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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藏族主要分布于甘南地区、武
威天祝县、张掖肃南县，还有陇南地区的
白马藏族，因地域不同藏族服饰也有差
别。从传世绘画作品《步辇图》中可以看
到唐代藏服的基本特点，在西藏、敦煌壁
画中也可见五代至宋元时期的藏族服饰
与现今藏族服饰极为相似，可见其服饰具
有很强的文化稳定性。2008 年天祝、甘
南藏族服饰，2011 年卓尼藏族服饰被列
入省级非遗项目名录。

甘肃藏族因地理条件与生产生活方
式的不同，可区分为牧区、农区和半农半
牧区三种类型，相应其服饰也有所差异，
有生活装和节日盛装的区别。牧区服饰
以甘南玛曲、夏河为典型，男女都内着半
高领、左衽的滚边夹袄，多用红、绿、蓝、褐
色绸缎制作，喜欢用水獭皮等装饰衣襟
边。夏日穿氆氇做的“日拉”，春秋穿羊羔
皮做里，外罩绸缎面的“察日”，冬天穿大
羊皮缝制的“早化”。男款袍服宽大，冬袍
领子镶豹皮；现代女款藏袍吸收了近现代
旗袍的特点，注意腰身的裁剪设计，领部
镶豹皮，在领角处装饰彩色布条；襟裙下
摆和袖口处多叠缀三种纹样的氆氇，或用
白羔皮、水獭皮和织锦花边依次装饰。

腰系 3 米多长的红、绿色丝绸腰带，
腰带上再加革带；女款在腰带上还佩戴银
或铜制的奶钩、镶有珊瑚、绿松石的银饰
物等。牧区的男女老少均离不了帽子，夏
天戴圆形宽檐礼帽以防晒，冬天戴锥形的
狐皮帽子，边缘处装饰毛绒边，有些妇女
儿童、老人也戴白羔皮配以绸缎的帽子。
藏靴用熟牛皮缝制，有长筒、半长筒、低帮
等各种式样，以适应牧区的生活环境。服
饰中常用珠宝、金银、玉器、豹皮、貂皮、水
獭皮等做配饰，人们喜爱佩戴各种质地的
耳饰、项链、排珠、银盘、小佛龛盒等饰物。

农区服饰以卓尼、迭部、舟曲为典
型。在生活装中长袍以单色为主，长袍主
体传承中华传统服饰右衽大襟、前后片连
裁、前中断缝接偏襟的基本结构形式，领
部装饰图案，袖口处用白色面料拼接。盛
装长袍面料多为色彩艳丽的绸缎面料，袖
口拼接刺绣面料。与牧区不同的是斜襟
短马甲，用颜色艳丽的提花绸缎面料为
主，与长袍形成对比，长袍和马甲均用 5
粒盘扣形制，腰系毛织的彩色几何图案腰
带。帽子以红色石榴帽为主，年长者多正
戴深棕色或黑色帽子，中青年女性则稍斜
戴帽子，两侧有长缨穗垂于耳朵前后，已
婚女子会佩戴发饰阿珑银钱，未婚女子则
佩戴布料发饰叉采。靴子上有小面积的
刺绣花纹装饰，多采用传统“洮绣”。

（转A06版）

非遗里的甘肃服饰

甘肃省内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河西
地区的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张掖市
肃南县白银蒙古族乡、张掖市平山湖蒙古
族乡等地。在元代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
雅尔湖壁画中可见蒙古族供养人的形象，
他们身穿丝绸锦缎质地的高领左衽曳地
长袍，已具有了鲜明的蒙古族服饰特色。
在元代墓葬壁画、墓葬陶俑、绘画作品中
可见到人们常戴的钹笠帽，“帽笠”“暖帽”
是其冠服主要特点，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

《草木子》载“元代官民皆戴帽，其檐或圆
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也”，
可见帽冠在蒙古族服饰中普遍且重要，成
年女性多戴高耸的“姑姑冠”，少女戴红色
绒球帽子，男性戎装多戴左右帔巾的暖
帽。

元、明时期蒙古族进入甘肃，后来又
经过各类迁徙、文化交流与改变，为适应
寒旱牧区的生活环境和放牧骑猎的生活
方式需要，蒙古族服装多为宽大的长袍、
长坎肩、腰带、帽子、靴子，有男女区别、长
幼区别、季节区别、节日与日常的区别，最
为盛大的当属婚庆服饰。

肃北蒙古族服饰长袍的制作材料有
皮、毛、丝绸、棉布等，无论男女袍子衣襟

边缘和袖口处都镶有花边，衣长过膝，领
子为右衽、高领或交领，窄袖长至手指；男
性服饰多为蓝、棕色，女性服饰色彩鲜艳，
多用红、蓝、绿色，大面积的整体色彩与小
面积的刺绣相配合。腰带多以棉布、绸缎
制成，色彩鲜亮，与长袍相协调，在腰带上
挂有丰富配饰。传统男性多戴平顶圆形
帽，有貂皮帽、毡帽，现在男性也戴礼帽；
女性戴尖顶圆锥形红缨帽子，已婚女性必
备“长辫套”装饰品，在亮丽色彩刺绣的长
辫套上镶有三至四个银牌，上面錾刻着吉
祥如意的花纹，使用时将梳好的两根辫子
分别装入辫套内，再从中间穿出用纽扣盘
住，用来保护和装饰长长的发辫，这是婚
礼服饰中的重要饰品。在重要节日仪式
中全身佩戴大量的金银、宝石配饰，烘托
出华丽隆重的效果。这些服饰的制作过
程，早期全部用手工进行裁剪缝制，技艺
娴熟的传承人在制作过程中常常用自己
双手的不同位置来测量裁剪面料的长度
尺寸，至今仍保存着完整的服饰制作传承
体系，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现在人们在重要的节日、婚庆
等仪式中会穿着全套服饰，展示出当地人
的风采。

裕固族为甘肃特有民族，主要形成于
元、明时期，分布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
治县和酒泉黄泥堡地区。裕固族服饰在
民众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节
日、婚俗礼仪中尤其受重视，2008年裕固
族服饰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虽然裕固族各地服饰并不统一，但整
体来看最鲜明的特点在女性头饰，即头面
和红璎珞帽，可能与古老传说中的英雄人
物萨利玛河有关。冬季男女皆戴狐皮风
雪帽，夏秋各有区别。男子夏秋戴圆筒平
顶镶边的白毡帽或礼帽，高领左衽长袍，
下摆两侧开衩，窄袖，马蹄袖口，用彩色
布、织锦缎水獭皮镶边。系红蓝色腰带，
腰带上挂饰物，有腰刀、火镰、鼻烟壶、酒
壶等，足蹬高筒皮靴，饰物与冠服相辅相
成，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西部女性多戴帽檐后部卷起的尖顶
帽，东部女性多为大圆形帽，顶子细高。
未婚与已婚女性的帽子略有不同，已婚女
性多戴喇叭形红缨帽或用芨芨草编织的
帽子；未婚少女的前额戴缀有珊瑚珠的长
红布带，在边缘处缀有红黄蓝白绿色的小

珠穗，垂在前额处，发辫梳成五条或七条，
再将辫稍系入背后的腰带里，以方便日常
劳作活动。身着斜襟长袍，高领及耳，下
摆开衩，外套彩色缎面的长坎肩，衣领袖
口、衣衩、襟边等处绣有花边装饰，腰束
红、绿或蓝色腰带，系绣花手帕及荷包，佩
戴翡翠或玉石手镯、耳环、金银戒指等，足
穿尖头长筒绣花鞋或皮靴。

女性婚服是最隆重的，很多婚后日
常服装也在此时备好。女性婚服中最具
辨识度的是头面，长条形头面佩戴在女
子的三条长辫子上，胸前两条，背后一
条。多见布制的头面，缀上珊瑚、绿松
石、玛瑙等，也有用红牛皮底、黑或红色
丝绒底的头面，镶上银牌、蜜蜡、珊瑚、松
石等饰物，背后的一条头面下方垂一颗
红珊瑚，上面镶 23 块白色海螺磨制的圆
片，这种传统头面总重量约在五到七斤
左右。传统女性婚服多用蓝色和绿色，
以区别于着红色服装的“点格尔汗”天
神。随着文化的交流变化，对服装色彩
的禁忌逐渐消解，黄色、米黄色、红色等
色彩也常被新娘穿戴。

一、蒙古族服饰

二、裕固族服饰

三、藏族服饰肃北蒙古族服饰。（卢艺文供图）

肃北蒙古族服饰。网络图片

甘肃，拥有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貌。地理环境是甘肃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基
础，而历史上各民族多次的迁徙流动，形成了今天在甘肃生活的多民族交流互鉴、
丰富多彩的文化。服饰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各民族的服饰被称作“穿在身上的史书”。服饰是一个民族或民族群体约定
俗成的着装样式，是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体现，服饰的外在表现形式也
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

目前甘肃省传承有序的服饰类非遗项目有：肃北蒙古族服饰、裕固族服饰、华
锐藏族服饰、卓尼藏族服饰、白马人服饰等，还有与其相关的裕固族织褐子技艺、
岷县传统织麻布技艺、舟曲织锦带等，他们在各自的日常生活、婚俗与节日礼仪中
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裕固族西部地区男子(上)、
女子服饰（白亚群供图）

白马人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