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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0褶裙」的上半部8■有花卉、n鳥的16案，下半部則 
是褶裙，概得相富漂亮

「半邊面裙」的後面,原來是槿短的「迷你裙」呢！

駐東南有「裙多爲美」之16■

。而在Ml金們祖先發祥及生活的地方.花，都要花去少女們的許多心血和時間。 

有的苗女長裙裡有短裙，雖然別人見不 

到，由色彩的配搭到款式也都一絲不苟 

的。而參加慶興的靑年也往往以這樣的標 

準選揮對象。

長布，待到節日裡•臨穿上身時才摺餐. 

然後用腰帶一束-便可以出「1；盛會結 
束♦回到家裡一脫又是一塊長布。裙有三、四十層*幾十斤
苗女、布依女的裙子不僅多褶'而且 

層暦疊疊，甚至將幾十條裙穿在身上。原 

來給東南地區有「裙多爲美」之說。

在「跳花坡」（江）的時候，姑娘們都會

縣育a場區•凡己婚婦女的裙遍上都加*了 
一條深色的寛邊：未婚姑娘則是淺色的裙 

邊，那麼在花場上，靑年尋覓伴侶使不會 

「還烏龍」了。

至今仍穿清代盛行的「・帯裙」
西江一帶的苗族姑娘在盛典時愛穿一 

種「飄带裙」，將綱緞裁剪成一條條垂下 

來•每一條布條都有縄花。「飘带裙」是苗 

女盛装時套在最外面的一曆裙子•走起路 

來•條子及糖便會隨風搖遠•相冨好看。 

在黎平、榕江、從江、丹寒・三都一帶， 

苗族更將「飄帶裙」的垂條綴以羽毛。苗族 

一向把苗女比喩爲孔雀、原凰，這樣的衣 

飾裝扮，自然外表與身份相符啦！

說起「飄帶裙J，歴史相富古老，在清 
代時便已存在•它可以說是百襟裙的前 

身。不信7有明清人李斗的《揚州宣舫缘》 

爲證：

「以緞裁剪作條•

每條繡i花兩畔，
鑲以金錢•评逗成裙•18之獗尾- 

近則以整緞折以細縫•請之百折。」

少女俏非常珍視這些多. 多福的裙

子，在織金一帯-她們更視它爲財產的，

鍋及一條裙子•便是部份•搬家時， 

最重要的家當了由厚重的土布製成的打褶穿上三♦
由於一些村寨距旗花埸的地點残遠• 

假如姑娘穿上這麼厚重的多曆裙'根本無 

,去走到目的地 可是•姑娘們來到花塌不 

穿多層裙子•是很沒面子的 所以.父母 

們角了女兒旳幸福整想•不情冨‘苦力J• 
港起磅+尸軍的裙子趕十幾里路.讓女兒 

在77享造厚磔上以參7）［2盛會 可貝天7父

裙子展現了民族的歴史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少数民族的傅統習 

俗或歷史，有時也在裙子上或多或少地被 

流81出來。比如威寧縣的一些苗族老太 
太：自稱她們裙沿上的藍色波浪形花邊代 

表了長江；紅色花邊代表了黄河：那是她

裙子•足有幾十斤重•有時要兩三個人在 

旁邊*?她扶起裙子•她才能夠走路。即使 
天氣熱時，汗流浹背，她們也不為把裙子 

脫下來。

ii•:「跳花坡」是責州苗族的節日•在X.曆二 

月十三日百花哀放的季節學行，男女大 

跳民族舞。

在花现上•十Nt修不同顏色的褶裙統 

統a在少女的醫部上，大大地誇張了女性 
的曲線。為她們疥跳民族舞時，裙子便撒 

開來有如孔雀開屏般，旣好看，又有趣。

據說裙子嘗數愈多•便愈顯示自己的 

・足及動勞，因為裙子的編織、縫製、握

來。由於裙子短，姑娘們常常包繡花綁腿' 

而且層層疊疊；若不包便被貂為不雅観

在大木桶或竹萋上摺裙
縫製一條褶裙•不曉得要耗去姑娘們 

多少一子，為這些寛度相同又十分細密 

的皺《:•完全出自姑娘們一雙h巧的手' 

絕不IM8器幫忙。在農村，她們多將先技 
好遠源的裙料放在大圓木桶或竹窶上面. 

慢慢摺疊。她們不用針練牢固福位.只以 

麻練捆紮裙福：•再加装定型.曜屹後拆下 

麻練•一像「百福裙」便出來了。這種不經 

縫製便做成的褶裙-通常是不洗的'厂爲 

假如用水一浸•褶裙定型的效果便消失 

了；反正姑娘們只是碰到節日才會穿上這 

種盛裝•一年只有幾次•弄解的機會不多。

爲了保持褶裙的挺直•姑娘們在盛會 

上•常常是寧可站立一整天也不願坐下來 

休息，以免弄皺了她們心愛的裙子。

平日不穿的時候•褶裙便像名.般收 

藏起來•將裙子裏好捲起•包紮好吊掛在 

室內，等到下一個節日到來時•才再「亮 

相」。

做褶裙需一年或B0做即穿
齢東南黄平縣植製褶裙的方法又略有 

不同。姑娘們首先将裙料掛在竹竿上'然 

後一針一線縫成皺褶：多褶的裙加上裙子 

上的NI花■一條褶裙需花她們約一年的時 

間。

黔西北的一種長褶裙是「目口做即穿」。 

這類裙子平時只是一塊十多米己繡了花的
苗族姑娘被曜爲錦鎮、孔雀，槽透上 

套然要配上羽毛啦！

■■.苗族姑MUE示16如何傲一條即I■即穿 

的百福裙

貴州是一個多民族的*份•到村寨走一 

走，在田0K間•或是石徑上'碰到的姑娘' 

十居其九都穿裙子。•
在齢南的平塘，平L布依族的姑娘都 

愛穿上黑青n白塞的及膝福裙'腰問繫上 
一條間色的麻布帶，整得淳厚粗模。政爲 

0有的，便穿上11染花福裙，長及脚跟. 

裙i!En有各式刺繡小花-少女們穿着它， 
走起路來左右攒動，裙脚撒下得宛若一把 

傘:，婀娜多姿。最敎人驚好的'是道些僚 

僻地方的福裙。竟與西方姑娘所穿的圓才台 

裙相似-難道是「所見略同」？

#8成一條裙需十五米布
子，姑遇逢走親、節日或其它:

娘們身上的福裙便跟平一大大不同'色彩 

1611不在話下，最大的特贴51在於密麻麻 
的疑禮。 些裙子通常很稱爲「一福裙」' 

但若細心數一數•一條裙子宣止一百福！ 

她們能製一條裙子需用的布料杓是十五 

米•脫它有五百福還差不多I

「半邊裙」後面是「迷你裙」
在富田縣一带，苗女們都喜歡衣杉外 

面套上圍腰裙。圍腰裙是一種「半邊禮 

裙」，只是圍在前身的，長度由腹部至膝 

豊。其實它的後面是修長度只有廿二米的 

「迷你裙」。而「短裙苗」的名稱便是由此而

不是等M柔弱之等
黔東南劍河的苗族•愛用四丈多長的土 

黑布81在頭上•形成一個Iff狀的頭飾•中m 
和頂部建有NI疆物,垂下來•乍■之下■il睽 

以為是一頂帽子呢。其實•要鹽得又満大又 

平整•實在是很考功夫的。平而閑大Ie出外 

張的力量感，七斤腦袋頂住illft斤包頭•必 

定不是等M柔弱之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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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武士
這位從外村來黔西北赫章縣作客的苗族 

靑年•梳了個「女人頭」•額前的割海剪得整 

整h齊•腦後揷上一把木梳子•而且速紮了 
一個髻，像極了電影中習尾的日本古代武士 

的髪型。聽說日本有人認爲中国西南苗、這 

族先民可能是日本人的祖先•不知這髪型可 

否引以爲證呢？

不1*稱駕「小花苗」
「小花苗」所梳的髮式•在黔西北一带甚 

為罕見。這幾個指着書包的小男孩•把紅頭 

*1同辦子|*在一起•左右兩側的紅頭用垂下， 

隨風191呀瓢呀，一晃眼看來，紅絨和黑髮竟 
像是一起在人頭上長出來似的。頭髮上紅色 

的*子相富顯眼•難道這就是他們不叫做生  

苗、熟苗•而自稱爲「小花苗」的原因？

庭

—Nil［南丹寨苗族的頭飾，花楼不算多， 
但勝在雄・中磚出秀氣來

物換星移繪度秋，世世代代居住在貴州 

東南、西南部的苗族和珞族的男子滇'至今 

仍然・视頭飾的打扮。對頭飾美的追求•是 

他們的一種古老傅統，而各支族頭飾债管變 

化*端•也遠總是與本族血|*有關'成爲親 

族族徽的標誌•作爲彼此解貂同宗身份的一 

硬象徵。

「三結合式」的陽剛美
從江一帶的苗族，一向有生苗、熟苗之 

分，像這位頭頂紮起髪結的苗人•便是熟 

苗。他們把頭髪剃掉，只在頭頂留下一束長 

髪然後紮或像道士修那標的髮結•結後向 

有一束長髪181然過膚。據書地人說•這積髪 
式很可縫是與滿清旗人薙髪皆俗有關。

他們把花布揮成圓條狀，尊11在沒有頭 
髪的部位上面•正好装飾了剃光了頭的大塊 

空位•把髪0和顏脓分成截然不同的層次。 
這積髪結、布條、長髪「三結合頭飾」果然起 

了陽剛美的作用。

夢

，水城納现的苗族，■歡把建獲的羽毛挿 

在91上•挿得卷多，就経能表示他是打 

81离手.

il位住在從江一帶的熟苗，植了個「道 

士9」，好牙*?

措着・包上學去的小花苗，也要把頭髪 
打扮得漂漂亮亮）

武將的後16
接近廣西的黎平，住的都是珞族。據 

院，他們的祖先是武將。這一帶的瑤族人. 

爲了緬懷祖先nn烈烈的征戰事迹.每逢 
年節，都會戴上一頂像揷着古代兵器的帽子c 

那有如古代联勇戰將所戦的顎盔•.額前幾 

十個尖銳的角突•充滿了戰门性。帽頂上 

・起的銀飾♦又像兵器又像旗幡.閃g生 

光•似在炫0着膀利和無敵的氣槪。
這頭飾•戴在這位男子漢的頭上.他雖 

然笑容满面•但卻掩盖不住那份豪通之氣。

幾道銀白色的花邊•造成闊的黑色带和細的 

銀色條•色彩對比強烈•甚有美感：而頭頂 

上紮起一朵精美的花褶•使得帽飾在雄剛中 

透出秀氣。

狩81离手的象徹
黔西北水城納雍苗族•一如其他地方的 

苗族那樣，歡上山打獵；在他們的心 

中•最受人尊敬的莫過於扌11人了。
正因爲這個緣故•狩獵者便把他們的戰 

利品 羽毛挿在頭上.據說'羽毛揷得越 

多•就期能表示他是一位勇猛過人的狩扌*高 

手，就越能吸引少女們的書驟。

雄剛中透出秀氣
齢東南丹寨苗族的頭飾•與其他地方比 

起來• 顯得比较傅統而單純•花樣不多'但 

勝在設計精練。他們挖空心思，在帽沿繡I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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