饰，在白色头帕外面裹了一层蓝

色头帕，戴白色头帕意为戴孝，羌人为纪念死

去的亲人，要头裹白色帕子三年。外层蓝色头

帕可在天冷时拉下来遮风，起防寒的作用。下

排中、右两幅图为茂县黑虎乡等地男子裹的“坨

坨帕”。虽然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头帕样式

不同，但为了方便劳动，羌族人都有裹头帕的

习 惯。

图2 羌族妇女上衣上的云纹图案

图3 羌族妇女上衣上的八瓣花图案

羌绣中常见的花朵图案有八瓣花、牡丹、梅花、

桃花、羊角花等，聪明的羌人在这些花的基础

上进行变形，将吉祥的祝福寓于其中。在色彩

上，羌人喜用红、黄、白、蓝等明亮的色彩刺

绣花纹，这些色彩艳丽、耀眼，绣出的图案高

度概括，富有想象力、延伸力，不仅是羌人信

仰的一种体现，也是羌绣的特色之一。

图4 羌族男女在欢庆时饮青稞酒，跳萨朗舞

图5 衣服上的配饰

银质针线包、羌绣针线包和香包。

后页图 茂县三龙乡河心坝寨羌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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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

羌族服饰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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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羌族女式腰带上的挑花羌绣
图2  北川县羌族妇女围腰上的羌绣图案

图3  茂县永和乡羌族男式腰带上的挑花羌绣
图4  理县桃坪羌族妇女腰带上的羌绣图案

在各寨的绣品中，似乎理县蒲溪乡蒲溪十寨的
挑绣围腰图案相对成熟，也更美一些。如在单独的
几何图案中，以“围城十八层”为典范，以层层交错
相围的小方形图案相拼合，又以白线相连、相界定，
外层配以不同形式的坠穗，及各类变形的花卉图案，
使整个绣面既整洁又富于变化。总之，羌绣有个特点，就是尚无定型的图案，
刺绣的工具也不够完善。虽然羌绣要遵循一些寨中
或部落共同遵守的规则，但因每个羌女皆能随手绣，
大抵随心所欲地绣出所喜爱的式样，故其技艺大有
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图案组织不合理、色彩搭
配不协调等现象时常出现。但是，其优点也正在于
此——创作者可尽量发挥作品的个性。也因此，我
们看到刺绣上的纹饰，常不知其为何物。大花，在
旧时羌绣中可能都是羊角花，如今变形后则难以指
认；长尾的鸟，可能是凤，也可能是锦鸡。在汶川
地震后，起初是为“生产自救”，后来是因旅游业的

大发展，各羌族聚居地都开起了刺绣训练班，技艺
较好的羌妇成了教员。这一举措，不但使羌绣得以
传承，且大大地促进了其发展。现在羌寨也出现了
不少新的图案，如“凤穿牡丹”等。这图案原来不是
没有，只是极不规范。如今不同了，经刺绣培训后，
凤凰不再是简单的线描，龙凤图案都很漂亮、成熟，
牡丹的图案也亮丽而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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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图案

羌族服饰之花——羌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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