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４卷　第５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５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ｃｔ．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０４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１３ＹＪＣ７２００４９）；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ＱＮ２０１２５７）
［作者简介］果霖（１９８６—），男，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农业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民族艺术。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１０－０３

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的符号价值

果霖１，宋文娟２，张天会１，徐人平３

（１．云南农业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２．西南林业大学 机械与交通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３．昆明理工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３）

［摘　要］傣族服饰的色彩是一种可以传递信息的符号，具有表明归属与扮演角色的社会价值、代表图腾
与驱邪祈佑的心理价值、崇拜自然与表现审美的视觉价值，是规范社会、满足心理、美化视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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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本身并无善恶贵贱之分，经过民族意识的
投射之后，便被赋予了某种意义［１］，成为一种语言，

成为一种符号，具有了鲜明的社会文化价值。服饰

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色彩表达最直接和最广泛

的媒介。傣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南部和西部的热

带及亚热带地区，属壮侗语族，因其生活在气候温

热、山林茂密、物产丰富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一系

列色彩迥然的服装服饰风格。与现代服饰中运用的

流行色不同，傣族服饰多运用高纯度色彩进行对比、

搭配，如以黑色为基调搭配五彩色、黑白对比、红绿

搭配等，这些都是经过民族意识加工，作为一种民族

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是历史文化、社会需要与心理

需求共同积淀的结果，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云南民族服饰独特且重要的一支，傣族服饰的

色彩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视觉语言，是一种能够传递

信息的符号。这种符号具有表明归属与扮演角色、

代表图腾与驱邪祈佑、崇拜自然与表现审美的价值，

它不仅是傣族人民的徽记，更规范了傣族人民的社

会秩序，强化了傣族人民的集体意识。

　　一、表明归属与扮演角色的社会

价值

　　色彩语言是人类社会中作为信息传递手段的色

彩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２］。色彩作为语言可感知

的表层结构或物质外壳，是色彩语言的形式，语言作

为色彩蕴含的深层结构或意义内核是色彩语言的内

容，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就构成了符号。傣族服饰的

色彩语言产生于社会，是在社会的物质需要与精神

需要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并伴随各种社会需要沉

浮兴衰。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的意义也只有在社会文

化的背景下才能形成。同时，傣族服饰的色彩语言

又作用于社会，具有规范社会、满足心理、美化视觉

的符号价值。

在社会交往领域，傣族服饰的色彩语言作为一

种信息符号，具有表明个体的族群支系、社会地位以

及婚姻状况的价值。这种服饰色彩符号的传递，对

于维持傣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乃至婚姻习俗，

进而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着重要

作用。［２］

１．表明族群支系
在傣族聚集区，一定的色彩或色彩组合与一定

的服饰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表明个体属于哪个族群

支系。古代早有以“白衣”、“白夷”等称的傣族先

民，如今的白傣、黑傣、花腰傣等都是以服饰色彩表

明不同支系的，其下又细分多个小支系。如居住于

红河流域的花腰傣又有多个支系，其中傣雅人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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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色为基调，头饰选用红条花布，腰间、裙边绣有

五色花边，以黑色长方形布套裹腿，脚穿黑色或红色

带绊布鞋；傣洒服饰则以绿色为主体色，在袖口、衣

摆等边缘处选用红、绿、紫、黄等绸缎拼接缝制，下穿

黑色筒裙，以白色或彩色布套裹腿，仅穿红色布鞋。

在德宏傣族地区，穿着蓝衣黑裙的是“傣欢”，着白

衣黑裙的是“傣放”，而着浅衣花裙的是“傣卯”等。

２．表明社会地位
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傣族服饰的色彩直

接反映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尊卑，其中，多以金

银色、五彩色系表明贵族身份。

五代十国时期的西双版纳傣族，以金银色服饰

代表不同等级。贵族称为“孟”，孟服专用绸缎，其

女子筒裙可织三道以上的金色环圈，绣金色龙凤；次

为“翁”，专用细布，其女性筒裙可织一至两道的银

色环圈，绣银色星纹图案；其他等级用粗布，女性筒

裙只可织一道彩圈。［３］唐代的德宏傣族，妇女“贵者

以锦绣为筒裙”，明代“贵者以金花金螺饰之”；近

代，贵族妇女在庆典上凤冠霞披，粉红绸衣，套红绸

袖套，黑缎滚边，金线绣花，裙以红、黄、绿等色绸缎

缝制，边绣金花，鞋以红、青缎绣制，这些服饰色彩的

繁华，都表明了个体的权势和地位。而贵族服饰的

代表，当属有“贵族服装”之称的花腰傣服饰［４］。花

腰傣是生活在玉溪市境内的元江、东峨、新平、戛洒

的一个傣族支系，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两山出土的文

物、民间传说以及现存的民族生活形态，综合来看，

元江、新平的花腰傣是古滇国主体民族越人的后裔，

具有皇室血统。［５］其人数不多，但与同样生活在热

坝、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傣族人的服饰相比，花腰

傣服饰色彩华美艳丽：绸缎为料，刺绣精美，五彩锦

带束腰，银泡琳琅满目。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贵

族身份和等级制度早已淡出历史，但具有古滇国遗

风的花腰傣服饰却传承了下来，只是如此华美的服

饰不适宜劳作，如今成为了祭祀、节日活动的盛装。

３．表明婚姻状况
傣族服饰的色彩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下也有

着很多规矩和变化，服饰根据不同的人群，依据多彩

与活泼、单一与庄重等视觉效果，规范人们的社会角

色，不同的色彩搭配还用来表明不同的年龄及婚姻

状况。例如：德宏傣族妇女一生可分为四个年龄段：

１３岁以下，着白衫黑裤，绿腰带；１５岁左右，着白衫
黑裤，加黑底绣花围腰和腰带；已婚中青年妇女，着

蓝衣黑裙或白衣黑裙，不系围腰、腰带，用白布或黑

布包头；老年妇女，一律黑衣黑裙黑包头。红河沿岸

的傣族妇女则着黑布包头、黑蓝色筒裙、黑色无领上

衣，袖口镶花边花绸，婚前镶红色，婚后则镶绿色或

者蓝色，从这些服饰色彩上人们可以分辨出某个傣

族妇女的婚姻状况。

　　二、代表图腾与驱邪祈佑的心理

价值

　　图腾是原始人类在险恶环境中生活、生产受到
自然界巨大威胁而心生敬畏和人类对自然物存在及

自身繁衍等无法理解时所幻化出来的崇拜物［２］，图

腾的产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古代原始人类对

强大的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对自身的生老病死也感

到神秘莫测，在大自然的挤压下，必然会产生强烈的

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进而寻求某种精神保护和精神

支柱，这就产生了驱邪祈佑的心理需求。人类用图

腾来表达“驱邪祈佑”的心理需求，如避寒暑、避风

雨、避兽虫、避敌袭击等，即是驱除鬼怪邪气，祈求各

种神灵护佑，并试图操纵强大的自然力，使之服从自

己的意志。色彩本来是寓于图腾之中的，而当色彩

被抽象出来应用在服饰上并能独立表达驱邪祈佑的

意义时，就形成了服饰的色彩语言，具有了符号的价

值，这就是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的心理价值。

傣族图腾有蛇、孔雀、象等，因此服饰的主体色

彩多用青、黑、五彩、白等颜色。例如，白傣尚白，头

饰、衣装皆为白色，代表其图腾白象、白牛、白虎、白

塔等，以白为瑞；黑傣则尚青黑，男女全身或黑或蓝，

代表其图腾蛇；红河、元江一带的花腰傣的傣雅人也

以黑色作为服饰的主要颜色，并以五彩色进行装饰，

表示其图腾为蛇、孔雀。

１．以青黑为祈佑色
傣族的祖先是龙，世世代代都是龙，傣族服饰中

崇尚青黑色，以青黑色为祈佑色即与青蛇（龙）图腾

有关。传说古时候第三代召勐法童年老时躲避到山

洞吃蛇药，原说七天七夜可返老还童，结果只修得人

身蛇尾，化为地方神保护族人。然而，当青黑色被抽

象出来应用在傣族服饰上时，青蛇图腾的驱邪祈佑

作用就让渡给了色彩。德宏等地旱傣老年妇女的包

头、上衣、筒裙都是青黑色，老年男子的帽、衣、裤子

也为青黑色，已婚妇女着黑包头、黑筒裙，未婚女子

着黑围裙、黑裤子；元江傣泐妇女着青或蓝色长衣、

蓝长裤、青布包头，傣雅妇女着青蓝或绿色内褂、青

蓝短衣，着三条青色土布围裙、青布绑腿、青布包头。

２．以五彩色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傣族社会中，关于孔雀和孔雀舞的故事流传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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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远，传说楠木诺娜（孔雀公主）自奉孔雀为图腾。

傣族则俗以孔雀为吉祥、幸福的象征，从不伤害，多

家养。孔雀舞至今仍盛行，跳孔雀舞时需要戴菩萨

似的面具，身穿模仿孔雀翅膀做成的衣服。因而，孔

雀的五彩装饰在服饰中应用甚广，尤其是“花腰

傣”，其得名就是傣族人在裙边、衣袖边装饰五彩条

布，又以彩带束腰，从而将孔雀图腾的祈佑作用让渡

给了色彩，用五彩色代表图腾，表达对美满生活的

向往。

３．色彩结合图腾形象驱邪祈佑
傣雅妇女常着圆领短褂内衣，下摆绣饰一排白

色的尖塔图案。这是传说古代有妖怪侮辱傣雅妇

女，被一位天神用白色尖塔镇住，后来只要姑娘喊

“我有尖塔”，妖怪就不敢动了。于是她们就将白色

尖塔绣在衣服上，塔尖直对下巴，表示准备喊“我有

尖塔”来镇妖。这是用图腾形象与色彩共同来驱邪

祈佑的典型。

　　三、崇拜自然与表现审美的视觉

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精
神文化生活便成为人们十分重要的需求。少数民族

的审美意识多是在对世界的直觉认识之基础上形成

的，而大自然是傣族原始崇拜的主要对象，傣家人从

自然物的色彩中发现了自然物蕴藏的美，并把这些

视觉美感幻化，作为色彩表达的主要依据，进而应用

在服装服饰上。因此，傣族服饰色彩语言是在“表

明社会归属”、“代表图腾”的基础上，结合“自然崇

拜”，再依据与遵循色彩构成的形式美法则而表现

出来的，这是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的视觉价值。

１．红绿和谐
傣族人民生活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大自然

是傣家人原始崇拜的对象之一，而“红花绿叶”则是

大自然中最具代表性的色彩符号。那么，服装服饰

作为傣族人民表情达意的主要载体，尤其对于红河

流域的傣家人来说，自然是要用到红色与绿色。

“红配绿”在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中是典型的“艳俗”，

而在傣雅、傣卡、傣洒等傣族支系的服饰中，却是以

黑色作为底色进行衬托，将红色系与绿色系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并以五彩色进行点缀。它看起来是那

么的和谐、统一，没有丝毫的刺眼，反而搭配出了朴

实与华美。

２．黑白对比
傣族对自然崇拜的另一色彩表达还表现在“以

黑白论天地”，即以黑、白为心目中的天、地之色。

“天白地黑，黑白对立，相生相克，于是生神生人生

万物”，是傣族尚白崇黑的依据。从表现审美的角

度来说，在国际通用的色标体系中，表示明度的垂直

轴底是黑色，轴顶则为白色［６］，一黑一白，用强烈的

明暗对比打破了白色的单调和死板，同时又凸显白

色，使其更加明净与纯洁。白与黑在傣族服饰中的

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色彩表现，如

傣族上衣多白而下装多黑，或是以黑色为基色，与大

面积的白色银泡搭配；二是间接的色彩表现，如傣族

妇女衣裙多运用归于红色系但又是不同属性的红

色，即在红色中不同程度地掺入原崇拜的黑、白色，

在带状行间以各种明度的红色进行对比，以形成对

比中的统一。这种服饰色彩的选择与搭配，旨在崇

拜自然的同时表达审美，是服饰色彩语言从物质符

号向精神符号升华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结语

傣族服饰是云南民族服饰的重要一支，服饰色

彩的运用更是独特且多样，并具有丰富的象征涵义，

是传递信息的符号。傣族服饰色彩语言具有表明归

属与扮演角色的社会价值，代表图腾与驱邪祈佑的

心理价值以及崇拜自然与表现审美的视觉价值，这

三种符号价值相互衬托、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社会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规范社会、满足心理、美化

视觉的视觉语言，是顺应时代需要的视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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