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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的“黑衣壮”其黑色的服饰文化带来个美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中国55个小数名族中,“黑衣壮”服饰显得特别的具有个性：

黑得那么的一致、黑得那么大胆、黑得那么的协调、黑得那么端庄、黑得那么的美丽……这一切都那么神秘,人们对此充满了好奇的心理,想去

探求文化的其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个性需求的成长以及民族自信的回归,人们对于服装的审美观念也同步发生了改变,对服饰民族文化

的个性美感更加的注重和追求。本文针对黑衣壮服装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审美渊源展开了分析和探讨,对其服饰文化的美学规律进行了研究。希

望能够对服装设计行业提供借鉴意义,对民族文化起到更好的传承。 

[关键词] 黑色崇尚；黑衣壮服饰；审美渊源 

 

色彩在现阶段主要分为语言色彩和艺术色彩两部分,并且都具有各自

的象征性功能,代表着某种古老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意义,可以在特定的情

况下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和传承心态。以我国为例,是由五十六个

民族构成的国度,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特点,并且各自具有自身的文

化特点,表现出更加鲜活的动力。本文针对黑衣壮服饰进行了研究分析,

将其在传承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变化和特点进行了总结,通过黑衣

壮的黑色服饰分析当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风貌,进一步探究黑衣壮的民族

劳动意识和民族性格。同时还对其遭受过的文化冲击进行了叙述,将黑衣

壮的民族审美观念进一步展现出来。 

1 黑衣壮民族的审美形态的形成 

据史料研究发现,有一种说法,在远古时期有一位当地首领,为抵抗外

来者入侵,在进行保卫家园的过程中受伤,在其向密林隐退时,利用了一种

名为蓝靛的植物进行疗伤,然后得以康复,在此之后,这位首领下达命令,

将蓝靛作为染料进行服装制作,同时还要求部落进行统一的着装,在这样

的背景下,由蓝靛染制而成的黑色服装正式走进历史舞台,并且该服饰因

为其自身所具有的多重优势而成名,并且流传至今
[1]
。 

在上述背景下,黑色正式成为黑衣壮民族特定服饰中的 普遍、 基

本色彩。在当地,开展各种规模较大的宗教祭祀活动、嫁娶仪式、葬礼仪

式、喜庆节日都需要统一穿着这种黑色的服装,脚穿黑色鞋子、头顶黑色

头帕,这些与众不同的民族风情在细节中体现出了黑衣壮族对于黑色的崇

尚心理和审美形态。通过黑衣壮对黑色的信仰和崇拜程度不难发现,这样

的审美形态是远古时期形成的。 

2 黑衣壮民族服饰文化的审美渊源 

2.1土司制度的影响 

纵观古今,我国的服饰颜色和穿着方式等方面都具有着严格的规定,

不同的色彩往往具有不同形势的象征意义。通过对色彩的运用对人物的身

份进行划分,将人物地位的尊卑贵贱进行定义,属于我国在古代时期服饰

文化构成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壮族服饰呈现出的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表

现出了社会阶层中的身份等级差别。例如,在我国的明清时期,处于土司的

辖区内,土司管理阶级对于壮族人的服饰色彩和穿着方式做出了各种严格

的规定,民族服饰的穿着方式正式成为了社会地位差别的象征。将时间推

移到明末清初,壮族市民的服饰穿着有了新的改变。壮族服饰只允许穿黑

色和蓝色两种,土官和其亲属有资格穿段料子和绸子、读书人可以穿灰色

和白色,如果考中秀才功名,就能够和土官穿一样造型的大襟长衫马褂。同

时,忻城土司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壮族农民不允许穿白颜色衣服、不可以

穿长衫马褂、不可以拿白色纸扇。清朝时期,德保壮族民众的服饰颜色仅

限灰色、蓝色、黑色三种,不准逾越制度。因为制度限制,黑衣壮族仅能够

身着黑、蓝服装,时至今日,在那坡县生活的壮族部落仍旧延续着这样的服

饰穿着,并且传承给后代。 

2.2经济地域的影响 

黑衣壮族生活的区域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和外

面世界产生的联系极少,这些地域因素都给黑衣壮族的服饰发展造成了限

制,从而导致了现在的服饰款式、色彩单一,技术水平落后现象发生。因为

交通方式和通讯能力的限制,进一步造成了该地区的居民视野窄小,对该

地区的民族发展创新造成了阻碍；环境约束和经济束缚造成了服装材料的

极度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居民只能够就地取材,运用有限的制作材

料来进行服饰印染,将蓝靛作为基本主要原料进行施工,这也是黑衣壮在

现阶段依然穿黑衣的关键原因之一
[2]
。 

2.3文化心理的影响 

各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具有自身的服饰文化心理,这样的心理产生原

因是不同的文化发展渗透、不同的居住生活环境带来的影响结果。黑衣壮

的首领侬老是因为蓝靛具有治疗效果才将这种染料作为主要原料进行推

广的,这则古老的故事从文化发展的心理学角度来说,蓝靛黑起到了对

黑衣壮人民的保护作用,帮助当地人民抵抗了外来入侵,同时,身穿黑色

是用来纪念蓝靛为自己带来的幸福生活,这个纪念思维被很好的保留并

延续至今。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在这个民族的衣着服饰、语言特点、节日习惯

等方面进行集中的展现,对于民族传承者而言,要在各种文化潮流的冲击

下坚守本心,保证对自身的民族文化的继承不被影响,进而充分结合外来

文化的优点,进一步推动本民族的文化发展,给本民族的其他文化传承者

打造更加坚固的心理建设。 

2.4生产条件和劳动环境的影响 

(1)生产力低下,服饰生产工艺水平受限制,黑色是 容易取材和染色

佳选择；(2)由于地处边远的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与外界几乎没有

交流沟通的条件。这也是早就服饰色彩一成不变的直接原因。(3)劳动环

境的需要,由于一直处在接近原始的农耕生产方式,在劳动中洁白鲜亮的

衣服容易弄脏,清洗费时费力,影响农耕生产,黑色经久耐脏,这也是生活

的自然选择。(4)社会环境的被动选择,由于生产力低下,人民的经常处在

被外界欺压和掠夺状态,黑色便于在深山中隐藏和打击敌人。(5)生活惯性

选择,但人逐渐适应、习惯于某种状态的生活,就会产生心理依赖(惯性)

的而难以适应新的事物。 

这些本来是生存要求的被动选择,但到了今天,黑衣壮的“黑”正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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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的要求,显得审美而有诗意,使其具有现代文化的一

种时尚的美感。 

2.5黑衣壮的着装造型,透露出当代服饰时装的潮流美感 

黑衣壮的头上有一块很大黑布制成的帽子,本来是用来遮阳避雨的,

但跟下身的衣服和裤子一搭配,就显得非常的时尚。因为,从黑衣壮女性的

衣服的造型来看,上身是比较紧身的,加上裤子的上半部分也是收紧的,正

好把女性的生理曲线勾勒出来,体现了女性的阴柔之美。当裤子到了腿部

的时候,突然放开,并马上结束,露出细长的小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一大一小、一紧一松,体现出强烈的节奏美感。当蓬松的头冒跟细长的

颈部加上体现曲线美感的上身和突然放开裤脚再配上瘦长的小腿,在一身

黑色的统一罩染下显得楚楚动人,大方得体。这样的装束也许是有意而为,

也许是自然天成,已经无从考证。 

3 黑衣壮服饰的现代发展 

3.1“环保”、“绿色”理念的发展 

时代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工业制造水平也越来越高,因为工业生产

活动形成的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废物等生产废料在一定程度上给生

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从全球角度出发,世界人民对于环保、绿

色的环境保护理念越发认同。在此基础上,人们对于服饰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3]
。 

黑衣壮服饰制作工艺长期以来都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制作方式,并没有

受到现代化工业生产中化学物质的负面影响。其制衣取材均是从纯天然的

植物上得来,成衣款式大方朴素,造型简约,能够完全符合现代人所追求的

简约时尚元素。“绿色”、“环保”更是全球都在呼吁的环境保护理念,因此,

黑衣壮服饰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3.2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我国在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时,社

会经济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民族文化的大幅

度融合,对黑衣壮和外界文化造成交流障碍的种种壁垒因素都在渐渐消逝,

黑衣壮对外界的文化有了全新的认知,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进一步推动并造

就了浮士德个性化、多元化。这样的潮流文化又给追求时尚的群体提供了

充分展现自己的平台
[4]
。 

现代社会的文化、经济形式转变,对黑衣壮服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

响。因为黑衣壮部落居住的地区水资源匮乏,属于亚热带气候,具有干旱的

特质。与此同时,滥砍滥伐现象又对该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

重的破坏。因为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生存环境也极为恶劣,这些因素都进

一步加深了该地区村民生活的困难程度,同时还要面对外来文化的大力冲

击,使当地黑衣壮对外界文化产生了盲目崇拜的心态,对于本民族的悠久

历史和文化传承概念越发模糊。所以,一部分的黑衣壮族对于自己民族的

传统歌舞和传统服饰不甚看重,更加愿意去听流行音乐、穿休闲服饰。 

3.3弘扬崇尚黑色神圣而神秘的文化精神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黑衣壮服饰的发展需要树立本民族的传承精神,

将这和神秘且神圣的色彩更好的传承下去。纵观古今,民族文化纵使紧

跟时代发展脚步,而后发生文化的变迁现象,黑衣壮服饰作为一种与本

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并且蕴含大批量文化信息的介质,在社会发

展、历史更新的当今阶段,如何更好的保证黑衣壮服饰的文化传承不被

遗忘,不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消亡,对黑衣壮文化服饰进行更好的保护

工作并将其传承下去,属于这一代人的共同任务,更需要更多人为其付

出更多的努力
[5]
。 

当然,在当今社会,创新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我们要做的是将发展

形势不断变化的趋势和当地的生活情况相结合,不停地汲取并吸收外来的

服饰文化优点,了解其具备的先进因素,设计并制作出更具现代化气息的

黑衣壮民族服饰。保证黑衣壮服饰能够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屹立不倒,不

被时光湮灭,长久的传承下去。 

4 结语 

综上所述,黑衣壮族对于民族服饰的色彩选择具有独特性,并且其运

用工艺十分巧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黑衣壮族人民对于色彩的理解和审

美追求。在此基础上还反映出了该民族的气质特征和民族个性,其民族文

化背后的文化内涵也在服饰上得到了充分展示。现如今,黑衣壮族正在面

对着一个尴尬的选择问题,即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之间的矛盾。怎样更好

的保护黑衣壮族的服饰文化传承不在时间长河中渐渐消亡,保证文化传承

属于当代服饰领域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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