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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蒋翠莲）随着

天气转暖，拉萨街头的服装店摆出了

适合春夏季节穿着的藏装，前去定制

和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市民

对藏装的需求和要求都有所提升，店

铺里的藏装款式种类繁多，穿藏装成

为一种新“潮流”。

日前，记者来到神力时代广场的

某藏装店，店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

藏装，长袖、短袖、带花边的……各种

款式应有尽有。货架上，用来制作藏

装的各种布料琳琅满目，供顾客根据

自己的喜好定制藏装。

“我们店里藏装的款式比较新颖，

面料和花式也比较丰富，价格在 300 元

到 2000 元不等，具体价钱要看用料选

择 及 做 工 的 精 细 程 度 。 随 着 夏 天 的

到 来 ，到 店 里 定 做 藏 装 的 客 人 会 相

对多一些。”商户次拉告诉记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

美 也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就 藏 装 而

言 ，从 原 来 定 制 一 套 藏 装 穿 一 年 ，到

如 今 每 年 根 据 季 节 变 化 、时 尚 走 向 、

不同场合定制多套藏装，人们对藏装

的要求，在质和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

提高。

“这几年，顾客对藏装面料的要求

都比较高，女士一般更倾向于选择真

丝和绸缎；男士大多会选择毛料或者

棉麻类的布料；年轻人比较喜欢颜色

鲜艳的藏装；年纪大一些的往往中意

颜色深一些的布料。”次拉一边说，一

边向记者展示店里藏装的款式，“总的

来说，顾客都喜欢款式新颖又适合日

常生活的服装，满足大家对新潮和传

统的双重追求。所以，我们店也会做

一些偏时尚的款式，用创新的方式吸

引顾客，扩大产品的销路。现在天气

暖和了，我们也把春夏的服装都摆了

出来，最近来定制藏装的顾客很多，店

里生意也比较红火。”

在藏装店内，顾客兴高采烈地挑

选着自己喜欢的藏装，商家则耐心地

为 每 一 位 顾 客 讲 解 服 装 的 布 料 和 工

艺。在这些顾客中，还有很多是特意

从外地过来买衣服的，来自林芝的次

仁拉姆就是其中之一，她希望可以购

买到心仪的衣服，“换季添新衣已经成

为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这次我想

做一套短袖藏装，等着夏天过林卡时

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本报拉萨讯（记者 蒋翠莲）在雅

砻文化旅游节“雅鲁藏布”现代藏装服

饰秀上，“泽帖尔”纺织技艺服饰的展

示惊艳四座。

“我穿的这件服饰，是在民族服饰

原本的基础上，融合了一些现代元素，

这样不仅保留了民族特色，还更具设

计感，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很好地传承

和发扬了传统文化。”模特央拉说。

据 自 治 区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巴 桑 介

绍，“泽帖尔”是山南市泽当镇独有的

绒毛哗叽纺织产品，距今已有 1300 余

年的历史。在西藏和平解放前，“泽帖

尔”是专供高僧大德及达官显贵制作

服饰的贡品面料。“‘泽帖尔’源于民

间，如今也回归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

生活中。”

“传统‘泽帖尔’技艺只有乃东区

泽当镇的手艺人才掌握，曾一度濒临

失传。2008 年，挽救和传承濒临失传

的‘泽帖尔’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正式

启动。从此，新老艺人全力接过传承

接力棒，使‘泽帖尔’技艺重新焕发生

机，并成为群众编织幸福生活的独门

绝活。”巴桑说。

2008 年，巴桑创办了西藏山南市

乃 东 区 民 族 哗 叽 手 工 编 织 专 业 合 作

社 。 优 化 选 料 、改 进 创 新 工 艺 、聘 请

专业设计师，合作社紧跟时代发展的

步伐，探索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的 路 径 ，融 合 民 族 特 色 和 时 尚 元

素 ，赋 予 了 藏 族 服 饰 以 新 的 内 涵 ，打

响 了“ 泽 帖 尔 ”品 牌 在 国 内 外 的 知 名

度。从此，“泽帖尔”纺织技艺成为了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的 又 一 个 途 径 。 2020

年，合作社总产值达 920 万元，实现利

润 300 万元，稳定就业 132 人，人均增

收 3.2 万元。

“希望通过此次现代藏装服饰秀，

把我们山南的优秀传统服饰和纺织非

遗文化展示给大众。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结合当下的潮流和时代的发展，

传承和发扬好纺织类非遗传统工艺，

设计出更贴合群众日常生活的现代藏

装服饰，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山南，走向

全国乃至走向世界。”巴桑说。

行 走 在 拉 萨 街 头 ，你 总 能 看 到 不

少穿着藏装拍摄旅拍的美丽姑娘，也

能看到穿着藏装，笑着看着她们的当

地居民。

笑意中，透着满满的自豪与欣赏。

藏装，藏语“曲巴”。它的产生与

发展和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气候条

件 、生 活 及 生 产 方 式 有 着 密 切 联 系 。

西藏地域辽阔，由于自然条件、环境、

气候不同，各地的服饰也存在着或多

或少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服饰具有各

自鲜明的特色，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

的西藏服饰艺术。

藏 装 品 种 多 样 ，可 分 为 长 袖 高 领

衬 衣 、宽 腰 粗 布 衬 裤 、布 袍 、无 袖 袍 、

坎 肩 、围 裙 、腰 带 、靴 、帽 等 。 因 地 区

之 间 的 差 异 ，不 同 地 区 的 藏 装 在 用

料 、工 艺 上 差 别 较 大 ，但 样 式 上 大 同

小 异 ，厚 重 保 暖 、宽 大 肥 腰 、长 袖 长

裙，是藏装的典型结构。

据西藏民族服饰文化研究院院长

李 媚 介 绍 ：“ 藏 装 服 饰 具 有 悠 久 的 历

史 ，由 于 地 理 气 候 和 从 事 的 职 业 不

同，构成了多种衣饰类型。从地域来

看 ，可 区 别 为 农 区 和 牧 区 类 型 ，从 身

份来讲，可分为平民、僧人、达官显贵

等不同等级，这也是当时社会阶级突

出的外在表现。”

山 南 市 克 松 社 区 70 岁 的 老 人 多

吉回忆说：“在旧西藏身为农奴，只有

质地粗糙的氆氇做成的藏袍可穿，穿

在身上很扎人。晚上睡觉则盖着藏袍

直接躺在地上。而经济基础雄厚的贵

族 ，则 会 选 用 更 加 稀 有 名 贵 的 布 料 、

制作更加精细，还要配上很多昂贵的

首饰。”

变 化 总 在 顺 应 潮 流 中 悄 然 发 生 。

近 年 来 ，藏 装 经 过 改 良 ，在 保 留 了 传

统的同时，采用了各种各样轻盈的布

料和适应潮流的配色，给藏装增添了

新的时髦元素，带来了更多的活泼与

朝气。

“传统藏装穿起来不够方便，很多

年 轻 人 不 喜 欢 ，他 们 更 喜 欢 有 特 色 、

有现代设计感的藏装。传统的藏装，

大 多 是 将 衬 衣 和 坎 肩（或 长 的 无 袖

裙）两 部 分 分 开 ，穿 着 比 较 麻 烦 。 现

在 ，我 们 把 二 者 合 为 一 体 ，既 方 便 又

显 得 美 观 大 气 。”拉 萨 某 藏 装 店 店 员

其米说。

藏 装 的 改 良 ，源 于 人 们 不 断 改 善

的生活环境和不断提升的审美要求。

以拉萨藏装为例，以前在系腰带的时

候，要在后腰打出漂亮的褶子。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流 行 的 新 样 式 ，则 不 用

另 备 腰 带 ，裙 子 上 缝 制 了 腰 带 ，一 绕

过来便可，裙子也自然形成，既美观，

穿起来也方便。随之而来的是面料的

改头换面：花样繁多的面料和数不胜

数的颜色，给拉萨藏装带来了新的时

髦和朝气。

除 了 迎 合 消 费 者 不 断 提 升 的 需

求 ，藏 装 店 也 越 来 越 重 视 品 牌 效 应 。

在八廓街上，记者看到“阿佳娜姆”等

不少品牌商店。无论从品牌名称、标

识设计还是服饰本身的设计，都充满

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元素时装品牌“怡嗡”，取自藏语

“怡嗡玛”，意为“心仪的女子”。正如

创 立 人 根 确 扎 西 所 说 ：“ 怡 嗡 的 发 展

之路虽不是一帆风顺，但爱和对梦想

的 信 念 一 直 是 我 们 品 牌 的 底 色 和 气

质。”这几年，他在极力探索如何将传

统 的 审 美 与 现 代 时 装 的 时 尚 结 合 起

来。根确扎西希望通过西藏元素时装

去激发人们追求美，找到自我风格。

随 着 微 商 经 济 的 发 展 ，不 少 藏 装

店也走上了微商的发展道路，体现出

藏族服饰文化的与时俱进。

“我们店里所有藏装价格都不贵，

料子和质量您都可以放心。”近日，记

者 联 系 到“ 沃 达 金 ”藏 装 专 卖 店 的 一

名微商代理人措姆。客户不用到现场

量身定做，只要在微店平台选择自己

喜欢的样式，报出自己的身高、体重、

肩宽等数据，就可以买到合身漂亮的

藏装，省去了来回奔波的成本。措姆

说：“我们店里每一个型号的服装，都

有 相 关 参 数 ，包 括 衣 长 、肩 宽 、袖 长 、

胸围等，顾客报出自己的身高体重等

数 据 ，买 到 的 衣 服 就 是 合 适 的 ，而 且

我们的价格也会略低于实体店。”

上身穿着红黑色条纹坎肩，下身围着过膝

筒裙，腰间、脖子上佩戴有绿色的珠串，初见珞

巴织布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亚夏，她穿着珞

巴族特有的民族服饰，笑容满面地在特色产品

售卖店里招呼四方来客。

珞巴族过去以刀耕火种、采集狩猎为生，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珞巴人学会了纺纱织布，用

植物染料为毛线着色，织成坎肩、上衣、筒裙等

衣物。

“珞巴族的女装看上去显得非常隆重。服

饰一般以红、黑、白、黄四色为主，配有腰饰、耳

鼓、手镯等多种装饰物，有的服装饰物的重量高

达一二十斤，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相较而言，珞

巴族的男装就简单多了，以黑色毛毡衣服为主，

配饰有斗篷、腰带、帽子以及兽骨制成的珠状粗

链子。”

“以前生活条件不好，那时候做衣服主要是

为了御寒和保护身体，能穿就行，不讲究是否美

观 、舒 适 。”亚 夏 告 诉 记 者 ，“改 革 开 放 后 ，珞 巴

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同其他民族一样，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条件好了，能吃饱穿暖

了，人们在满足实用需求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对

天 然 材 料 进 行 进 一 步 加 工 。 对 男 女 服 饰 的 色

彩、质料、配饰都进行了改良。”

改良后的珞巴服饰材质更为柔软，色彩更

加 靓 丽 ，无 论 男 女 ，大 家 都 喜 欢 系 一 条 配 色 考

究、织有各种图案的腰带，用来悬挂小刀、火镰

以及用铜、贝制作的饰物。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珞巴服饰的传承面临着巨大挑战。

“我们离现代越近，就离传统越远。”珞巴服饰的非遗传承人达娃说道，“由

于大家都走出了大山，接触到了款式新颖的现代服饰，珞巴服饰也慢慢不那么

受百姓喜爱了。”

为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2007 年，珞巴服饰开始了“生产+传承”的改革模

式。那一年，南伊乡才召村仅剩的几个会制作珞巴服饰的村民受米林县委托，

开始招收学徒，并陆续招收了 10 多个女学徒；2008 年，珞巴服饰被列为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娃还带头组建了合作社，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南

伊乡全面启动珞巴族文化保护工作；2012 年，珞巴服饰传承迎来了春天，这一

年，“西藏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综合项目”在林芝市率先试点。这个项目为珞

巴服饰传承带来了资金扶持、市场资源和生产技术；2015 年，在县、乡妇联的支

持帮助下，亚夏也带领全村 22 名妇女成立了米林县圣地南伊沟珞巴织布农民

专业合作社，并聘请老一辈织布技艺传承人授课，如火如荼地把珞巴服饰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开展了起来。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更喜欢穿舒适方便的流行服饰，但是我们珞巴

的传统文化不能丢，一定会想尽办法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

在一大批民族服饰保护者的坚守和努力下，如今的珞巴服饰，历经发展、

沉寂、保护和传承，依然在雪域灿烂盛开，耀眼夺目。

阿 里 地 区 普 兰 县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和人文风情孕育出了普兰独特的

历史文化。普兰“宣”服便是普兰独

特历史文化的代表之一。目前，传承

百 年 的 普 兰“ 宣 ”服 存 世 不 足 30 套 ，

只在每逢节日盛典时，才被穿戴。

“ 在 古 格 王 朝 遗 址 ，可 以 看 见 留

存上千年的壁画，在上面可以找到我

们的‘宣’服。”普兰县科迦村村民仓

觉卓玛是 3 个孩子的妈妈，她和母亲

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到来，她和

村子里的另外几个姐妹拿出了珍藏

多年的“孔雀服饰”。这种服饰只有

科迦村有，而科迦村也只有 7 户人家

才有。

约 莫 20 分 钟 的 时 间 ，她 们 穿 戴

好自家的宝贝，缓步走来。只见女子

头戴平展的羽翼型头饰，面部被成串

的珠翠宝石遮住，大串的装饰品悬于

胸 前 ，垂 至 膝 上 ，颇 显 朦 胧 神 秘 ；做

工华丽的披风掩住女人们曼妙的身

材，远远看去，犹如尊贵的王后。

“宣”服饰与藏戏《诺桑王子》中

诺桑王的妃子依卓拉姆飞天的故事

有着紧密关系，被誉为“飞天服饰”。

相传，古代普兰的诺桑王子，在美丽

的孔雀河边建起了华丽的宫殿。在

诺桑王子三百多名漂亮的嫔妃中，有

一个善良的王妃名叫依卓拉姆，因不

堪忍受众嫔妃的嫉妒与迫害，在一个

月圆之夜，化成一只漂亮的孔雀，飞

过茫茫雪山，消失在湛蓝的夜空。崇

尚善良与自由的普兰民众为了纪念

这位贤良的王妃，用自己手工缝制的

藏袍和一串串名贵的绿松石、蜜蜡、

珍珠以及各种宝石做成了这款靓丽

的飞天服饰，代代相传下来。

“ 孔 雀 服 饰 ”只 传 女 不 传 男 ，十

多年前，仓觉卓玛结婚时，母亲传给

了 她 。 不 过 在 她 看 来 ，自 己 虽 然 是

传 承 者 ，但 服 饰 属 于 整 个 家 庭 。 仓

觉卓玛的母亲巴桑格朗指着女儿身

上这套衣服耐心地介绍道：“普兰妇

女 日 常 一 般 穿 棕 色 或 黑 色 藏 袍 ，头

戴‘ 町 玛 ’（棕 蓝 色 彩 线 氆 氇 圆 筒

帽），耳 饰 珊 瑚 、珍 珠 等 串 成 的 十 多

厘 米 长 的 耳 坠 ，最 长 的 耳 坠 约 30 厘

米，相传，这种造型是模仿孔雀。背

部 披 白 山 羊 皮‘ 改 巴 ’背 饰 ，‘ 改 巴 ’

用 毛 色 纯 白 光 滑 的 山 羊 皮 制 作 ，正

部贴有圆形和条纹图案的棕蓝彩色

氆氇，上镶带圆形花纹的粗氆氇条，

象 征 孔 雀 背 部 ，‘ 改 巴 ’周 边 镶 嵌 带

圆 形 花 纹 的 棕 蓝 彩 色 氆 氇 ，比 作 孔

雀的两翼，‘改巴’底部开有三叉，比

作孔雀的尾羽。有的‘改巴’皮面夹

有 色 彩 绚 丽 的 绸 缎 ，更 显 美 丽 多

姿。”

一 套 重 达 几 十 斤 的“ 孔 雀 服 饰 ”

穿在身上，便如旷古辽远时代的惊鸿

一 瞥 ，带 着 远 古 的 浓 重 气 息 穿 越 至

今。即便是国际最顶级的时装秀也

找不到这般奢华的服饰；尚且不考虑

它上百块老蜜蜡、无数颗珍珠、成串

的红珊瑚、数不清的绿松石以及精雕

细琢的真金白银装饰，单是它经历过

上千年的历史沉淀这一点，就已使得

它的价值难以估量。每一件“孔雀服

饰”都不可能一模一样，因为它全靠

手 工 缝 制 ，然 而 每 一 件“ 孔 雀 服 饰 ”

的珍贵程度都是不分伯仲的。“孔雀

服 饰 ”的 拥 有 不 仅 彰 显 了 家 族 的 财

富，更显示出家族的权力和威望。在

普兰民间流传的说法中，只有具备优

良 品 德 、才 智 过 人 、惊 人 美 貌 的 妇

女，才能穿着普兰“宣”服。

藏族服饰：

流动的炫美风景
本报记者 蒋翠莲

靓丽藏装走俏拉萨市场

昔日贡品“泽帖尔”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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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世间的“孔雀服饰”

本报记者 蒋翠莲

图为身着“孔雀服饰”的普兰县科迦村妇女。 本报记者 蒋翠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