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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到符号 
— — 花腰傣服饰特征分新 
From function to symbol 

— AnaIysiS of Huayao Dai costumes’feature 

口胡瑞波，徐人平，索听煜，王坤茜，刘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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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腰傣服饰具有御寒保暖、方便生活和装饰美化的功能，其整体 

效果最能凸显花腰傣服饰的视觉魅力。就局部特征而言，其左短右长的裙 

子、斜戴的帽子、小巧的秧罗、精美的腰带，具有方便行走、防雨遮阳、盛装 

物品、保暖装饰的功能。花腰傣服饰在长期发展中因融入了民间传说和爱 

情故事而逐步演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成为民族区分、爱情象征、年龄 

标识的外在表征，表达了花腰傣人民对本民族的热爱、对爱情的忠贞和对 

生活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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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腰傣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古代的滇越、 

百越等族群的一支就是花腰傣早期的先民。花 

腰傣人民崇拜 自然，信奉万物有灵。古老深邃、 

自然和谐的稻作文化，底蕴深厚、特征鲜明的文 

学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民族风情，是花腰 

傣文化的主要构成。被喻为“东方情人节”的花 

街节、成人仪礼、婚姻习俗以及古老的古堡式土 

掌房、文身染齿、纺织刺绣与服饰等，使花腰傣文 

化充满无穷魅力。_1 花腰傣服饰历经干百年来的 

历史迁变和文化沉淀，形成 了其独特的文化模 

式。这些文化模式在形成过程中最初是为了满 

足功能的需求，而在满足基本功能之后，人们在 

使用过程中又附会了一些神话故事、爱情故事、 

民间传说等。这些故事传说表达了花腰傣人民 

对民族的热爱、对爱情的忠贞、对事业的执着，从 

而也赋予花腰傣服饰特殊的含义，使其由功能向 

符号化方向发展。 

当今社会对于符号学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其 

范围已拓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艾柯认为， 

“人是符号的动物，服饰是人们来完成某种信息 

传达的符号工具。服饰拥有双重身份，它既是实 

体，又是某种符号，是传达某种特定信息的媒介 

和载体”o[2 3花腰傣服饰独特的记录形式与华丽 

的表现手法，充分体现了花腰傣独特的审美观念 

与民俗传统，具有丰富的符号学意蕴。 

一

、花腰傣服饰的整体效果与符号化特征● 

从造型上看，花腰傣服饰的表现对象不在局 

部而在整体。如图1所示，从整体上看，黑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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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腰傣服饰的基调，从上到下大体由自织的黑色 

土布组成，从质地和颜色上看去，显得极淳厚朴 

素、柔和内敛，给人亲切之感。这种形式、质地和 

颜色的服饰，给人一种深沉凝重、含蓄蕴藉之美， 

使人领略到东方式的静穆崇高、神秘朦胧之美。 

这种黑色更有一种空间感和深度感，让人产生一 

种能吸收和包容一切的感觉。 

图1 花腰傣服饰整体效果图 

当然，仅有黑色使服装看上去未免太过于凝 

重和呆板。于是，花腰傣又千方百计地打破黑色 
“

一

统天下”的局面，各种亮丽醒目的装饰色跃然 

而上，点缀在黑色衣服、裙子及头饰的边边角角， 

尤以红色分外夺目。整套服饰从上到下、从前到 

后处处用红色妆点。最为醒目的有3处：一处是 

头帕上，一条鲜红缨穗垂在头两边际：一处是两 

支袖口上各镶有三寸左右的红色绸缎，与黑色长 

袖相衔接：还有一处是裙子下部镶有略宽于袖口 

的红色绸缎，与黑色裙身相衔接。这三大块红色 

的嵌入使整个局面起了很大变化，在原本十分古 

朴、厚重的色调上增添了不少典雅与变幻。 此 

外，服饰中还加载其他的颜色作为点缀。这样， 

从整体上看，该服饰从上往下便形成了较强的层 

次感和节奏感，仿佛音乐的韵律美感。 

在装饰图案方面，花腰傣服饰承载了本民族 

独特的文化，其图案是记载本民族历史、区分族 

内支系、反映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符号。 

这些图案纹样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三角形齿 

状的图案看上去像傣族世世代代居住的高山峡 

谷，菱形图案意味着傣族人血脉相连、团结和睦， 

鱼形图案则代表着吉祥寓意等。在造型方面，不 

同的花腰傣支系其服饰造型是不一样的。如居 

住在沙漠地区的傣雅妇女，多头戴竹制的尖冒或 

边缘上翘的鸡棕帽，裙绣五色花边，腰带小秧罗， 

具有极强的符号化特征。 

二、花腰傣服饰的功能与符号化特征—一  

1．高低错落的服饰 

花腰傣女性装饰大体可以分为3个部分：服 

饰、首饰以及人体装饰。其中服饰主要包括上 

衣、筒裙2部分：上衣短小，一般为 2件，一件为 

贴身的内衣，另一件为无钮外衣。内衣为圆型小 

立领，左衽、无袖，仅长及腹部，领边及下摆边沿 

都缀有宽窄不一的一排晶莹闪亮的细银泡，银泡 

中间还缀有银穗。外衣无领无钮，比内衣短，仅 

仅遮住胸部，襟边和下摆边镶一条彩条或刺绣花 

饰，有的襟部也嵌上细银泡及银穗：袖细长及腕， 

袖的下半截镶嵌着红、黄、绿、白等色的彩布或彩 

色丝线绣饰。由于上衣比较短，腰部常常外露， 

故而用一条较宽的彩带缠腰，既可系裙，又可束 

腰，“花腰傣”之称由此而来。 由于花腰傣服饰 

中裤、裙一体，上半截呈筒状，故其裙子亦可称筒 

裙。花腰傣服饰原是贵族服饰，妇女在行走的时 

候总是用右手提着裙子，以方便行走。后来，人 

们将这种服饰设计成左短右长的形式，这样既方 

便了行走，又打破了以往服饰的僵硬模式，使服 

饰兼具实用和审美两方面功能。 

花腰傣服饰不仅款式多样，而且服饰搭配与 

穿着方式自由、灵活，但也要遵循一些基本的规 

则，如裙子左短右长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 

看到这种独特造型的服饰就知道是花腰傣的服 

饰，这是花腰傣服饰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符号 

意义，也正是其从功能演变到符号的文化特性。 

2．斜戴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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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腰傣妇女出门，无论是赶集还是劳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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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总是斜顶着一顶与众不同的笠帽。由于其形 

状特别——没有帽身及帽沿，成碟状往上翘—— 

而无法“戴”或“顶”，似乎是斜“架”在头上。花 

腰傣的帽子虽然也具有防雨遮阳的实用功能，但 

更多的是它的装饰功能。这项小小笠帽，由于形 

与戴的方法的变异，帽子的功用发生了质态变 

化，进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 另一种 

说法认为花腰傣服饰是贵族服饰，贵族女子斜戴 

这种帽子可以遮挡其美丽的容颜 ，以此来保持其 

贵族的矜持。可见，花腰傣服饰中的帽子最初是 

基于实用的需求而产生的。 

傣雅斗笠(见图2)在其服饰中占有重要地 

位。据傣雅传说 j，傣雅斗笠象征圆满幸福的爱 

情，因此花腰傣妇女都有戴鸡棕斗笠的习惯。斗 

笠最初也以避雨、遮阳或遮面之实用功能为主 ， 

图2 花腰傣的斗笠及秧罗效果图 

后发展成为爱情与婚姻的象征，经历了从功能到 

符号的转变过程。 

3．小巧的秧罗 

花腰傣妇女们在平时劳动gn#l"出时总喜欢 

在腰部挂一个小巧的秧罗(见图2)。其造型大 

致为圆柱形态，圆口微开，中间有所收缩，底部略 

宽为方形，用竹子编制而成 ，高约 18～22 om。 

秧罗既可以装随身物品，又可起装饰效果。可见 

秧罗产生的最初形态也是为了满足实用需求。 

根据花腰傣民间传说 J，花腰傣青年男女吃 

秧罗饭是表达爱情的方式。在花腰傣的重要节 

日花街节中，女性向男性送秧罗饭便是表达爱 

情。秧罗由最初的实用功能和装饰美化功能发 

展成为了爱情的象征。 

4．精美的腰带 

花腰傣织锦中最有名的是花腰带(见图3)。 

花腰带分为大带、宽带、细带3种，所织的花纹种 

类繁多，色彩绚丽，条纹清晰，层次分明。花腰带 

宽约3～7 cm，长 1 O～1 5 m不等，选用赤、橙、 

黄、绿、青、蓝、紫七彩花线织成，这些装饰性颜色 

可让人们联想到大自然中的天空、太阳、彩虹、土 

地、植物和花腰傣居住的哀牢山及其周围的梯 

田、江河等。花腰带的图案以流水形状为主，间 

织有荔枝花纹、香蕉花纹、凤尾竹叶等图案。精 

致美丽的花腰带是花腰傣织锦中最为亮丽的部 

分，也是花腰傣得名的来源。它像一条美丽的彩 

虹，寄托着这个古老民族对丰衣足食、和平安康 

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德宏傣族妇女一生可以分为4个年龄阶段： 
一 是“小人”(幼女 )阶段 ，1 3岁以下，着 白衫黑 

图3 花腰僚腰带的效果图 

薯 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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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盘发束清、绿带；二是“卜少”(少女)阶段，15 

岁左右，着白衫黑裤，加黑底绣花围腰和腰带，盘 

辫系红带；三是“毕朗”(已婚中年妇女)阶段，着 

蓝衣黑裙或白衣黑袜，不系围腰或腰带，用白布 

或黑布包头；四是“米Ⅱ巴”(老年妇女)阶段，一律 

黑衣黑裙黑包头。 所以，仅从衣着即可判别出 

傣族妇女的年龄段及其婚姻状况。花腰带最初 

也是为满足其实用功能而产生的。因为傣族姑 

娘喜欢穿筒裙，如果不系腰带，就不易保暖。在 

后来的发展历史中，花腰带逐渐成为了傣族女子 

各个年龄阶段的象征符号。 

四、结语 

花腰傣服饰具有御寒保暖、方便生活和装饰 

美化功能，其整体效果最能凸显花腰傣服饰的视 

觉魅力：大面积黑色的使用，中间穿插的红色及 

其他颜色，构成了花腰傣服饰的特色。花腰傣的 

裙子左短右长，具有方便行走和美化的功能，其 

造型自由、灵活，边菱有彩条，有着鲜明的民族符 

号特征；花腰傣人斜戴的帽子具有保暖、防雨、遮 

日或遮面及服饰的作用，经符号化演变成为爱情 

幸福美满的象征：花腰傣的秧罗具有装纳物品和 

美化装饰的功能，并成为表达爱情的物件：花腰 

傣的花腰带具有束腰和装饰美化功能，其符号化 

意义一是对丰衣足食、和平安康与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憧憬，二是代表不同群体的年龄段。 

总之，从功能到符号的演变在花腰傣服饰中 

是普遍存在的，研究挖掘花腰傣服饰的文化内 

涵，对于开发和保护花腰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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