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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听到安丽哲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作为指导老师的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她三年博士生涯刻苦
努力的见证，也是参与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一个成果。
这是一本建立在翔实的田野考察基础上，采用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完成的非常有价值的专著。
专著从关注全球化发展与地方性文化变迁的关系出发，从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人的关系出发，从关注长角苗女性的教育及文化生活出发，以长角苗人的服饰以及制作服饰
的女性们为对象，侧重研究和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研究服饰背后的人的生存状态　　该书开头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中，我们忽略了什么？
”一方面长角苗人的文化被政府纳入到了生态博物馆中，力图将其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下来。
但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文化遗产拥有者们，却渴望将自己从制作传统民族服
饰中“解放”出来，这是为什么？
　　长角苗服饰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主要是女性，关注文化传承者的感受与想法是本书侧重的重要方面
，因为传承者的生存状况与态度决定了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
对于一个成长中的长角苗女性而言，在结婚之前，其主要的“社会责任，，就是集中进行学习并实践
这些制衣的技能为主有关服饰的教育是传承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
当一个长角苗女孩结婚的时候，她作为一个本民族观念中合格的妻子和母亲所需具备的各项技能都已
经训练完成。
结婚之后就要为自己的丈夫、孩子、婆婆以及自己制作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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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苗族服饰上的纹样被称为“穿在身上的文字”，如何解读这些历史传承中的“文字”，是该书讨论的
一个核心问题。
作者运用实地观察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在服饰本体方面，分别对长角苗人服饰文化特征、族源
考证、现代民族服饰类型、文化传播与服饰演变、仪俗中的服饰、几何纹样的文化解读、传统服饰纹
样制作工艺与现状等多方面展开讨论；在长角苗的服饰主体方面，分别就社会性别关系与价值取向、
文化教育观与服饰传承、现代长角苗大众从传统劳动中解放的愿望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文章最后总结了民族服饰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民族服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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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丽哲，1978年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韩
国庆尚大学中文系，2007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艺术学博士学位；现工作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
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

先后参与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
以及国际大型合作项目“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民间社会对比研究”的子课题“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艺的
传承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工作，承担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影像编辑与撰写工作。
至今发表了《陇戛长角苗妇女的服饰文化》、《对山地文化保护的思考》、《苗族服饰纹样的生活化
解构》、《古老的手工绘染技术》、《苗族服饰纹样的符号解读和文化功能》、《景德镇陶瓷行业追
踪调查》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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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雨天劳作或者平日里进行重力劳动的时候，一天可能会穿破三四双，所以许多人在干活的时候干
脆脱去草鞋，光着脚进行劳作。
故在周围民族的印象中，长角苗男性除了节日或者重要活动时候穿草鞋，平日里并不穿鞋。
　　草鞋还有一种特殊样式，就是花草鞋，这是“跳花坡”的小伙子们的专利，与平时寨子里面中老
年男子的草鞋不大一样，一般草鞋是直接用稻草以及棕榈皮来做的，而花草鞋都是抽稻谷草的芯子来
打的，因为芯细，打出来会比较好看。
抽出芯子后再棰蓉，然后慢慢搓，搓成索子，慢慢打，然后挂在房后让每日的露水打、太阳晒，就变
成白色的了，这样做出来的是精致的白色草鞋，非常漂亮。
这个草鞋对于小伙子们来说，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草鞋不仅具有保护脚板的功能，还具有许多社会功能，比如说传统的绣花草鞋是青年男女定情的
一种信物。
小伙子在跳坡的时候看上哪个姑娘就会跟她要来她的铜项圈戴，戴几天就还的说明两个人没有下文了
，但是在戴了3个月以上的时候就说明小伙子对这个姑娘是非常有决心的，这个时候就该去还这个铜
项圈了，到姑娘家去时不能空着手，腰里得别着几双花草鞋来送给姑娘当做定情信物，如果姑娘也愿
意，就绣一对绣花荷包给小伙子，这样就算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进行婚姻事项的讨论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男人们的脚上渐渐都替换成了从市场上买来的胶鞋，穿草鞋
的人越来越少了，作为青年们信物的花草鞋也渐渐替换成了市场上买来的球鞋等。
然而草鞋作为男子丧葬服饰的一部分，从来没有改变过。
　　（2）钉子靴。
钉子靴是用于冬季穿的，主要由牛皮或者青色麻布制成，靴底钉有12颗钉子。
以前寒冷的季节，长角苗男子都是穿这种靴子，在其他的季节一般都是光脚或者穿草鞋。
这种靴子底是钉钉的，因为长角苗都住在山坡上，在阴雨连绵的冬天坡度很大而且又滑，穿带铁钉的
鞋子可以防滑，但是据老人们讲，这种钉子靴穿起来并不舒服。
从20世纪60年代起，鞋底带胶钉的胶鞋进入长角苗人的生活，逐渐替代了传统的钉子靴。
在80年代之后，寨子里已经基本看不到年轻人穿传统钉子靴了，只有少数男性老者仍然穿着此类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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