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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台湾原住民服饰及其纹样特征的研究不仅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有重要推动作用,也为现代服饰提供一

个新的设计角度。分析台湾阿美族服饰纹样的造型设计、色彩运用、纹样图案等方面的特点,为现代设计借鉴民族文化精

髓进行再创作提供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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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台湾约有53万原住民,占其总人口数的

2%,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族群主要

有阿美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赛夏族、泰雅族、排
湾族、雅美族、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
太鲁阁族、赛德克族、拉阿鲁哇族、趨族、卡那卡那富族

等16族。阿美族是众多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
主要分布在台湾东南部和东海岸,分布区域呈长条状,
主要集中在花莲和台东两县,学者一般又将其分为南、
北、中三群[1]。其中南部细分为卑南和恒春阿美族,中
部细分为秀姑峦溪及海岸阿美族,各个族群分支的服

饰特征有一些差异。阿美族是一个十分重视等级制度

的民族,并且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体现在他们的服饰

上,从他们的服饰上可以对他们在族群内的社会地位

有一定的认识。

1 阿美族服装形制

1.1 服装款式

阿美族服饰色彩活泼鲜艳,明快大方;服饰形制可

分为上装、下装和配件。
男上衣有对襟圆领上衣、对襟无领上衣。男上衣

可以无袖,也可以有袖,又分长上衣和短上衣。短上衣

长至腹部肚脐处;长上衣至臀部。下装没有裤,只有裙

和前遮片。男裙有单裙、后裙、流苏围裙,男子平时一

般只穿着前遮片,重要严肃的场合才穿着裙。
女上衣包括对襟半圆领长袖短上衣、对襟圆领长

袖短上衣。女上衣同男上衣一样,也分长短,但必须有

长袖;下装主要是裙,分为长裙和短裙,长裙至膝盖以

下、小腿中部以上,短裙至膝盖以上、大腿中部以下,穿

着裙时,着绑腿于小腿。
阿美族服装缝制方法并不复杂,多采用方形或长

条形的布块直接缝制而成,尽量避免裁剪。如男子对

襟无领无袖长上衣就是将两块长方形的布料沿长的一

边缝合,缝至大约中点处为止,这条缝线可认作后中

线,然后将布料对折成一个前敞的可披挂在肩膀上的

形式,再缝合左右侧缝,至腋下处为止,最后适当做一

些滚边,整件上衣就算完成了。裙装也是直接用长方

形的布料围裹在下半身而成。
1.2 服饰配件

阿美族男子与女子的配饰不完全一样,男子配件

主要有帽子、头巾、胸布、套袖、披肩、腰带、绑腿等;女
子所用配件主要有头巾、胸布、腰带、绑腿等。另外还

有霞披和配袋,男女均可以佩戴。霞披是直接源于汉

族服饰的一种服饰配件,只在舞蹈时穿着。
帽子是男性专用的配件。不仅佩戴场合决定阿美

族男子帽子的类型,他们的等级也决定着其帽子的装

饰华丽程度。等级越低的男子,所能佩戴的帽子越简

单,甚至不加装饰,仅仅是素色的藤帽或头巾;而等级

越高的男子,帽子就越华丽,比如他们用于舞蹈场合所

佩戴的帽子,可以说是最高级的一种,一般用鸟的长羽

倒插在帽顶,并用其他的红毛、织带、流苏等做繁杂的

编扎装饰。
槟榔袋又被称为“情人袋”,是阿美族人贴身携带

的配袋的一种。阿美族槟榔袋的造型有2种:一种是

花莲地区的以方形为主,用布条、织带、流苏等加以装

饰;另一种是台东地区的以船形为主,袋面上多以黑、
蓝、红等色线绣花,再用流苏装饰。同样,槟榔袋也是

阿美族人社会角色的象征,从袋子的款式和装饰华丽

程度可以区别他们的社会等级等。
1.3 服饰材料

阿美族服饰材料有树皮布、麻、藤、兽皮、兽骨、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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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贝壳、钱币等。树皮布是椰树皮、芭蕉皮、构树皮、
雀榕等打制而成的布料。另外会购买棉线来纺织,甚
至直接购买成品布料[2]。因为阿美族人与汉人接触比

较早,通过交易获得布料方便制作服装,所以阿美族纺

织技术逐渐消失,于是阿美族人制作服装的精力从纺

织转移到了刺绣和纹样上。

2 纹样

2.1 纹样形式

式样上,阿美族服饰纹样造型以菱形、三角形、方
形、山形和花叶形等几何形为主,没有人物形或动物形

纹样。一般阿美族的纹样只起到小面积的局部装饰作

用,很少有大面积的铺排。纹样简洁明朗,用色浓艳明

快,对比强烈,重视局部刻画,饱和丰满而不显繁复。
材质上,阿美族服饰纹样是用藤条、竹篾、贝珠、钱

币、兽骨、兽牙、毛线流苏、绒线等编织、刺绣、缝合、串
连而成,或者是制成小部件,再将这些小部件按照一定

的规律排列处理成纹样。
技法上,有夹织、刺绣、缀珠。夹织是在织的过程

中,夹入不同色的纬线,一段段穿引构成纹样。刺绣是

以竹制细针或金属绣针穿针引线在织好的布帛上穿刺

成纹样。缀珠是将珠子一颗颗串连起来缀在服装的缝

边或转角部分,以珠串的排列、走势形成纹样。
色彩上,服装以红、黑、白三色为主。一般选用红

或黑为底色,有时也选用白色为底色,然后用不同于底

色的色彩做纹样色彩。因南部阿美吸收了卑南族服饰

的一些特点,因此南部阿美又辅以黄、绿、橘、紫红等色

作为纹样的色彩。

2.2 纹样特点

阿美族人喜爱在服装上装饰贝珠,但是贝珠的作

用仅仅是形成纹饰或作为颈饰,一般缀于条带状的服

饰部件上,图1所示就是一个头饰额带的局部,有贝珠

装饰。贝珠装饰常常出现在槟榔袋的带子或霞披的剑

带上,可以平行于带边而缀,成装饰线条;也可以在耳

饰的吊坠末梢缀几颗,成装饰色点,而非大面积地铺陈

排列。相比之下,泰雅族则是在整件上衣或整条裙子

正面覆缀贝珠,以贝珠衣和贝珠裙的形式呈现,而阿美

族则不见此类服装。
服饰纹样呈横条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等,如图2、

图3所示。一个个刺绣纹样、织带、流苏等规律地铺

排,循环,放大缩小,小纹样线性排列,成条纹,再成块

面,反过来色块又成为一个更大的纹样块面的组成元

素。点、线、面的互相融合、互为补充,大小纹样相对独

立又相互统一的层次和关系形成回环复沓的风格,和
谐流畅,饱满又不失简洁。

图1 贝珠头饰(局部)

图2 服饰纹样(局部)

图3 装饰纹样(局部)

纹样的三角形和菱形不以百步蛇纹解说。在台湾

其他的一些原住民族中,他们根据族群起源传说、民间

神灵和祖先崇拜等,将三角形和菱形图案解释为蛇图

腾的象征[3]。排湾族的菱形纹刺绣,表达了他们对灵

蛇祖先的崇拜,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4]。鲁凯族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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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纹和菱形纹同样象征百步蛇的背部纹理[5]。而同

样的菱形纹在阿美族的眼中却不是蛇,他们认为动物

有灵性,有生命,不能雕刻,更不能绣在服装上来穿着,
否则是对生灵的亵渎[6]。

3 影响阿美族服饰风格的因素

任何一个族群都经历过漫长的、复杂的、多元的形

成过程,影响一个族群的形成与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
服饰文化当然也在此列。影响阿美族服装形制、纹样、
色彩、装饰、身体美饰等方面的因素大致可列为3种。

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是影响阿美族服饰风格的一

个重要因素。《台湾通史》[7]中说:“大甲以下,愈南愈

暖,至恆春而燠,故冬不衣裘……其上则愈北愈寒”,
“夏葛冬裘,儘堪度嵗,故無狐貉之需”。狩猎是台湾原

住民族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兽皮、兽骨、树皮、
藤、羽毛、藤葛等服饰材料的直接取用成为阿美族服饰

文化的一个特征。
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风俗是影响阿美族服饰文化

的十分重要因素。阿美族是一个重视年龄阶层的“过
渡型母系社会”,母系继嗣,母系承产。在家庭事务中,
男子处于附属地位,权利小于女性,甚至可能由于得不

到女性的满意而被拒之门外。在家中,女性的地位远

高于男性,但是在族群活动中,男性的权利却大于女

性。阿美族十分重视男子的年龄等级,年龄等级是决

定族群事务的基础。男子从13岁左右开始,约每八年

晋一级,至八十余岁为最高级,高级的男子才能成为领

导头目,相应地对族内事务进行管理[8]。阿美族的服

饰文化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土壤中形成的,他们的着

装形式就是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的标志。通过他们的

着装形式可以判断他们的年龄、阶层、地位和分支等

等。
与外来文化和外族人群的交往接触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阿美族与汉族接触比较早,不仅深深影响了其

纺织技术的发展,还影响了服装形制和身体美饰行为。

由于阿美族人直接向汉人购买成品布料,并且十分便

利,这促使阿美族纺织技术较其他原住民族消失更早,
于是把纺、织的精力转移到刺绣装饰上去。除了与汉

人的接触,与其他原住民族的交往也会影响到阿美族

的服饰。比如说南部阿美与卑南族的接触,使得他们

在服饰形制、色彩上互相影响,并且在服饰纹样上也有

相互融合的特点。

4 结语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阿美族服饰折射出一个族群

历经几千年而不朽的民族传统文化,闪烁着族人祖祖

辈辈的智慧光芒,显示出族群凝聚一方的风气和风范。
民族服饰不仅是族群的缩影,其本身具有强大的价值

和吸引力,更是后人发扬创新的基础,是后人取材的艺

术宝库。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服饰纹样的装饰技法及其

风格特点,分析服饰纹样的特征及其文化寓意,增强台

湾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意识,可为现

代设计借鉴民族文化精髓进行再创作提供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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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tudyofthecostumesandtheirpatterncharacteristicsoftheindigenoustribeinTaiwannotonlyplayedanimpor-
tantroleinpromotingtheinheritanceofthenationalculturalheritage,butalsoprovidedadesignperspectiveformoderncostumes.
Thecharacteristicsofshapedesign,colorapplicationandpatterndesignoftheAmiscostumeswereanalyzed,toprovideinspiration
formoderndesigntodrawontheessenceofnationalculturefor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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