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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舞服饰中民族服饰艺术的传承与应用 

邓伟艳

（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以排舞运动中的排舞服饰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资料法、录像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和分析了近３年来全国排舞
大赛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赛服饰。民族服饰的款式、色彩、材质和特色图案的元素在排舞比赛服饰中的运用，不仅推动了排

舞运动的发展，同时使得民族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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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排舞运动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力推广下，
因其适用性广泛、参与性强、对场地和器材基本无

限制等优点而受各大省市健身运动会的青睐。如

今，排舞比赛接踵而来，排舞服饰在比赛中重要性

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比赛服饰中所蕴含的民族

风格引人注目。民族服饰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传承的财富。然而，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很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服饰

正在逐渐消失，民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困境。［１］因此，在众多的排舞比赛中，根据排

舞的特点，结合民族原创曲目的特点，民族服饰在

排舞比赛中重现生机。排舞服饰的设计融合了多

元化民族服饰的文化特色，在推动排舞运动发展的

同时也更好地促进中国民族服饰传承与发展。本

文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全国排舞比赛中具有民族特色
的影像资料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在中国民族

服饰对排舞服饰的传承与应用这方面做了初步探

讨。旨在为中国民族服饰对排舞服饰的传承与应

用提供依据，为民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贡献绵薄

之力。

　　一　排舞竞赛规则对服饰的要求

通过查阅排舞比赛中服饰规定的文献资料，得

出以下结论：（１）男性必须穿衬衫、Ｔ恤、背心、长裤
或牛仔裤；（２）女性必须穿连衣裙或衬衫、马甲、紧
身裤配女上衣和外套、衬衫配长裤。（３）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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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服饰和礼服是不允许的，也不允许签有名字

或是带有广告的服饰；（４）服饰的材质不能太透明，
以免看见内衣和肉体；（５）不允许有很暴露的裙子
和裸露肚脐的服饰。［３］通过观看２０１３到２０１５年的
全国排舞比赛视频可知，各个有民族特色的参赛队

伍都严格符合竞赛的要求。

　　二　排舞服饰中民族服饰艺术的传承

（一）服饰款式的传承

服饰款式是中国民族服饰传承的重要组成部

分。民族不同，他们的服饰款式也不尽相同。通过

观看近３年全国排舞大赛视频，整理出中国民族服
饰款式对排舞服饰传承的资料。例如，（１）参赛曲
目《瑶族姐妹爱中华》所表现出来的是具有瑶族风

格的舞蹈。她们在比赛中身着瑶族款式的服饰：身

前是一块正方形黑布，身后是一块有蜡染图案的绣

花布，仅在肩角处相连，并且前后好布幅宽度一样。

前后幅的两侧各镶一条四指宽的黑布环，裙面图画

三组环形图案，裙边用红色无纺蚕丝片镶边，裙前

在腰间系一块长方形的蓝边黑布，以遮挡百褶裙的

接缝。还有用黑布将足胫包裹，外层再扎上四双花

绑带。（２）参赛曲目《摆摆摆》是一支展现湘西苗
族特色的排舞，服饰款式具有显著的苗族特色。其

款式是：上穿圆领大襟蓝色宽袖衣，下穿蓝色宽脚

裤，系黑色绣花围裙，衣襟、袖口、下摆及裤脚均镶

绣宽幅、多层红花绿叶的花边。（３）参赛曲目《左
脚舞》是一支具有云南彝族特色的排舞，彝族服饰

款式多种多样：身穿绣花的大襟上衣，戴黑色包头、

耳环，领口别有银排花，下半身着黑色长裤，长裤脚

上还绣有精致的花边。从上可知，每个民族都有其

独特的服饰款式，通过全国排舞大赛更美地展示众

人眼前，使各民族服饰的款式得到了传承。

（二）服饰色彩的传承

服饰的色彩搭配是服饰的生活产物，是民族审

美的重要展现。在全国排舞大赛中《瑶族姐妹爱中

华》排舞服饰充分地应用瑶族民族色彩：比赛队伍

在服饰色彩方面，采用的是传统的瑶族色彩风格；

其整体的色调是较灰暗、沉闷的；其主色调是黑白，

再辅以橘黄、红、蓝等色进行搭配；在色彩上多采用

对比色，喜用对比强烈的颜色，然后再配上一些调

和色，使整个服饰色彩趋于协调。《摆摆摆》排舞服

饰也展示了苗族服饰在色彩上的风情：色彩上采用

蓝色为底色布辅以黄绿色彩对比的绣片装饰，间以

蓝紫色、蓝色等，色彩有典型的山野之风和生命活

力；其百褶裙颜色有五种多，以各色飘带镶嵌而成，

飘带上点缀着荷花。《左脚舞》排舞服饰在色彩搭

配中则采用白色布料为基本色，镶嵌的色布和刺绣

花边用红色和黄色进行搭配，通过巧手的彝族妇女

精心调配后，色调和谐，光彩夺目。由此可见，排舞

比赛中各个队伍在服饰色彩上的应用，使得中国民

族服饰色彩得到更好地传承。

（三）服饰材质的传承

排舞服饰服饰除具有保暖、识别、保护的作用

外，还能对民族服饰的材质起到传承作用。［４］例如：

《摆摆摆》在材质中采用的是苗族传统材料麻布。

苗族人认为，麻布是自然赐予的同时也是祖先留下

来的，是不断流浪迁徙的苗族人的精神寄托。排舞

《蒙古人》可看出蒙古族服饰用材十分广泛，从配饰

到服饰再到靴子，每一部分都体现出蒙古族特有的

民族特色。《萨朗少女》体现羌族民族特色的舞蹈，

羌族最早使用的服饰是麻布，随着经济的变化，又

出现了棉，而现在经常使用的是绸缎。舞蹈队员们

身着色彩鲜艳的化纤质地的缎子制作的长衫，为队

伍增加了华丽的色彩，体现出羌族服饰材质的独特

民族特色。不同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服饰材质特

点，在全国排舞大赛中展现民族的服饰材质特色，

使其得到传承。

（四）服饰图案的传承

每个不同的民族都有其独有的图案，并且与各

民族的历史、信仰、文化等息息相关。例如：在苗

族，蝴蝶被当做是创造人类和繁衍人类的始祖，并

成了苗族的保护神，她能引导后人避凶化吉，为人

们带来幸福和安宁。［５］苗族排舞队在服饰中就采用

了蝴蝶纹和花卉图案。在服饰上主要是在裤脚、衣

肩、披肩、腰等部位进行挑花或刺绣的装饰，然与花

卉图案连成一体，其银饰中的背饰也有蝴蝶造型。

在蒙古族人心中，天是最纯净而至高无上的，是真

善美的化身，视祭天高于一切，因此日月星辰图案

在蒙古族图案中被广泛运用。蒙古族代表队在服

饰图案设计就多采用日月星辰图案，使之得到传

承。羌族中多使用植物花卉纹饰，将观察自然、改

造自然、丰富生活的美好愿望，用图案的形式显现

出来。［６］因此在羌族排舞队中其服饰的图案采用了

牡丹花卉纹。瑶族最出名的图案就是“鸡仔花”，其

象征了瑶族人民祈求平安与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

在排舞大赛中具有瑶族色彩的代表队在其服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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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脚、衣肩上都采用了鸡仔花。每个民族都有其独

特的图案，并且都有不同的信仰，这些图案的展示

都是对其传承。

　　三　排舞服饰中民族服饰艺术的应用

在排舞运动日益流行之际，比赛接踵而来，要

想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除了对队形、动作、音乐的挑

选设计之外，排舞服饰的设计也是重中之重。排舞

服饰的设计者们在设计服饰时更多的去应用民族

色彩，使服饰展现出民族风格美。中国少数民族服

饰多以上衣下裤或裙为主，并且其着装方式也是千

奇百怪，常采用叠穿、包缠等方式。叠穿，就是里三

层外三层，在少数民族服饰穿着中尤为常见。裤装

配长上衣再配上披风，上衣配短外套再配上围裙短

裤等形成了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着装效果。在排舞

比赛中《蒙古人》、《瑶族姐妹爱中华》和《摆摆摆》

等具有民族特色舞蹈，其着装都是采用上下搭配。

民族服饰色彩的应用在民族风格服饰设计中亦是

常用手法，服饰色彩能够体现与区别不同地域的风

俗文化。［７］例如：黄色在我国古代象征着权力与威

严，是专属帝王的色彩；红色在中国被广大世人喜

爱，其颜色浓郁、热烈具有喜庆的效果。在进行中

国的民族风格服饰设计的时候，排舞服饰设计师多

选用不同色相、明度、纯度的红、黄、绿、蓝或黑、金、

银等颜色。在服饰配色中尤其注意对比与调和之

间的关系，因此民族服饰色彩的搭配方法，多采用

对比色的合理运用，类比色的和谐使用以及多种色

彩比重不同的运用等来凸显民族服饰色彩特性，用

以达到吸引人们眼球的效果。民族图案的运用是

民族风格服饰设计的常用手法之一，民族图案不仅

能体现民族文化与内涵，而且也具有装饰和审美的

作用。在排舞服饰的图案设计中，服饰设计师常使

用的民族图案有龙纹、凤纹、团花、鱼纹、植物纹等

图案；民族图案可用于服饰的某些部位，例如领口、

袖口、门襟、背部、下摆等处，使其具有凸显强调的

作用。

民族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本文从排舞服饰中民族风设计的目的出发，总

结了民族服饰的款式、色彩、材质和特色图案的特

征，并对其设计目的进行了探讨。民族服饰独特风

格与排舞运动的结合，不仅对排舞运动自身的发展

具有推动作用，同时也使民族服饰得到了更好地传

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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