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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梦编著的《黔东南苗族侗族女性服饰文化比较研究》结合民族学与服饰学的相关理论，以文化变迁
与文化比较作为理论依据，对黔东南地区苗族、侗族女性的服饰实物、穿着者、制作者、穿着习俗、
穿着状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
无论是从民族学的学科视角还是从服饰学专业角度来看，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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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今为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服装系教师，职称为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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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时尚服装设计》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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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苗族女性服饰与其民族文化之间有着深切的关联，黔中地区的打背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背牌是苗族服饰中的一种，以贵州省贵阳市高坡乡一带的苗族妇女背牌最为有名。
背牌的结构主要是三个部分，前后各缝有一大一小两片长方形的布，中间是一块长方形的布，中间有
一个长方口开口，或者用两条宽6至8厘米的布带连接。
背牌的前片多为8至12厘米的方形绣片，后片区别较大，分为盛装型和便装型两种，前者为30厘米左右
的方形绣片，颜色以黄、红为主，被称为“黄背牌”；后者为长方形（长15至20厘米，宽12至15厘米
），以白色为主调，被称为“白背牌”，高坡女性每人都会有一两件“黄背牌”和若干件“白背牌”
。
笔者认为，因背牌可能是苗族古代贯首服的遗存，故其可以被归入主体服饰的范畴；但在今天它类似
于披巾被穿在上衣之外（一些地区也称其为披肩），因此将其归为辅助服装则更为妥贴。
背牌的纹饰主要以挑花为主，在节日等重大场合中穿着“黄背牌”时要在其上缀满银片，因怕银片丢
失，平时不缀，单独存放，节庆穿着时再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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