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 卷  第 16 期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8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43 

                            

收稿日期：2020-07-01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YTC0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YJCZH125） 
作者简介：朱荔丽（1980—），女，黑龙江人，博士，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传统技艺文化研究、文创产品研究、

物质民俗学研究。 

蒙古族女性头饰文化研究 

朱荔丽 1，苏日娜 2 
（1.北方工业大学，北京 100043；2.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 民族服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族女性头饰是其中的重要一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对近三十余年蒙古族头饰的相关研究进行综合性梳理，可以掌

握其发展进程及研究重点，进而提炼核心内容，构建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论及材

料内容的参考。方法 一是类型比较研究，从地域邻近文化的趋同性所致头饰造型的相似性角度勾勒出

部落头饰的类型样貌。二是整体解读研究，实现由点及面的研究过程，保证研究的精准性与全面性。结

论 对于蒙古族女性头饰外观、材料及审美的研究已告一段落。下一步需要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一方

面需要进行田野资料的搜集，作为文献研究的重要补充，以提高研究的现实价值；另一方面需要透过头

饰等物质文化的研究来聚焦与之相关的人群，由物及人，实现技艺文化的在地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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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n Nationality Female Headdress Culture 

ZHU Li-li1, SU Ri-na2 
(1.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China; 

2.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Ethnic minority dr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ngolian female headdress 
is one of them. Since the 1980s,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ave been published. By 
comprehensive combing of researches related to Mongolian headdress over the nearly 30 years, we can grasp the devel-
opment process and research emphases, refine the core content, build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e first is the type comparison study, which can outline the gen-
eral picture of the clan headdress in terms of the headdress similarity caused by cultural convergence of nearby regions. 
The second is to interpret the research as a whole, realize the research process from point to surface, and ensure the accu-
rac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on the appearance, material and aesthetics of Mongolian female 
headdress should be finished. The next step is to carry out mor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llect field data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so as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ed people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material culture such as head-
wear, to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echnology culture from objects to people. 
KEY WORDS: Mongolian nationality; female; dress; headdress; research summary 

头饰，既是日常之物，也是仪式之物。它既是商

品，也是礼物。物是围绕在人们身边的一个庞大体系，

通过掌握物的属性，人类在对象、陈述及概念之间寻

找规律，并对它们进行了一种严格的分类，使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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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人所用，这便是“物的知识”[1]的形成，事实上

也是人类自身话语的形成[2]。头部装饰物作为物的一

种，是记录民族的历史文化、日常生活、审美习惯的

载体，对头饰之物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观察、

分析和解释那些不同文化研究领域，从这些私人的、

非形式化的，甚至无明显表述意图的话语中流露出来

的是生命经验的另一种隐晦的面貌，直接经验中的思

想将会被辨识出来。同时，以女性头饰为主体物展开

的研究，是从另一个视角切入，观察人如何在有意无

意间赋予物某种意义，再用物的文化意义去解释人的

行为以求更精准地确定这些结构的社会基础和涵义[3]。

蒙古族是重视头饰的民族，从古到今，不戴帽冠不至

人前是蒙古人的礼仪之观、待客之道。进入现代社会

后，这种习俗逐渐淡化，但在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牧

区，还是沿袭着这一习俗。本文梳理了蒙古族女性头

饰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主题

分析，尤其是对国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重点介绍，以

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1  蒙古族女性头饰的历史分期与部落头饰 

蒙古族对于头饰十分重视，相较于男性的发式与

帽冠而言，女性的头饰因其造型的复杂与夸张、材料

与装饰等备受世人关注，头饰是了解蒙古族习俗、审

美乃至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头饰记录了蒙古人的历

史。然而作为主流结构之外的民俗物象，女性头饰本

身并没有完整的历史记载，也甚少有人通过它去回望

蒙古人走过的世界，因此，研究者们从各种史料中摘

录、整理头饰的演变过程，将它呈现于其所经历的世

界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意义消失了，另一个意

义产生了，在意义生成、变换、湮灭的过程中，蒙古

族的文化形象愈加明晰起来。 

1.1  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头饰 

蒙古共同体的形成是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

之时起，实行千户制，各个部族原有关系被打乱，95%
的千户完全是地域的组织。明代及清初，各部落迁徙

频繁且距离遥远。蒙古人历史上的迁徙空间十分广

泛，尤其是在元代吸收了很多外来人口，这些人员的

到来必然将当地的文化、自身的审美带入了蒙古族群

中，因此，从蒙古共同体形成至今，其文化、审美、

装饰一直在变，呈现多元文化的特征。1856 年，哥

特费里德·桑佩尔在一次关于人体装饰（Schmuck）

功能的讲座上将人类的人体装饰品进行分类，并总结

出垂饰、环饰、方向性装饰三大类：垂饰的审美效果

取决于地球引力法则；环饰包括所有套在身体上以突

出人体美的环形物，如花环、皇冠、腰带和手镯等；

方向性装饰突出某一特定的方向，如羽盔或耸起的发

型，使人显得高大，与下沉的垂饰不同，这种装饰还

可指示穿戴者运动的方向 [4]。蒙古族女性头饰成型至

今大致经历了方向性装饰—方向性装饰与环饰并存

—垂饰与环饰并存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约为蒙古汗国建立，蒙古共同体形成

时期，女性头饰以罟罟冠为主，属于典型的方向性装

饰。该时期是蒙古人在草原上寻找民族发展方向的阶

段。第二个时期是蒙古汗国至北元，在此期间，蒙古

帝国经历了崛起—盛世—衰落，女性头饰也随着社会

结构的变化发生演变。在蒙古帝国西征欧亚大陆、南

伐北宋的时期，女性头上的罟罟冠好似蒙古人的雄心

一样，更加高耸，有说“高二尺许”，也有说“约三

尺高”；有说“远看像头盔和长矛”，还有说“状似人

腿”[5]的。到了元代，蒙古人已经控制着当时世界

大的洲际国家，罟罟冠的高度反而有所降低，虽然还

是以方向性装饰为主，但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有所减

弱。这个时期环饰大量出现，即女性除了罟罟冠，还

有其他帽子可戴，并且帽子的种类多达十几种，不同

季节有不同款式、不同材料的帽子可以选择，头饰中

环饰种类的大量出现是元代国力提高的表现之一。到

了北元，蒙古人退回漠北，这时期的罟罟冠已经相对

少见，亨宁·哈士纶认为罟罟冠在喀尔喀蒙古（即今

天蒙古国中的喀尔喀部）至少是被戴到了 1938 年底[6]。

取而代之的是笠帽与蓆帽，笠帽和蓆帽虽然同属环饰

中的帽冠，但是属于保留了一定的方向性装饰，即头

顶尖锥状突起。这种帽子造型没有阶级差异，贵族平

民均可佩戴，差别体现在镶嵌的珠宝材料上。第三个

时期是清代至今，佩戴头饰仍是蒙古族女性的重要生

活习惯，不同部落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头饰，除布里亚

特是戴帽子，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杭锦在垂饰上加帽

冠外，绝大部分都是纯垂饰类。然而在这期间，有一

段时期的蒙古族女性是无头饰可戴的，只用一块绸布

或土布将头发包住，这种包发的形式也可归结为环

状。这个阶段的头饰风格基本是受女性审美和财富情

况的影响，象征功能发生了转变。 

1.2  蒙古族部落女性头饰 

当下日常语境中的蒙古族部落女性头饰是指从

清代形成的各部落特色头饰。清代，蒙古人的帽冠样

式依然多种多样，冬有风雪帽、皮帽、圆帽、羊绒帽

等；夏有尖顶圆帽、毡帽等。妇女特有的帽子还有耳

朵套、凉圆帽。与此同时，女性头饰的种类繁多，察

哈尔、鄂尔多斯、乌拉特、茂明安、四子部之妇女头

饰华丽名贵，多以珊瑚、金银为之，价值千万[7]。从

清代发展至今，二十八个部落的女性头饰虽各有千

秋，但也有民族共性。从涵化的结果来看，可将其分

为两大类，一类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保持了游牧

文化特征的部落女性头饰，如巴尔虎、布里亚特、土

尔扈特等；另一类是与外来文化接触较多，并且相互

作用的部落女性头饰，如受满族文化影响较多的科尔

沁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蒙古

部等。地理位置是两类头饰产生差别较多的决定因素



第 41 卷  第 16 期 朱荔丽等：蒙古族女性头饰文化研究 45 

之一。从地域邻近文化的趋同性所致的头饰造型的相

似性来看，部落头饰大致可分为“冠”状头饰、“垂”

状头饰、“簪”状头饰和“角”状头饰，并且其中三

种类型的头饰分别统领内蒙古草原三个区域的头饰

风格，如西南隅鄂尔多斯的“冠”状头饰，中部区以

乌拉特、察哈尔、苏尼特为首的“垂”状头饰，科尔

沁及所在整个东部区的“簪”状头饰。 
“冠”状头饰的代表部落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

部的鄂尔多斯部，作为八白帐的守护者，该部落受到

蒙古宫廷文化及贵族文化的影响，头饰冠体每个部件

之间很紧凑，珠子与珠子紧密排列，链子与链子层层

叠叠，构件数量虽多，但毫无散乱之感，将宝石浓重

的色彩感发挥得淋漓尽致，且由于这种紧密性所传递

出的完整感，塑造了鄂尔多斯头饰的典雅气质。“簪”

状头饰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包括有扎赉

特、科尔沁、扎鲁特、奈曼、阿鲁科尔沁、敖汉、巴

林、翁牛特八个部落，簪钗式头饰实际上也可以称为

发饰，因为与发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不像其他头饰

那样“盖”在头发上，而是要用专有的发式才能将这

些发饰串起来使用。夹在西南隅的鄂尔多斯“冠”状

头饰和东部区的“簪”状头饰中间的是“垂”状头饰

区，从西向东分别是乌拉特、土默特、达尔罕、茂明

安、四子部、察哈尔、苏尼特、镶黄旗、阿巴嘎、克

什克腾、乌珠穆沁等部落，这些部落头饰 为引人注

目的就是琳琅璀璨的垂饰，大量珠串垂挂在女性的脸

颊和额头周围，像密集的刘海。“角”状头饰是内蒙

古东北部地区的巴尔虎部落的代表性头饰，其构件相

比较其他部落来说简单许多，仅由五个构件组成，但

却营造了 为夸张的视觉效果，体现了动物崇拜下的

物象叙事。 

2  蒙古族女性头饰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 1949 年前，有关蒙古族头饰研究的研究成果

相对较少。1949 年以后，与头饰相近的蒙古族服饰

研究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基本同步，全面起

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作为学

科领域，不断有民族学者、民俗学者、文化学者、艺

术研究者及爱好者加入，使得研究成果逐渐丰富。 

2.1  相关史实判断 

从蒙古共同体形成至今，由于文化、审美、装饰

一直在变，所以头饰造型的时间断代及文化内涵的变

迁研究是蒙古族头饰研究的重要部分。蒙古族头饰研

究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多从史学角度对罟罟冠

进行了考证。金启琮先生的《故姑考》[8]和方龄贵先

生的《罟罟考述》[9]，对罟罟冠的产生、消亡及其词

义作了深入研究，为后学之辈奠定基础。阿满的《蒙

族妇女“顾姑”冠文化溯源》[10]一文认为“顾姑”冠

初是蒙古族女性婚礼时佩戴的礼冠，进而成为已婚

女性的代表。 
进入 21 世纪，苏日娜于 2000 年发表了蒙元服饰

研究的系列论文《蒙元时期蒙古人的服饰原料》《蒙

元时期蒙古人的发式与帽冠》《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袍

服与靴子》[11]。该研究开启了蒙元服饰系统性研究的

方向。随后，苏日娜的《罟罟冠形制考》一文[5]在对

罟罟冠的词义及渊源梳理基础上，利用 13 世纪中外

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图像资料考据的“二重证

据法”，论证了罟罟冠的形制及其演变规律。苏日娜

的《蒙元时期的头饰》采用史料记载与考古资料相比

较的研究方法，对蒙元时期的男子发式、女子发式及

头饰进行了细致分类和详尽描述，并就发式与帽冠的

造型特征、佩戴制度深入分析，指出蒙元时期是一个

文化交流与冲突激烈的时代，蒙元时期的头饰折射出

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这一研究是蒙元时期头饰专门

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作为服饰文化的一支，头饰在文献中的专门性记

载却很少，需要从散落民间的资料和出土文物中搜集

整理。其中，壁画资料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美

岱召作为明万历三年（公元 1575 年）建成的喇嘛教

传入蒙古的弘法中心，其建筑及壁画资料是蒙藏文化

研究的重要参考。金申的《从美岱召壁画看元明以来

的蒙古族服饰》是较早详细研究美岱召壁画中头饰情

况的文章，他对壁画上佩有蒙古族头饰的人物进行了

分类，包括有八位主要人物，五十四位配景人物。对

于男性和女性的发式描述极为详尽，并辅以图片说

明。将画面中出现的帽冠概括为八种，且不分性别均

可佩戴[12]。文中所提到的一些观点被后来的学者反复

论证或参考借鉴，是了解北元时期蒙古族头饰服饰的

重要研究成果。对于这篇文章的分歧主要在于壁画的

绘制年代是否能够支撑其作为史料。反对者认为该壁

画修补的年代不可考，在修补过程中也许发生了画匠

修改画面的情况，导致画面并非是北元生活的真实再

现。支持者则认为即便是有后续修缮，也应是在保持

原有画面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壁画上的人物形

象应具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上研究成果对于蒙古族的

发式及头饰进行了史实判断，厘清了蒙元时期头饰的

基本造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专门性研究之外，王瑜编著的《中国古代北

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相对而言更为广泛地介绍了蒙

古族服饰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着重

描述了元朝时期的蒙古族服饰文化，对北元及后期的

蒙古族服饰也有所介绍。另外，如钟敬文主编的《中

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及陈高华与史卫民编著的

《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都涉及到元代蒙古族服

饰特点。该类文章对元及北元时期蒙古族服饰进行了

简要描述，为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认识。徐英的《中国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工艺美术史》按历史断代，分别介

绍了不同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手工艺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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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敖

其的《蒙古族妇女服饰之特征》从蒙古族妇女服饰的

形成过程、发展变化的状况、传承革新的轨迹中总结

出以下四个鲜明的特征：地域与部族的独特性；年龄

身份的区别与婚否的符号特征；崇尚色泽的审美特

征；蒙古族妇女服装与饰物的和谐性[13]。王冉的《明

代中后期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服饰变化论述》介绍了明

代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服饰受汉族文化影响所发生的

变化，以及仍保留适合生产生活的具体细节。王远征

的《清代昭乌达蒙古族妇女簪钗头饰赏析》从自然因

素和历史角度对清代昭乌达蒙古族妇女头饰进行研

究，描述了当时头饰的结构构成、佩戴形式、材料审

美和文化交流对制作的影响。对文献进行整理后发

现，史实判断类研究关注元代的内容居多，对明清时

期，尤其是明代的记录则较少。对从明代到清代，蒙

古族女性头饰从罟罟冠过渡到部落头饰的成因与过

程论及甚少。 
因地缘、政治等方面原因，俄罗斯重视蒙古文化

研究，主要是对出土文物的分析考证，如前苏联考古

学家 E·诺夫戈罗多娃的《蒙古的古代艺术》[14]、尼

雅姆-奥索仁·楚勒特木的《蒙古艺术史(从古代到 20
世纪初)》，通过文中大量的插图及文后附图，详细地

介绍了蒙古艺术风格的形成背景，并着重指出了这些

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蒙古草原在数千年间先后出现

的民族与国家都在蒙古艺术上留有痕迹[15]。从头饰变

迁的史实判断研究来看，每一个朝代的更替，改变的

并不只有权力与阶级，文化在摧毁与新生中重新展

开，头饰跨越时空的流传使其成为叙述者，头饰的生命

价值使头饰起到了述说地域民俗、历史记忆的作用。 

2.2  部落特征研究 

当下日常生活语境中的蒙古族部落女性头饰是

指从清代形成的部落头饰，女性头饰从清代以前的多

款帽冠“并存共戴”发展到清代以来“蒙古风格”共

性下的部落个性头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整理来看，

国内研究者关注的部落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科尔沁

等地区。曹纳木搜集整理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妇女头

饰追溯》 初是蒙文版，经赵忠诚翻译后出了汉文版，

集合了多篇关于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妇女头饰的相

关文章，书中包括有拿木吉乐道尔基的《鄂尔多斯妇

女首饰》、曹纳木《鄂尔多斯蒙古族妇女首饰略考》

等多篇文章，这本书专注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女性头饰

研究，分别从民间传说、风俗习惯、头饰造型、材料

质地等角度解读了鄂尔多斯地区多个旗的女性头饰

造型与文化，是有较强在地化研究特征的一本著作。

苏婷玲的《清代乌拉特蒙古族妇女头饰调查》[16]从年

龄划分对清代的乌拉特女性头饰进行了调查，对头饰

型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宝石数量、组合方式等

细节，其调查方式值得借鉴。 

此外，内蒙古地区高校的多篇硕士论文展开了对

于鄂尔多斯地区女性头饰的研究，如杜雪菲的《鄂尔

多斯蒙古族妇女传统服饰艺术研究》对鄂尔多斯头饰

制作工艺进行了田野调查，同时还与巴尔虎、科尔沁

和土尔扈特部进行了比较研究。欧仁图雅《鄂尔多斯

妇女头饰研究》则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切入，分析鄂尔

多斯妇女头饰造型与蒙古族民间习俗、观念之间的联

系，认为头饰艺术不仅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物质文化产物，而且以文化载体的形式反映着社会政

治经济状况及文化思维与审美变化[17]。这些文章根据

作者研究方向的不同，均对鄂尔多斯女性头饰的历史

发展，文化内涵及传承保护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介

绍，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科尔沁地区的研究也是以

硕士学位论文为主。例如曹莉的《科尔沁蒙古族服饰

当代的变迁与文化价值探析》、明兰的《科尔沁蒙古

族服装刺绣习俗探析》等文章就分别从习俗探析和传

承保护进行了探讨。 
除了对单一部落的研究之外，还有对多个部落进

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关键性观点的重要著作——丹

麦玛尔塔·布耶（Martha Boyer）的 Mongol Jewelry，

该文献可以说是蒙古饰品类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因

为作者不仅使用了关于游牧文化的民俗学研究方法，

而且还掌握了大量国内现在都没有的实物资料。其资

料来源是丹麦民族博物馆中的蒙古学资料库，该资料

库中 90%的藏品来自于亨宁·哈士纶－克里斯滕森

（Hennig Haslund-Christensen）的搜集，亨宁·哈士

纶参加了 1927—1930 年斯文·赫定带队的中瑞西北

科学考察团，先后领导了丹麦国家博物馆组织的两次

中亚考察队，于 1936—1937 年到了东北、东蒙古以

及布里亚特、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

地。1938—1939 年与卡尔·格伦维奇、维涅尔、雅

柯布森等人一起完成了喀尔喀、阿巴嘎、苏尼特、察

哈尔、达尔罕贝勒等近二十个旗的田野考察[18]。他大

量搜集了从宗教到生活、从仪式到日常的蒙古人生产

生活用品，其中包括蒙古族女性服饰、头饰及其他装

饰物，这些资料是北欧地区蒙古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来源[19]。该书于 1952 年在丹麦出版，1995 年由嘉士

伯基金会游牧研究项目支持，Thames and Hudson, 
Rhodos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Art Publishers 整理成

英文版出版。正文为九章，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内

外 蒙 古 十 余 个 部 落 （ Indicates Khalkha 、 Buryat 、

Chipchin、Daghur、Khorchin、Kharchin、Abaga、Suni、
Chaha、Khalkha Darkhan Beiie、Tumet、OrdoS）的

头饰进行了描述性调查和分析性研究，也对耳饰、胸

饰、腕饰乃至甲饰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附上大量图片，

整体分析了蒙古部落与周边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细

节部分探讨了罟罟冠产生传说的来源推溯等，甚至研

究了女性发胶的制法，全书无论是方法论，还是材料，

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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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形制审美研究 

蒙古族的图案审美是基于对“圆”图形的想象与

表达，当站在草原上的时候，人类感觉作为一个中心

点，所有的景物都在向四周扩散，或者是被周圈的景

物包围，由于草原上前后左右的视觉内容十分相似，

所以它并没有呈现出人们想象中平原的平面感，而是

形成了具有穹顶感的弧形笼罩式体验。这种圆形感体

现在装饰图案上是以一个花纹为中心向四周扩延，到

了边缘处，用四组角隅纹将其括住，形成一个完整的

画面。无论垂饰有多长，头饰的圆心永远在头顶上，

这就要求头饰需要具备另一个特征——对称。蒙古图

案永恒的特征是对称，这也是其意义 为深远的民族

特征[17]。这种独特的身体感受影响到审美上，体现在

蒙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头饰形制审美的研究

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与生活体验的探索。苏日娜、  
李洁的《游牧文明视域下蒙古族服饰的重复审美意

识》 [20]一文从西方重复审美意识角度对蒙古族服饰

的图案、色彩、形制三个方面解析了蒙古族服饰的重

复审美意识。另一篇服饰审美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是格

日勒图的博士论文《游牧文化视野中的蒙古族服饰研

究》，在此文中，格日勒图以人类学、民俗学、美术

学的研究方法对游牧文化形态下的蒙古族服饰及审

美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与道日娜一同发表的《游牧民

族女性头饰的审美历史与当代发展》对蒙古族不同地

区女性头饰的形式、图案、审美文化进行了概括性阐

述。而赵旭东的《侈糜、奢华与支配——围绕十三世

纪蒙古游牧帝国服饰偏好与政治风俗的札记》则是探

讨了权力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借用奥森的观点，认为

金丝织就的纳石失面料是蒙古人对于自己未来的辉

煌象征化，甚至成为了一种追求帝国事业成功与否的

标志性的基准目标 [21]。头饰服饰的政治意义十分明

确，帽冠的佩戴可以不分性别，但必须区分阶级，审

美已经被权力裹挟着成为了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这

种情况并非只存在于蒙古人中，而是凡有人类的地方

就有这样的情况，这篇文章是探讨蒙古族服饰审美与

政治风俗关系的代表文献。 
具体到头饰的艺术学研究中，代表的文章有贾玺

增的《罟罟珠冠高尺五,暖风轻袅鹖鸡翎——蒙元时

期的罟罟冠》[22]，以艺术设计学的视角从元代绘画、

古籍资料的梳理中对罟罟冠的造型结构、材料装饰、

佩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及论述，并绘制了线描

图，更直观地展现了罟罟冠的结构，并对罟罟冠的变

迁进行梳理进而总结出特征。车玲的《以图像为主要

材料的蒙元服饰研究》以设计艺术学的学科视角，分

析了在元代卷轴画、墓室壁画、雕塑和出土文物中关

于元代蒙古族服饰的图像材料，使用的具体材料主要

有《元世祖出猎图》、元代宫廷绘画、莫高窟及榆林

窟的壁画内容，并进行了榆林窟第三窟蒙古族供养人

服饰复原，切实地再现了蒙古族服饰的形制，从实践

的角度感受了工艺。 
关于形制审美的研究，除了有服饰、头饰的专门

研究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将眼光投射在蒙古族图案

上，例如蒙古国学者宝力达的《蒙古民间图案》、国

内学者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图案》比较全面地描述

了图案的形制和构成形式，并辅以图片进行了说明，

属于资料型文献。在图案方面展开研究的有黄雪寅的

《13-14 世纪蒙古族衣冠服饰的图案艺术》[23]，对于

出土文物中蒙古汗国时期服饰上的纹样进行了描述，

对元代石雕上的图案进行了提取分析，总结出蒙古族

图案的形成原因：一方面是吸收前代北方民族文化，

另一方面是中原文化及外来文化的涵化。乌兰托亚、

海日汗的《蒙古族图案结构原型之分析－兼论蒙古族

图案的构成方法》[24]对蒙古族图案的统一风格进行了

总结，即以“乌嘎拉吉”（盘羊大角状圆弧形纹样）

结构为核心，产生的裂变与延展，认为那种无所不在

的镜像式展开的圆弧形卷曲、旋转的形式结构，常常

超然于图形之外，却又整体地蕴含在所有图案之中。 

英国的 Krystyna Chabros 女士在刊登于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的《蒙古装饰艺术与蒙古传统文化诸

方面的关系》[25]中，对蒙古装饰艺术的源流、形态进

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描述，并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总结了

宗教信仰在装饰艺术中的力量， 具特点的是她将蒙

古诗歌中的“对应”与图案中的“对称”进行了联系，

用来证明这种“对称”的图案是蒙古族自己产生的，

而非完全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该文章是研究蒙古族装

饰文化的重要参考。Krystyna Chabros 分别在 1988 年

和 1989 年两次去蒙古国的喀尔喀(Khalkha)和两个卫

拉特(Oriad)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并且发表了关于蒙

古刺绣的术语表翻译等相关文章[26]，根据田野调查对

蒙古刺绣专业术语进行了翻译。 

2.4  工艺方法研究 

饰品作为毋庸置疑的人造物，从出现那一刻起就

是人工技艺的产物，因此饰品与技艺是伴生关系。人

类通过技艺更深刻地了解物，物通过技艺更深入地走

近人类，可以说技艺是物与人之间的桥梁。对于技艺

的研究，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经历了“祛魅”与“复

魅”[27]的过程，胡塞尔的现象学把科学、技术和身体

重新从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操控”之下“解放”出

来[28]，还原其在存在中的本质。在莫里斯·梅洛－庞

蒂的知觉现象学中，“一切技术都是‘身体的技术’”[29]。

马塞尔·莫斯等学者认识到技艺的社会功能，并借助

“传统”的概念来证明技艺创造和维系的社会关系。

他们认为技艺是传统的，因为它们是被传授的，被习

得的，是相互传递的。其本质是实践的，这种实践同

样是社会的。他进一步认为，传统技术行为既有象征

性，也有身体性的效用，至此，莫斯等人触及了问题

的核心——身体本身[30]。这呼应了现象学的理论，技

艺与身体、行为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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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蒙古族头饰的材料和制作工艺方面的

研究，在头饰研究的文章中有一部分会有所谈及技

艺，但单独研究工艺的论文相对较少，与之相比，调

查报告略多一些。徐英在科尔沁地区开展了详实的田

野调查工作，撰写了《科尔沁蒙古族民间刺绣工艺的

田野调查——以“蒙古族服饰”传承人为调查对象》

《科尔沁蒙古族金银饰品制作的田野调查》。通过对

科尔沁草原上著名的金银首饰制作大师莫德老师傅

和他的徒弟朝古拉师傅的调查采访，关注材料、款式

造型、制作工艺具体内容，并总结了所获启示，其研

究成果是对蒙古族民间工艺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要参

考。屈指的《察哈尔蒙古部女性头饰艺术研究》主要

提到了对察哈尔部女性头饰的工艺调查，访谈对象是

内蒙古工艺美术大师斯庆巴特尔师傅和宝力德师傅，

从师傅的描述与作品中再现了察哈尔部头饰特色。此

类研究还有李迪《呼和浩特市银饰制作工艺调查——

以鄂尔多斯头饰为例》、赤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天山镇蒙古族首饰作坊考察报告》。达妮莎的博士论

文《清代蒙古族民间手工艺文化研究》[31]主要是从手

艺传承、工艺技术等方面对清代蒙古族传统首饰制作

工艺进行了分析，对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族民间手工

艺的生产、销售、思想观念等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介

绍。她的另一篇研究论文《18 世纪至鸦片战争前归

化城的蒙古族民间手工艺》探讨了内地汉族“雁行”

手工艺人对于蒙古民间手工艺情况的影响，以及旅蒙

商贸易对手工行业的促进[32]，主要是梳理分析了蒙古

手工技艺的外在影响因素，为观察头饰技艺提供了另

一个视角，更为全面地考究了蒙古族首饰技艺发展中

外来文化及外来技艺的影响。张季平的《技术是一种

文化》以时间为主线，梳理蒙古族袍服技术的发展历

程，分别描述了制作蒙古族袍服的各项手工艺技术，

揭示了在其中的蒙古族文化意义，文章试图以技术是

一种文化的特定视角来看待蒙古族袍服技术。除了学

者，手工艺传承人也为技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扎鲁特旗的斯日吉玛老人将她所有的经验及搜集的

刺绣花样整理后出版为《扎鲁特蒙古族服饰刺绣工

艺》，此书中记录了大量扎鲁特纹样，为相关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资料补充。她还花费了四年时间写作并出

版了《扎鲁特蒙古族绷纫技艺》，确保了技艺的传承

和推广。 
国外对首饰技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伊朗相关文

献的梳理，这是由于波斯银饰制作技术与饰品审美风

格对蒙古族手工技艺的影响颇深，如蒙古传统技艺中

具特色的锤揲工艺，一方面它是延续北方草原及中

原地区的技艺特色，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了波斯金属工

艺传入的影响，融会贯通后形成的蒙镶技艺中 基础

的技艺。另一种蒙镶技艺——錾刻也在波斯的手工艺

品上较为常见。两地除了在技艺上相互影响之外，在

审美风格上也彼此有交流，蒙古人征服波斯后，塞尔

柱王朝的折檐冠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青睐。蒙古人把

这种冠帽作为尊贵的象征保留下来，从而影响了后来

的帽冠形式[33]。伊朗的相关文献不多，其中 Mirjafari 
H., Seyed Bonakdar S.M.撰写的 Jewels and Gold in the 
Art of Jewelry-Making During the Safavid Period 中使

用文献研究法，对沙法维王朝的宝石及其工艺的来源

进行了考证，加深了对伊朗传统珠宝的了解。Henri 
Stierlin 编撰的 Persian Art and Architecture [34]充分介

绍了波斯纹样的繁复华丽，无所不在的图案，由藤蔓

与书法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波斯所特有的艺术风

格，在现代蒙古族银饰技艺中的掐丝工艺中能够看到

这种蔓延的藤蔓纹样的影子。 

2.5  整理汇编画册 

由于头饰研究的特殊性，近年来出版的蒙古族服

饰图册是研究蒙古族头饰的可贵资料，为研究提供了

生动形象的参考依据。2014 年 6 月出版的《内蒙古

蒙古族传统服饰典型样式》上下册由乔玉光编撰，该

书是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长廊建设计划重点项目

之一。自 2009 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蒙古族

服饰的抢救保护工程， 终确定了蒙古族二十八个部

落传统服饰的基本样式，并恢复制作了一批蒙古族传

统服饰和头饰。该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具有参

考标准的意义。《蒙古族服饰图鉴》由内蒙古腾格里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著，于 2007 年出版，其内容包

括了国内外蒙古族服饰的图片整理，将绘画与照片结

合，对蒙古族的服饰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中国蒙古

族服饰》于 2014 年 3 月由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

社出版。该书纵跨唐、元、明、清至现代，由五千四

百多张图片（其中历史老照片五百多张）构成，并附

带二十八个部落三十八种头饰的梳戴方法。《蒙古民

族服饰文化》由苏婷玲、陈红编著，为刘兆和主编的

蒙古民族文物图典系列中的一部分，全书收集了清代

至民国时期内蒙古东、中、西部八个部落的蒙古族男

女典型服饰。其中每个部落服饰均包括女子头饰、帽

子、长袍、坎肩、裤子、靴子和饰品等内容，图文并

茂，展现各部族的服饰特点及部族服饰间的共通之处。 
虽然蒙古国有很多关于服饰与头饰研究的文章

与图册，但是译成英译本的较少。其中，蒙古国服饰

研究院编著的 Mongolia Costume 是国内能够查阅到

的不多的蒙古国出版的英文资料之一，以蒙古国现有

女性民族服饰的拍摄为主要资料，并标注部落名称，

其服饰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较强的时尚感，是了解蒙

古国蒙古传统服饰的参考。1983 年，H.兹纳伯尔的

《蒙古珠宝》在波兰华沙出版，此书提供了国内比较

少见的蒙古族珠宝首饰的图片资料。 

3  结语 

分析发现，现有头饰研究多集中在历史考证、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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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述介、审美解读等方面，对产生头饰的民俗生活的

语境相对忽视。国外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蒙古国、北欧

部分国家，虽然其中不乏精彩之作，但仍缺少对于在

地生活的关注。综上所述，针对头饰外观、材料及审

美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了，下一步应该展开更为深入

的研究。一是重视田野资料的搜集，因为头饰既是民

俗遗留物，又有其现代性，所有以架构的资料系统为

基础，用田野资料来激活沉睡的历史资料，从而使历

史纪录与真实的、民众的社会和生活发生确切的联

系，使历史资料在田野资料的补充和印证之中变得丰

富和明确。同时，应该用历史资料来验证个人口述的

田野资料，使田野资料在历史资料的补充下得到进一

步的证实和深化[35]，力求研究的全面与整体。二是在

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思考将蒙古族女性头饰置于本族

群中女性群体的结构关系中，遵循个案研究中以小见

大的特性，一方面可以探讨族群语境下的民艺文本作

为一种生活实践是如何产生实际作用，又如何与其他

文本形式共同构成族群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关注与

头饰之物相关的所有人的行为及特征，关注个人在物

品中融入的思想、人们赋予物品的涵义，以及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象征性和实际使用物品的方式[36]。实现

由物及人的研究，将工艺文化研究落地化、在地化。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是不能将偶然性范畴

的社会拔高到普遍性的范畴中，并进行想当然的解

读，人们必须在建构性地把握对象的同时，发展出理

论上的路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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