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诺族砍刀布在服饰中的应用研究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李欣慰 贺阳 

摘要： 基诺族是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 ,其服装款式简洁，特色织物“砍刀布”亦有着符合现代

审美的特征。本文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基诺族服饰藏品为依托，研究砍刀布在基诺

族传统服饰中的应用，并试将砍刀布这一传统织物运用在现代休闲背包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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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JINUO’KANDAO-FABRIC IN THE CLOTHES&ACCESSORIES 

Abstract:The Jinuo ethnic people, a unique ethnic group in Yunnan Province, 

whose clothing style is simplicity.The KanDao-Fabric also remains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cultural flavor.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Ethnic Costumes Museum of BIFT ，exploring of the Jinuo ethnic 

origin and their traditional clothing styles .I try to design a series of 

backpacks according to the 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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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诺族服饰有着男子"麻布短衣裤,以红黑藤篾缠腰及足",女子"麻布短衣筒裙"的习俗,其特色织

物砍刀布的织造也保留着古朴的文化风貌,色彩搭配简洁淡雅，因其特殊的视觉效果成为基诺族的

显著标识,是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他们将生活习俗、文化与宗教观念融入到了砍刀布及传统

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特殊审美与精神内涵。 

一．基诺族的历史与文化 

基诺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乡及四邻的山区（图 1），是当地的

古老民族，基诺乡过去称为基诺山。“基诺”是他们的自称，过去汉语多音译为“攸乐”，意为“跟在

舅舅后边”，引申意为“尊崇舅舅的民族”。基诺族无本民族文字，使用基诺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彝语支，主要从事农业，其经济作物是茶。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基诺族人口有 22124

人。 

    

          图 1：基诺族分布区域图                              图 2：陈海汶基诺族服饰摄影                  

基诺族宗拜太阳，从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能体现他们的信仰，例如上衣的背后、帽子和挎包上常

绣有太阳的图案，太阳鼓则是民俗活动中重要的法器。基诺族认为万物皆有魂，就算是谷子也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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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所以吃饭时饭要留一些在甑子里，就算是没有吃饱也不能将饭盛尽，因为一旦甑子空了，谷魂

就会飞走，人也就没有食物了。这与苗族服饰中常用的“留白”手法存在着相似的生活哲学，在苗

族服饰中常常会发现没有完成的蜡染或刺绣，一说是为了自己来世可以认得刺绣针法；二说是为了

表达一种延续不断的意愿，可见西南少数民族的古老思想体系中有着相通之处。 

二、基诺族砍刀布的来源与工艺 

1.基诺族服饰及砍刀布的来源 

基诺族人口较少,基诺山各个自然村之间的服饰有着细微的区别，但都有运用砍刀布来制作服

饰的习俗（图 2）。砍刀布是基诺族制作传统纺织品的基本布料，用腰机手工纺织而成，因织造时

用砍刀式的木板将纬线推紧而得名。通过查阅基诺族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例如杜玉亭、杨德鋆、

邓启耀、郑晓云等的著作和论述，关于基诺族服饰与砍刀布的起源有以下比较典型的三种说法：第

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女神“阿莫小白”的传说。基诺族将创世者阿莫小白奉为女神，人们模仿她的装

束用砍刀布缝制了白色的三角尖帽和衣裙，成为了基诺族的代表性服饰；第二种说法是来源于“巴

里”（恋人）的传说。基诺族小伙子在拯救心上人的过程中双方服装上留下了痕迹（例如红色条纹

的血迹、黑色条纹的木炭痕迹），后世男女为了纪念他们将这些痕迹装饰在服饰中，这也是砍刀布

的色彩来源；第三种说法是来源于图腾崇拜的相关传说。衣身所镶各色布条分别代表不同的祖先之

灵:镶九条是纪念男性祖先, 镶七条是纪念女性祖先。此外布条的镶嵌也起着耐磨、加固的作用，

保护砍刀布的边缘减少磨损。早期基诺族的服饰中装饰纹样较少，以素色条纹砍刀布为主，随着和

周围少数民族的沟通与交流，砍刀布上也渐渐增加了刺绣作为装饰。 

2.砍刀布的工艺 

（1）织造：基诺族妇女善于纺织，农闲时常常席地而坐织造砍刀布。织布时她们将经线的一

端绑在自己的腰上，另一端绑在对面的两根木棒上，纬线绕在竹木梭上。她们用双手持梭在经线间

穿行，每次穿梭都用砍刀式的木板推紧纬线，砍刀布也因此得名。砍刀布的底布为手捻粗白线，纱

线经过米汤上浆变得挺括，虽不润滑，但却厚实耐用。砍刀布最初以素白色为佳，后来渐渐加上了

粗细不一的直纹条饰。 

（2）染色：砍刀布织锦线的染色工艺有其独特之处，均为植物染色。例如染黑(青)线采板蓝

根鲜叶泡化去渣，加入石灰水制成蓝靛染液，线的颜色深浅随浸泡次数和时间而定；染黄线采鼠鞠

草与线同煮；染绿线采一种藤“阿纽克帕”和一种树“资夺帕”的鲜叶与线同煮，加石灰水少许；

染红线用“阿纳切”树根、“朴腊突”树皮和红高粱壳，加石灰水与线同煮。所有的颜色都取自当

地的植物，与当地环境息息相关，这也是形成砍刀布独特色彩的重要原因。 

 （3）构成：砍刀布色彩构成有着稳定、和谐的美感，其色调质朴、形式简洁，有强烈的辨识

度和浓郁的民族特色。砍刀布上的条纹有宽窄之分，宽纹以强烈的对比色配置，常为等距的黑、

红、蓝进行排列，具有明快的风格（图 3），常用来制作女子上衣；窄纹砍刀布则与相关同类色

形成了典雅、协调的格调，常以未经漂白的白色棉线作为主色，色彩偏向象牙白和米色，这种纯

净的底色可将不同的色彩统一其中，产生和谐明快的效果，其色彩运用充满着现代设计的原理（图

4、5、6），常用来制作女子三角帽、男子服装和挎包。砍刀布的条纹分布排列有序，遵循着简

单的重复，间距的变化产生了节奏和韵律的形式美。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三、基诺族砍刀布在服饰中的运用 

砍刀布一般用来制作基诺族的日常服装、帽子、挎包还有葬礼用的“孝布”。由于砍刀布是使

用腰机织造，布幅会有宽度的限制，一般宽约 20-30 厘米。在对砍刀布服饰长期穿着的体验中，

基诺族妇女掌握了砍刀布图案分布在服装上的视觉规律，因此在织布时就对条纹和色彩作了巧妙的

安排。凡是可织出来的图案均在织布时织在布上，按照设计好的使用部位来安排织物幅宽、色彩和

条纹分布，因此布料有上衣布和裙子布之分，一般不可混用。 

1.砍刀布在基诺族女装中的运用 

基诺族女装分为上衣、胸兜、筒裙、帽子和绑腿。上衣叫“柯突”、胸兜叫“撒拍”、帽子叫

“乌妞”。其女装和三角尖头帕的传说是模仿创世女神“阿莫小白”的服饰，用民族服饰来记录历

史的符号功能,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中都极为普遍。柯突为无领对襟的开衫，上半部分用黑布、蓝

布或白布，开衫下部拼接砍刀布或各色条状拼布，称这部分为“色特”；肘、臂、袖口是对称的彩

条；上衣背部缝一块约 3 寸见方的白布，上面绣有圆形太阳花式图案或是红白两色的长方形拼布。

图 7 为基诺族砍刀布镶彩条女上衣，藏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编号为 MFB002548）。

衣身上部分为黑色棉布，下部分拼接彩色宽条砍刀布，其布幅宽 28.8 厘米。整件上衣的款式结构

简单，但色彩丰富，衣身肩部及两袖装饰彩条，拼缝针脚细密整齐，与砍刀布上的彩条相互呼应，

五色斑斓。 

  

    图 7：基诺族砍刀布镶彩条女上衣         图 8：基诺族砍刀布镶彩条女上衣结构图 

基诺族妇女下身穿筒裙,长过膝,下半截用汉族织的黑布做成,腰部是格子织纹的砍刀布,布幅宽

度为 22 厘米，整条裙子是用两种布拼缀而成，单层无衬里（图 9）。下摆和单侧裙边镶拼多色彩

条，与上衣装饰相呼应，装饰细密的倒三针。围合穿着时两端交叠于腹前，镶有彩条的一侧在外，

使前中部条纹装饰更加鲜明。上世纪 50 年代前基诺族妇女均穿筒裙而不穿裤子,她们在小腿上裹上

黑色的绑腿布。 

  

      图 9：基诺族砍刀布镶彩条女裙         图 10：基诺族砍刀布镶彩条女裙结构图 

2.砍刀布在基诺族男装中的运用 

 基诺族的男子服装分为上衣、裤子和包头，上衣叫“柯突”、裤子叫“勒作”、包头叫“乌

托”，整体采用白色砍刀布制成。柯突为无领对襟砍刀布小褂，单层无里。图 11 为基诺族砍刀布

男子上衣，藏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编号为 MFB004968。此件砍刀布上衣通袖长 140

厘米，衣长 53 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面料拼接，前襟自然敞开，领子用黑色棉布包领边。衣背中

央缝缀一块方形黑布，上面用彩色绣着一朵圆形图案的花，周围有放射状线条，似太阳光芒四射圆

形图案由中心往外展开。基诺族称这块绣花黑布为“波罗阿波”，汉语意为太阳花或月亮花，也称“孔

明印”，是基诺族男子成年的标志,具有村寨族徽的功能,也只有穿上这种衣饰，才有谈情说爱的权



利，参加男女青年的组织和活动。（图 12、13） 

     

           图 11 基诺族砍刀布男上衣                  图 12 砍刀布男上衣太阳刺绣  

     

             图 13 男子上衣穿着图              图 14 基诺族砍刀布男裤  

男子裤子称为“勒作”,是一种由红黑色细条纹砍刀布制成的宽腰裤，裤筒与裤子的上部分相

连，缝成满档裤。图 14 的馆藏编号为 MFB004969，裤长 86 厘米，左侧开口结带系于腰间。裤子

前后都垂有兜裆布，按照预先设计的宽度织造，前长后短，保持着早期男子着装的遗俗，是服装形

制过渡的体现，反应出男下衣由兜裆布像裤演变的过程。此裤看似形式简单，但前后裤片均捏有腰

褶，中间加档使得结构合理。裤腿分成上下两段，面料的织向不同（图 13）。 

       

          图 15 基诺族砍刀布挎包          图 16 基诺族砍刀布三角帽 

3.砍刀布在基诺族配饰中的运用 

 基诺族砍刀布用在配饰中主要制作挎包（图 15）、三角帽（图 16）。图为基诺族男子单肩

挎包，馆藏编号为 MFB004969，是由砍刀布和各色棉布彩条拼缀而成，款式简单，没有图案装饰，

结实耐用。男式包突出线条的运用,在白色的粗布上运用横、竖条纹作为装饰;女包上则会有刺绣和

花纹装饰。 

砍刀布的布幅宽度影响了基诺族服装的结构，上衣和裤子面料有着固定的拼接方式，造就了基

诺族特殊的服装款式，从而形成本民族的着装风格。例如女子上衣的衣身通常由砍刀布和深色棉布



两部分拼接而成，这也是基诺族女子常穿着的固定款式。在制作如挎包的背带、裤子的兜裆布等较

窄的布料时，则可直接织成适当的宽度，无需剪裁。这样不仅能最好地实现设计意图，而且避免了

浪费。 

4.砍刀布的创新设计 

   （1）砍刀布的实用性：砍刀布目前仅作为制作基诺族传统服饰的面料，在现代服饰品中鲜

有出现，但从审美及材料属性方面，砍刀布都有着很大的优势可以融入到符合现代生活的新产品

的设计中。砍刀布独特的色彩搭配具有现代美感，其色彩构成运用大面积的浅色、小面积深色与

低饱和高明度的色块进行搭配，由于色块间有着明显的边缘，因此产生了平衡、安静的视觉效果。

砍刀布的纱线经过米汤上浆，布料挺括并且厚实耐用，可作为休闲背包的面料使用，其简洁的条

纹分布和配色使得箱包可以在日常休闲的场合中易于搭配。砍刀布由天然纤维织造，有着透气排

湿的属性，采用植物染色，亲肤无害，亦贴合健康生活的理念，可制作适合现代生活穿着的服装。 

  （2）砍刀布双肩包的设计：笔者试将砍刀布运用在现代双肩背包的设计实践中，主要运用到

了砍刀布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砍刀布中的色彩搭配；二是直接将砍刀布作为背包的面料。以

下是以砍刀布作为来源进行的背包设计：背包的肩带、包口、提手和包底等部位运用了砍刀布的

中的裸粉及深青色。背包的大面则直接采用了砍刀布作为面料。背包整体采用同类色的搭配，色

彩更加和谐，保留了砍刀布的显著特征。（图 17、18、19、20）。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结语： 

砍刀布深植于基诺族人民的生活之中,直接为生活服务。在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基诺族的服饰

面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砍刀布也因制作过程复杂而渐渐在生活中疏远，但基诺族在运用砍刀

布时的“节用”原则与织造时对造物整体的规划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其独特的色彩搭配也能够运用

到符合现代生活的产品设计中，例如服装和休闲背包的设计。如果能从设计的角度将砍刀布运用在

符合新的生活环境的服饰品中，给予传统工艺以新的希望，或许是创新设计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杜玉亭：基诺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出版，第 5 页。 

[2]邓启耀.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出版。 

[3]方媛媛：基诺族的传统服饰与变迁 ，全球化背景下的云南文化多样性,2010 年 7 月，第 148 页。 

[4]尹睿婷：基诺族服饰与织锦探究.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30-33。 

[5]孙绍洁：伴随一生的基诺族阿西氏族服饰.中国市场.2011.(12). 

图片：  图 2：陈海汶：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年 4 月出版。 

        图 3、4、5、6、7、9、11、12、14、15：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图 13、16 来自龚正嘉、刘建明：云南少数民族服饰与节庆，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 年出版，第 81-82 页。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CZG201148076&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