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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岞村惠安女服装造型研究

卢志慧，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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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福建省三大渔女之一的惠安女着装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与结合文史资料的方法，追溯

惠安女特殊族群的形成渊源及其特殊服饰文化成因，总结出惠安女着装兼美观、实用于一体，是地理

气候、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以惠安县大岞村惠安女着装为典型

代表，将大岞村惠安女服装形制的百年变迁划分为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前后及新中国成立至今三

个阶段，针对每一阶段的服装形制特征展开研究。同时结合实物测量数据，总结出每一阶段大岞村

惠安女的着装特征及其社会意义，并从中吸取经验，结合现今社会形势，进一步为保护与传承惠安女

特殊的服饰文化寻求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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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lothing style of Hui'an women's dress in Dazuo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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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ress of Hui'an women in Dazuo village as one of the three fishing girls in Fujian province was take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historical data were combined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reason of Hui'an
women group and dress culture． Hui'an women's dress is both beautiful and practical． It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among geography，climate，regional culture and history，etc． On this basis，Hui'an women's dress in Dazuo village
was taken as the typical example，and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clothing shape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time periods:
the period of the later Qing dynasty and the Ｒepublic，the period arou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or clothing shape
features in each period． Meanwhile，measured data were combined to sum up the dress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every period． The essay provides new thought for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special dress culture of
Hui'an women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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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女特指生活在福建惠安县东部崇武半岛与

小岞半岛上的妇女，因地域方位特殊又名“惠东女”。
惠安女属汉族，因其服饰至今仍保留着传统汉族服

饰文化特色而闻名遐迩。目前学术界对惠安女服饰

文化的研究虽不少，但受现代时尚文化的影响，惠安

女服饰文化依旧面临着流失危机。现今惠安女服装

形制主分两种，分别以惠安县大岞村与小岞镇为典

型。本文以大岞村惠安女服装造型艺术为主要研究

对象，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文史资料的方法，对大岞村

惠安女的族群起源、择衣缘由，及其服装造型的演变

历程进行研究，进一步完善国内对民族服饰文化研

究的理论体系，为整个惠安女族群特殊服饰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拓展思路。

1 惠安女特殊族群的起源
关于惠安女这一特殊群体的渊源说在史学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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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众说纷纭，有“少数民族说”，有“百越后裔说”，有

“汉族说”。现学术界基本公认，惠安女这一族群是

闽越后裔历经各代汉人入迁，逐渐被汉化的结果。
惠安女服饰文化起源于闽越文化，所谓“越”即“古越

族”，是原始社会时期生活在长江以南的诸多氏族部

落，亦称“百越”。百越族迁徙至闽，与闽地土著部

落结合形成闽越族，并产生闽越文化。1958 年人们

在大岞村发现史前文化遗址，这一发现考证了惠东

地区曾是某支闽越族部落的生存地。经数千年的

历史变迁，闽越文化在多种外来民族文化尤其是汉

文化的影响下，失去了可以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可

能性。
汉代以前，闽地距汉文化的发源地甚远，加之其

封闭的地理环境，闽越文化与汉文化并无太大的关

联，闽地一直是闽越文化得以生根发芽的温床。汉

代以后，中原汉人入闽，开启了汉文化在闽地的传播

之门。西晋至唐末曾先后出现三次大规模汉人入

闽，第一次是西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

中原政权与文明南迁; 第二次是唐中叶“安史之乱”，

华北汉人大量南迁入闽、粤、赣; 第三次是北宋“靖康

之变”。南迁的汉人与闽越族后裔在漫长的历史中

相互融合，汉越族群界限逐渐模糊，汉人的大量入迁

与繁衍将闽越 族 逐 渐 边 缘 化，闽 越 族 被 汉 化 成 为

事实。
惠安女族群特有的服装文化同其族群的形成一

样，也经历了悠久的历史选择过程。现今所见的“封

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的惠安女着装形象并

非自古就有，而是经历了一百多年来三四代人的不

断革新，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逐渐成型。它兼实用与

美观为一体，是惠安县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及外来文

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2 惠安女特殊服装文化的成因
2． 1 地理因素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之滨，东望台湾，北毗

浙江，西临江西，南连广东，境内三面环山，峰岭耸

峙，丘陵连绵，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加之旧

时海陆交通不便，福建与浙、赣、粤交流甚少，形成一

个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惠安县地

处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带，介于湄洲湾与泉州湾之间，

惠安女聚居的惠东地区位于惠安的半岛、腹地及海

岬地带，其中大岞村位于崇武半岛，是一个三面环海

的海岬，几乎与世隔绝，这种隔绝性的地理形势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为大岞村惠安女族群文化的生根发

芽提供着有利的地理保障。
2． 2 气候因素

福建省惠安县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区，夏季

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服装的形成多以顺应生

活环境为前提，大岞村惠安女服装特征的形成也不

例外。在百年历史变迁中，惠安女服装逐渐兼美观

功用于一体，不仅便于劳作，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散

热、防晒功能，极具实用性。
2． 3 风俗因素

百年来，福建省惠安女曾有过诸多不同于其他

民族的风俗习惯，如包办婚姻、早婚、童婚、近亲婚等

习俗，其中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便是“长住娘家”的

婚俗，又名“不落夫家”，即指惠安女婚后仍居娘家直

至生子后方住回夫家。此外，“三从四德、男尊女卑”
等封建礼教也束缚着老一辈惠安女的婚姻生活，这

些风俗的存在与盛行对惠安女服装文化的发展影响

至深。
2． 4 文化融合

闽南民俗文化集闽越文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

于一体，经历了西晋、隋唐、宋元时期的三次汉闽文

化大融合，形成以汉文化为主、闽越族文化为辅的闽

南民俗文化。这种文化大融合现象对惠安女服装文

化的演变至关重要，大岞村惠安女服装形态的形成

与发展历经自我封闭环境的孕育，多个地域族群的

融合及海外文化的渗透，形成一个兼容并蓄的着装

文化。例如惠安女上衣在形制上沿袭了汉族传统服

装特征的同时，在纹样、品类、色彩等方面则趋多样

化，有着多民族文化特征。

3 大岞村惠安女服装的发展变迁
据史料记载，惠安女特殊的服饰文化现象出现

于唐代，成熟于宋代，“个性化”于明清，但史册上对

于惠安女服装形制特征的详细记录只始于清末民

初。近百余年来，大岞村惠安女服装形态一直保留

着传统汉族服装上衣下裤的基本形制。清末至今，

大岞村惠安女下装以传统大折裤为主，形制基本未

变，上装则经历了由宽松到合体、由肥大到窄小的演

变历程: 从清末民初的接袖衫，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

缀做衫，以及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节约衫无一不显示

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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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清末民初服装造型

这一时期，大岞村惠安女着装有着浓厚的时代

气息及历史根源，上装接袖衫，衣长及臀，下装大折

裤，宽腿折腰，内搭百褶裙，外系腰巾是这一时期大

岞村惠安女的典型着装形态。
3． 1． 1 接袖衫

接袖衫以“接袖”得名，即接长袖口，整体形制承

袭汉族传统服装特征，中式立领，大襟右衽，衣长及

臀，前后片中心线破缝对接，无收腰，下摆微弧外展，

黑色立领，领面多饰粉红、粉绿、白色镶边，并绣以连

续纹样。接袖衫多以蓝黑、褐红色粗布、苎布缝制而

成，古朴深沉。
因旧时婚俗要求新婚当日，新娘须穿接袖衫以

袖掩面入洞房，婚后三日将袖口卷起，以便于劳作，

故接袖衫又名“卷袖衫”( 图 1) 。接袖衫袖口内有一

条宽约 4 cm 的黑布贴边，袖口后面的贴边处缀有两

至三块拼合成几何形的三角形蓝布，卷袖时，这一缀

饰可由内而外展现出来，装饰功能极佳。与此同时，

接袖衫领窝下方也有正方形色布装饰，后期逐渐演变

为三角形。与汉族传统服装相同，接袖衫为连袖连裁

制，主要由左右衣片的前后身、左片掩襟及拼接卷袖四

部分组成，衣长最长可及膝，袖口宽约 15 ～19 cm，其接

袖部分卷起后为五分袖样式，造型类似于清代“大衭

衫”，只是袖口较大衭衫更加宽松( 图 2) 。

图 1 接袖衫正面效果示意

Fig． 1 Front effect drawing of the Jiexiu coat
3． 1． 2 大折裤

大折裤又名“大筒裤”，俗称“汉裤”。惠安女所

穿大折裤形制与汉族传统裤装相同，无门襟，无搭

扣，裤脚口约 40 cm 宽，腰头长等同于臀围，并拼接一

条宽约15 cm的蓝色布边。穿着时，将腰部折叠缅向

一边，以细绳绑扎，再系以银腰链或腰带即可。大岞

村惠安女大折裤多为黑色，日常装以布质为主，婚嫁

或喜庆节日以绸质居多。

图 2 接袖衫测量结构

Fig． 2 Structure figure of the Jiexiu coat

3． 1． 3 百褶裙

大岞村惠安女服装中的百褶裙主要用以搭配内

衣，穿着于接袖衫内，造型类似于苗族百褶裙。裙身

由前后两片固定有百褶的黑色硬布组成，腰头拼接

一条宽约 6 cm 的土布，裙长约 35 cm，系于腰节处。
百褶裙的功能类似于古代的“围褶”，用于劳作时遮

掩偶尔外露的腰臀部。
3． 1． 4 腰 巾

腰巾围系于接袖衫外，既可以起到防污保暖功

能，又可以在穿着效果上，对服装整体造型比例起到

分割作用，主要穿用于冬春两季。腰巾主体部分为

一块长约 100 cm，宽约 35 cm 的黑布，上缘拼接一条

宽约 6 cm 的蓝色或绿色土布，土布两端各装饰一块

由几组三角形花布拼合而成的正方形饰布，下摆呈

弧形，用饰有巾带的红色穗带围系于接袖衫外。
这一阶段，惠安女着装形制整体趋宽松肥大，一

方面反映了福建惠东地区地势封闭，交通落后的事

实。清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国内正处政治变革之

际，西风东渐，社会移风易俗思潮高涨，但受地理环

境等各种客观因素的阻碍，福建省惠东地区并未受

新思潮太大影响，大岞村惠安女着装依旧留有清朝

官服、民服的影子。另一方面是族群文化的一种再

现，惠安女服饰文化源于闽越文化，虽已历经千年，

但闽越文化对惠安女族群的影响一直都在，如包办

婚姻、常住娘家、洞房掩面等特殊的民俗婚俗对大岞

村惠安女的着装形态有着深远的影响。
3． 2 新中国成立前后服装造型

与清末民初的惠安女着装相比，这一阶段大岞

村惠安女着装在品类与形制上均有变化。在服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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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方面，上一阶段的百褶裙消失，新增双面贴背; 形

制上，上衣变化较大，接袖衫整体形制缩短变窄发展

为缀做衫，这些变化与当时惠安女的生活水平息息

相关。
3． 2． 1 缀做衫

缀做衫以接袖衫为基础发展而来，又名“中式挖

襟衫”( 图 3 ) 。结构上，缀做衫除下摆弧度增大，外

延程度加阔之外，服装整体形制收缩。缀做衫最大

的特点 在 于 衣 身 前 后 中 心 线 两 侧 各 缀 一 块 长 约

15 cm，宽约 12 cm 的黑色或深褐色方形绸布，绸布四

角缀以边长为 4 ～ 5 cm 长的等腰三角形拼接色布。
缀做衫右边侧缝处纽扣由原接袖衫的四粒减至三

粒，与接袖衫相比，缀做衫在装饰性与合体性方面更

加具有优势( 图 4) 。

图 3 缀做衫前片效果示意

Fig． 3 Front effect drawing of the Zhuizuo blouse

图 4 缀做衫测量结构
Fig． 4 Structure figure of the zhuizuo coat

3． 2． 2 贴 背

贴背是这一时期大岞村惠安女着装新增的上衣

品类，也是盛装的必配服饰之一，穿着于缀做衫外，

对襟无袖。形制类似于清朝马褂，前短后长，前片下

摆平直，长及腰际，后片下摆呈弧形，与缀做衫后片

底摆平齐，衣身两侧设插袋，前门襟七粒扣。物资匮

乏之时，惠安女还发明了双面贴背，即双门襟设计，

里外均可穿的贴背。
这一阶段大岞村惠安女服饰特征的沿革有着鲜

明的时代特色，经济实用成为择衣首选，一些繁杂装

饰被废除，接袖衫缩短变窄演变为缀做衫，百褶裙消

失，诞生双面贴背等现象无一不反映着当时渔民的

生活窘境。20 世纪 30—50 年代，因受多年战乱及低

迷经济的影响，加之渔区地方渔霸的剥削，惠安渔民

生活窘迫，在长期繁重的劳作中，20 年代以前宽松肥

大的着装已与当时渔民拮据的生活状态相违背。与

此同时，“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及各种地

方性婚俗依旧盛行，影响并束缚着惠安女的正常生

活状态，这一现象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着装上，如缀

于缀做衫前胸后背处的绸布须讲究左高右低，以遵

循“男尊女卑”的思想。

3． 3 新中国成立至今服装造型

“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是对当今惠

安女着装形态最典型的概括，与上一阶段相比，20 世

纪 50 年代后的大岞村惠安女着装特征中最明显的

不同在于缀做衫进一步缩短变窄，演变为“露脐”节

约衫，双面贴背与腰巾消失，大折裤依旧沿袭上两阶

段形制，无明显变化。
3． 3． 1 节约衫

节约衫在缀做衫基础上，去掉前后片的缀布装

饰，袖口新增“彩虹式”滚边，原缀做衫领窝下方的三

角形饰布也只用于盛装。相对于缀做衫而言，节约

衫整体形制进一步缩小，不仅在胸部收缩贴身，而且

衣长短至腰间，袖长也短至小臂中部，同时衣缘下摆

摆幅的增大，节约衫整体轮廓形似“板斧”，充分体现

了女性的唯美身姿( 图 5、图 6) 。现今节约衫多由化

纤面料制作而成，有秋冬与春夏之分，秋冬节约衫主

要为湖蓝、孔雀蓝、黑色等深色系纺绸布，春夏节约

衫普遍为浅色系白底小花布。

图 5 节约衫正面效果

Fig． 5 Front effect drawing of the Jieyue bl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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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节约衫测量结构

Fig． 6 Structure figure of the Jieyue coat

3． 3． 2 宽腿裤

宽腿裤即大折裤，其形制基本保留上两阶段的

样式，变化不大，裤脚肥大，长及脚踝，面料多以黑色

绸缎或纺绸为主。着装效果上，宽松肥大的大折裤

与窄小紧身的节约衫相对，整体造型形如漏斗，充分

体现女性身姿特有的曲线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惠安县政府在渔区开展风

俗改良活动，解放思想，提倡人人平等，并鼓励妇女

积极参与社会生产。随着渔区经济逐渐复苏，渔民

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与外界的联系也日趋频繁。
各类新型纺织品及各种新科技进入惠安，这不仅丰

富了惠安女的着衣生活，开拓了当地渔民的眼界，同

时也将新时代的新思想传入惠安，旧礼制中“三从四

德、男尊女卑”等观念逐渐被弱化，这些现象无不为

惠安女服饰的改革提供良好的条件。上一辈惠安女

的着装特征已逐渐被年轻一代的惠安女着装新形象

所取代，她们在上一辈服饰的基础上，就简去繁，改

革创新，窄小的衣袖与宽大的裤管既可适应亚热带

地区的气候环境，满足惠安女的劳作需要，又可美化

人体上下身比例。这一兼实用美观于一体服装造型

特征的形成，不仅是这一代惠安女实践劳动的结果，

更是百余年来惠安女服饰文化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下的结晶。

4 大岞村惠安女服装演变分析
同惠安女特殊族群的形成一样，惠安特殊的服

饰文化的形成也经历了悠久的历史选择过程，它既

是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影响下的结果，更是千百年

来族群文化孕育下的结晶。由上文论证所知，惠安

女特殊族群的形成是长期以来闽越后裔与汉人交流

融合的结果，这一结果对惠安女特殊服饰文化的形

成影响深远，在距今近百年的惠安女服饰中依旧保

留着千 百 年 来 闽 越 文 化 与 汉 文 化 相 吸 相 融 后 的

特征。
现存史料中对惠安女服饰文化特征的详细记载

始于清末，现已历经百年。期间，惠安女服装形制由

宽变窄，由长变短，由繁变简，虽历经沧桑，但从不失

闽南文化特色。现今“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

裤”的惠安女着装形象，就是百余年来经三四代人不

断革新后的结果，依旧散发着浓郁的闽南文化气息。
本文对近百年来惠安女服装形制的发展变迁进行梳

理，不仅再现了近百年内惠安女特殊的服装形制，更

加证明了地域特色、族群文化、历史文化等主客观因

素对服饰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交通不便的年代，

大岞村地势崎岖、三面环海的隔绝性自然条件，一定

程度上抵御了外来文化对惠安女特殊民俗文化的冲

击，为惠安女特殊族群文化的孕育提供良好的保障。
之后随着海陆交通的发展，各路文化与大岞村孕育

良久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惠安女特有的族群

文化，这一文化对惠安女特殊服饰文化的形成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接袖衫、缀做衫、腰巾、宽腿裤

等惠安女服饰特色，多是受民俗婚俗、伦理纲常、生

活习性等惠安女族群文化的影响所致。可见族群文

化的重要性，现今无论是对惠安女还是对其他特殊

服饰文化的保护当以保护与传承族群文化为先，只

有完整的族群文化方可孕育完美的服饰文化。

5 结 论
惠安女服饰在地域文化上的独特性与历史文化

上的多元性，不仅在整个闽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而且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也有着不凡的魅力。
新的历史时期里，在当代时尚潮流的冲击下，传统的

惠安女服饰文化面临流失危机，亟需对惠安女服饰

文化进行创新传承。本文从惠安女族群的起源，服

装选择的成因，服装特征的演变等方面对大岞村惠

安女服装造型进行研究，总结出大岞村惠安女特有

的服装文化是地域特色、族群文化、历史文化等多种

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面对惠安女服饰文

化正逐渐被淡化的危机，清晰准确地了解惠安女服

装造型及其影响因素是传承与发展惠安女服饰文化

的重要前提，既可为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

供借鉴，又可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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