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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袍逐渐成为了藏区民众的主流服饰。

到 了 元 明 时 期 ， 藏 区 政 教 合 一 的 政 权 体 系 逐 渐 巩

固，服饰作为体现阶级和身份的重要象征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明代藏区的帕竹政权即针对藏区服饰的穿着进行

了明确严格的规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充分延续

和扩充，给后续藏区服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 代 藏 区 噶 厦 政 权 吸 收 了 前 代 政 权 以 及 清 政 府 关

于服饰制度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历年的季节变化确立了

相应的换装时间，上层社会的贵族和官员们需要在预定

的换装时间举行极为隆重的仪式和典礼，从而庆祝换装

节令的来临。噶厦政权时期主要采用花毡、狐裘、黑狐

皮等名贵材料作为上流社会贵族服饰的面料，服饰色泽

多为深蓝、青色、深绿色，在形制方面则发展出了织巾

帽、“索夏”帽以及褚巴大袍等多种独具民族特色以及

民族风情的类型。

（二）藏族服饰的主要文化特征

1、地域性

藏 族 主 要 分 布 于 我 国 西 藏 自 治 区 、 青 海 省 以 及 四

川、云南、甘肃等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自然气候条件

往往较为恶劣，地形地势也较为复杂，给当地民众的生

存带来了一定的考验。 [2]因此在藏族服饰的发展过程当

中，其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趋势往往也需要与地域特性相

适应，例如在藏族服饰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大襟、

束腰的特点，从而为游牧环境下存放水袋和干粮提供了空

间。此外，由于藏区大多处于高原地带，日温差较大，因

此在天气较热的正午可较为便捷地将臂膀袒露在外，使

藏族服饰设计理念的发展与当地气候条件相适宜。

从另一角度上来说，藏区服饰的制作面料大多以动

物皮毛为主，辅以棉麻、丝绵等材料，同样也与藏区民

众游牧生活方式乃至当地地域环境特征息息相关。

2、艺术性

除 了 显 著 的 地 域 特 征 之 外 ， 艺 术 性 特 征 也 是 藏 区

服饰文化的主要外在表现之一。藏族人民以其独特的艺

术 审 美 融 入 到 了 服 饰 设 计 当 中 ， 利 用 鲜 艳 多 样 的 红 、

白、蓝、绿等色彩对服饰进行点缀，使藏族人民纯洁热

情的民族性格显著表现在了服饰的设计及其文化的发展

当中。例如在藏区人民重要节日当中所穿着的“松巴”

鞋，即采用了极为大胆的色彩配合严谨密实的绣花边设

计，使鞋面最终呈现出的视觉效果极为华丽美观。

另外，作为藏族服饰艺术性的另一表达渠道，服饰

当中的纹饰同样也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藏区人民综合运

用刺绣、镶边等手段，在服饰表面缀上动物、植物、星

辰以及宗教符号等纹饰，深层次反映出了藏区人民在日

常生活与劳作过程当中总结出的审美情趣，具有较为显

著的艺术性特征。

3、民族性

作为藏族民众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藏族服饰文

化的发展是伴随着藏族的历史发展不断前行的，独具特

色的藏族服饰不仅具有极强的辨识度，更能够显著展现

出藏族人民集体的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认同感，已成为藏

族民族文化当中的重要一份子。

藏族服饰文化当中蕴藏的旅游价值

（一）反映藏族发展过程当中的民俗风情

随 着 时 代 的 不 断 发 展 和 变 化 ， 民 族 区 域 旅 游 开 发

已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实现传统民族文化传

承与保护的重要策略。作为藏族民族文化当中的重要一

环，藏族服饰文化反映着几千年以来藏族发展过程当中

逐步形成的独特的民俗风情以及民俗特征。通过对藏族

服饰文化进行实地探索和研究，能够进一步强化游客对

于藏族文化的理解，不断提升藏区对于游客的吸引力，

使旅游文化价值得到更加显著充分的体现。

（二）展现着巧妙丰富的民族审美

针对藏族服饰文化进行探索，能够引领游客进入一

个崭新的审美领域以及审美世界，让他们能够从更加新

颖的视角来认知艺术和认知美，从而有效丰富和拓展游

客的视野和见识，为促进藏族艺术文化的持续化发展营

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基础。

（三）承载着明确具体的社会需求

由于藏族服饰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其往往

也承载着较为明确和具体的社会需求。针对藏族服饰文

化进行了解和认知，能够从一个特定角度对于藏区民众

的日常生活进行切入，使游客能够明确藏区民众在某一特

定时期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形态，为历史学、社会学

以及服饰设计学的研究提供更加宝贵的素材与参考。

现阶段藏族服饰文化资源开发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传统的藏族服饰文化受到了

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对藏族服饰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同样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生存环境与生产关系的变革

首先就是生存环境以及生产关系发生了更加显著的

变革。相较于传统的藏区民众生产生活方式而言，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藏区的不断开发，普通民众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逐步脱离了传统社会当中恶劣的

生存环境以及生活方式，这就导致藏区服饰的传承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