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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山博文：广西融水苗族服饰的文化生态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广西融水苗族服饰的生成环境
、广西融水杆洞屯苗族服饰的田野调查、广西融水苗族服饰纵向文化传承研究、广西融水苗族服饰横
向文化涵化研究、广西融水苗族服饰的民族文化生态系统、广西融水苗族服饰文化生态的失衡、广西
融水苗族服饰文化的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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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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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服装的面料上，我们得知，融水县贫困地区还能继续使用传统亮布来制作服装，
而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无人制作亮布。
取而代之是大量的仿亮布和亮片闪光的化纤面料。
 （二）银饰比较 银饰是融水县苗族服饰不可缺少的配饰。
杆洞屯的头盖银饰有帽状和盘状两种，拱洞乡没有盘状银饰，只有帽状，香粉乡与杆洞屯的形式一样
，只是盘状银头盖上插有的银簪雉鸡尾更长。
从头盖银饰上，我们也看到了现代融水苗族的审美取向。
只要是苗族的亮丽的饰品，他们都可以拿来与自己的服饰搭配。
如图所示，拱洞乡的苗族把黔东南长角苗的牛角帽也吸入到自己的服饰当中，表现出他们对本民族的
认同。
 银饰搭配的多少与地区经济的贫富相关。
在杆洞乡，由于经济贫困，银饰相对偏少，颈饰有圈状和链状两种。
银项圈在融水县通用，各地区都有，分为一、三、五、七、九圈几种，造型为扭形。
链状银饰，一般会在胸前缀有银质蝴蝶。
拱洞乡的颈饰除了圈状银饰，还有来自黔东南地区的双龙戏珠银项圈和银锁。
融水县本地的银饰最有特色的就是胸牌。
拱洞乡胸前银牌最为丰富，而且历史较长。
总体上分为不上色和上色两种。
主体纹样一般是三层，这三层的组合类型分为四种，三层蝴蝶纹组合、蝶鱼蝶组合、鸟寿蝶组合、鱼
铜鼓蝶组合。
每层之间用银链相接，纹样主体部分悬缀有琉璃珠与银片组成的灯笼状装饰。
最下层的蝴蝶纹下方还悬缀有十八般兵器，其中有刀、剑、夹、铲、挖耳勺等。
还有一些动物造型纹样，如鱼、蝶、鸟等。
香粉乡也有此类银牌，造型上出现有四层主体纹样的组合，还有蝶寿蝶组合的类型。
 融水苗族银饰区域性的差异与民族迁徙有关。
在融水，杆洞屯的苗族是从贵州省从江县迁入的，拱洞乡的苗族是由湖南西部地区进入广西东部，又
由广西沿都柳江而上到贵州，再由贵州从江、榕江等县南迁过来的，香粉乡的苗族据说是从湖南迁入
贵州，再由贵州黔东南雷山、凯里等地进入安太的元宝、培秀等地，再分居到这里。
因此服饰会带有他们迁徙过程中所经历的地域特色。
如杆洞屯的苗族银饰就与香粉乡的银饰有所区别，其胸部佩饰中有一种锁链与银质蝴蝶相结合的银饰
，在贵州省从江县苗族和侗族中就非常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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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广西融水苗族服饰的文化生态研究》旨在通过调研来构建一个融水苗族服饰的文化生态系统，研究
其文化的生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基础，提出相应的措施来维持其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
，达到保护和开发融水苗族服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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