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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腰带经过各民族文化的渗透与影响，逐渐衍生为一种服饰符号，既是情感传递的

信物，也是礼仪品德的象征，同时也表达了各民族人民趋利避害、祈福求祥的民俗心理。本文通过对不同民族腰

带进行研究，着重分析腰带在民间生活中所展现的情感文化和礼仪文化，进一步探索腰带中蕴藏的丰富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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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带作为服饰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高超的手工技艺、精美的装饰来实现审美与实用的双重属性。

目前对于腰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腰带的材质、款式和装饰研究，强调腰带的装饰性和实用性，同时还研究

其在礼制社会中所具有的等级区分和文明礼节的象征性作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使腰带不仅成为服饰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俗事象而得以传承与发展，本文尝试从民间民俗文化的角度

对腰带进行论述，发掘腰带中所具有的情感文化和礼仪文化。腰带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是传承

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我们研究传统民族特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一、腰带的功能及演变 

    屈原《九歌·少司命》说女神少司命的打扮是“荷衣兮蕙带”，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的祖先

将树皮、树叶系扎在身上，这就是腰带最早的雏形。传统腰带的种类众多，总的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由皮革制成，古称“革带”，一类为丝帛为之，古称“大带”或“丝绦”，后来出现的带钩、玉扣等装饰使

腰带变得更加精美华贵。[1]经过历史的流变，腰带的款式、装饰、材料、工艺变得多种多样，款式上由一

条简单的细带变成现在的围腰、腰包、尾饰等众多形式，刺绣、印染等工艺手法使腰带变得愈发精美，同

时各种饱含寓意的纹样也彰显了普通民众对吉祥美好的祈盼。腰带由最初用于系扎的实用功能发展到具有

审美特性的装饰品，是多种审美的高度统一，腰带的加入为服饰带来别样的视觉效果。除了实用与装饰，

腰带还一度成为划分等级制度的象征，通过颜色、材质、款式的区分来规定人员等级。现如今，腰带被广

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与重大活动中，承载着多方面的民俗功能，既是物质民俗的体现，也是精神民俗的寄托。 

二、腰带的情感文化 

（一）传情达意的媒介 
腰带本是束腰之用的服饰品，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被注入了感情色彩，成为一种传递情感、表达爱

意的媒介。腰带是情感的物化，情与物的结合赋予了腰带鲜活的生命力。一条小小的腰带却关乎着情爱，

腰带的结与解有着男女和合之意，为了使其变得丰富多彩，妇女会在上面绣上精美的蝴蝶、鸳鸯、比翼鸟

等纹样，以表达对爱情的美好祝愿。彝族青年的爱情信物就是一条用各种颜色丝线绣着花朵、蝴蝶、小鸟

的花腰带，这是少女心灵手巧的象征，约会时，她们将自己编织的腰带当做定情信物送给心仪的小伙子，

同时唱一首关于腰带的情歌。小伙子收到腰带穿在身上，把他当成心爱之人的化身，日日贴身不离，还会

向别人炫耀自己有心仪之人。[2]如图 1，是一件彝族花腰带，其色彩艳丽，用传统的手工刺绣绣上丰富的花

朵，大小不一，花团锦簇，色彩上运用象征喜庆的红色，纹样饱满热烈，做工精细，仿佛能从中感受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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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挚的情感。彝族姑娘把自己的美好祈愿一针一线的缝进了花腰

带里，一件淳朴的手工腰带就变成了一件饱含情感的艺术品，缠绕着

男女之间不解的情结。腰带除了作为爱情的象征，也可作为朋友之间

的赠礼，在腰带上书写箴言赠予朋友，以表达敦睦友谊、劝诫之意。

一条腰带承载着情侣、朋友之间的真情实感，是定情、传情的符号，

精湛的绣工、艳丽的色彩搭配、饱含寓意的纹样无不折射出人们对幸

福的向往。 

（二）祈福求祥的寄托 
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人们将希望寄托于鬼、神，腰带也因此被

人为地带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人们在社会生产和活动中会试图依靠某种外在的物质条件来趋利避害，满

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而达到自己的愿望，久而久之这些外在的物质形态就具有象征意义，是祈福求祥、辟

邪驱魔、免灾去病的精神寄托。腰带在物质存在的基础上被人们赋予了超脱自然的能力，被认为可以用来

保平安、得富贵、除病痛，汉族就有扎红的习俗，就是在本命年扎上一条大红色的腰带，希望在新的一年

讨一个好彩头。人们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就希望通过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行为来寻找精神安慰，若

未能达到内心想要的就归结于心不诚。往寺庙进香时，香客为了表示虔诚，腰束香带，上有寺院的红印，

表示已进香过，这些行为反映了腰带在民众生活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属性。[3]腰带是人民勤劳与

智慧创造出来的艺术品，上面装饰的很多纹样都是具有吉祥美好的含义。如图 2，是一条蓝底盘金刺绣腰

带，以蓝色面料为底，用盘金绣的工艺装饰“牡丹纹”、“万字纹”，牡丹雍容大方，象征富贵美好，“万字

纹”连绵不断，寓意福寿不断头，腰带色彩明丽，形象生动，富有民族色彩。吉祥纹样还有象征爱情美满

的蝶恋花、寓意“多子”、“多福”、“多寿”的“三多”纹样等，这些腰带都凝聚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图 2  蓝底盘金刺绣腰带 

（三）图腾崇拜的体现 
人类在繁衍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然是具有灵性的，就把某些动

物、植物看作于自己祖先、氏族相关联的媒介，随着思考的不断加深，

故而产生了图腾崇拜，赋予了图腾象征意义，视图腾为部落的守护神。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一种原始宗教文化现象，腰

带作为图腾崇拜的体现阐述了人们对祖先与自然的崇敬之情，各民族

在融入自身观念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腰饰文化。[4]如图 3

为氐羌族羊纹样，云南氐羌族系具有悠久的腰带历史，腰带装饰丰富

多彩。氐羌族系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的农耕生活，也使得腰带的装

饰纹样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动物纹样转变为植物纹样，腰带图案是对

特定事物进行幻化，转化出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内涵，例如把羊纹样作为

族系后裔的标志性纹样，把火纹作为彝族人民崇拜的对象，用鸟纹比喻夫妻和睦美满。氐羌族系具有宗教信

仰以及原始崇拜的历史，尤其是对羊的崇拜，大花腰带作为尾饰在身后的形状代表族系的羊尾巴，吉祥的寓

意使得族人相信它会给整个族群带来好运。[5]氐羌族腰带代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祈祷神灵对族群的庇

佑，是民族意识、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图腾是崇拜的对象，也是民族的标记，腰带所展现的图

腾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就像一种无声的语言，为我们讲述古老而神秘的宗教文化现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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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彝族花腰带 

图 3  氐羌族羊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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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腰带的礼仪文化 

（一）人生阶段的标志 
人从出生到死亡要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依靠道德维持的传统社会往往需要约定俗成的行为来规范

社会秩序，人生礼仪是人生阶段的转折点，它预试着下一步人生的开始。在这些仪礼中，如出生礼、成年

礼、婚礼、丧礼等，服饰都起到一定的标志性作用，腰带作为服饰的一部分也承载着规范仪礼的重要责任。

南高山族一生要经过两次成年礼，第一次被称为少年晋级会所礼仪，少年晋级会所后正式围上黑色腰巾，

第二次为大猎祭，青年人到山中体验围猎，从而获得狩猎技能和传统道德教育。当夜老人为青年举行庄严

的“换巾礼”，即解下黑色腰巾，换上一条宽二尺半、长三尺，象征成年的蓝色腰巾。[7]成年仪式预示着一

个人从稚嫩向成熟的转变，无论是生理成熟还是心理成熟，要肩负起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腰带在这一过程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人生的重大仪礼中，婚礼或许是最令人喜悦与期盼的一项仪式，它象征着两个人夫妻关系的缔结，

在这一天，新郎新娘会在服饰上精心装扮。由于地区民俗的不同，婚服的样式多种多样，大多光彩艳丽，

寓意吉祥喜庆，腰带也是婚服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福建畲族新娘腰间就系扎蚕丝编织的腰带。一些地区还

保留着婚前男方送聘礼的习俗，腰带就被列入礼单之中。婚俗是民间崇拜与禁忌的反映，腰带作为婚俗文

化的内容之一，为婚俗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节日服俗的组成 
    节日是民间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一个民族若缺少了节日就缺少了色彩，节

日往往寄托着人们对某种事物的美好向往与企盼。每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气氛的隆重对各族人

民是极其重要的，腰带作为节日礼俗的一部分使抽象化的节日概念变得具体化，从而被赋予特殊的含义。 

摆金支系苗族妇女穿盛装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腰带，每人在腰间束三条由不同颜色布料做成的腰带，采用

挑花刺绣的工艺手法装饰鸟纹、太阳纹、蝴蝶纹等纹样，同时在束在底部的腰带上挂满银片珠子等装饰品。

节日期间，女孩会穿盛装、束腰带，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表达节日的喜庆与祝福。[7]摆金支系苗

族妇女腰带很有特色，做工极为精致，是服饰整体中的一大亮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就像一种无声

的语言，成为苗族文化对外宣传的载体。  

（三）传统服俗的内容 
腰带作为一种代表符号成为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穿着的标志，它在一代代的传承中融入了当地的民族

文化，成为民族服俗惯制的一部分。人们感觉到“入乡所俗”，仿佛来到此地就要佩戴这种腰带。腰带作

为服饰惯制的一部分，在一些民族中有其稳固的传承性，它隐藏在民俗意识之中成为一种非书面的规范或

体制，任何一个官方机构都无权利干涉，从而形成稳定的穿着习惯。例如哈尼族支系罗美姑娘从小就在腰

间系上蓝布带，带有精美纹样的尾饰，江南水乡妇女在劳作时在衫裤外束作裙，系裙带，上面绣有花卉鱼

虫图案、贵州安顺地区的屯堡人也用织锦腰带。无论是作为纯装饰用品还是作为具有系扎、保暖等实用性

功能的服饰品，腰带都是历代先辈们延续下来形成的服饰惯制，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其作为为一

种民族文化符号，构成了当地民族稳定延续的存在。 

四、腰带民俗文化的形成因素 

腰带是民俗生活的产物，民俗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透过腰带的变迁可以探索民俗文化的发展，一

个民族或地区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性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着装形象，腰带式样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 
服饰文化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腰带作为组成之一也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在民族服饰同化趋势

下，一些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少数民族，由于交通的不便利导致他们与外界的隔绝，也使服饰避免受到外

界文化的冲击，从而保留了原生态的服饰民俗文化。 

（二）宗教信仰 
许多民族由于对祖先的敬仰，以及对神灵的崇拜至今依然保留着原始宗教的一些祭祀活动，人们希望

借助这一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祈求吉祥，腰带就被作为一种民俗崇拜物象得以传承，腰带上的植物、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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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等纹样能够充分反映人们对自然的敬崇之心。 

（三）审美趣味 
腰带是一个美的物象，多样的款式、材质、装饰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一个本民族地域的审美观念影

响着腰带的形制。在美的基础上，人们把民俗文化融入腰带中，传情达意、祈福求祥，实现艺术美与文化

美的结合。[9] 

（四）历史文化 
在经济生活稳定的条件下，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腰带文化的形成是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

产物，是一代代先民文化形态的写照，无论是形状、图案还是色彩都有其相应的文化内涵。正是由于这种

历史文化的积累与熏染，才使得腰带成为民俗形态在民众的生活中保留下来。 

服饰文化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透过服饰我们观察民族的过去与现代的文化风貌，腰

带作为服饰文化的一方面，为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审美趣味、宗教信仰以及地理环境等问题提

供了一条渠道。 

五、总结 

从民俗的角度上讲，腰带是一种民俗生活的产物，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它既具有情感文化特征，被赋

予祭神祀祖、祈福求祥、辟邪驱魔、免灾去病等功能，又表现礼节文化特征，作为人生仪礼、节日礼俗、

日常礼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腰带所呈现出的民俗事象，探索其与民俗文化的渊源关系，我们能分

析出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服俗及文化特征，从而使腰带能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得以传承和延续，

同时为现代设计提供一条灵感源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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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Emotional Culture and Etiquette Culture in th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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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belts after the infiltr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gradually derived as a fashion symbol.It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emotion transfer and the token of etiquette and moral,but also expressed folk psychology for the people to draw on 
the advantages and pray for auspicious . Through the study of different ethnic belt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elt in the folk 
life of the display of emotional culture and etiquette culture,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ich folk culture in the belt. 
Key words：belts; folk culture;emotion; etiquet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