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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文化生态视角系统分析蒙古族传统服饰在不同地域文化下所产生的符号特征与装饰手法，

探索其中所含元素的缘起与地域文化背景，总结整理蒙古族服饰地域分化脉络与设计驱动的文化价值实

现路径。方法 首先，通过对蒙古族服饰地域特征的分析，从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收集蒙古族服饰元素

符号，梳理不同地域下的蒙古族服饰特点并将其进行分类，同时分析地域环境对蒙古族服饰形成和发展

的影响，探讨地域环境与蒙古族服饰文化价值的关系；其次，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探讨蒙古族服饰的保

护与利用，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最后，从设计学的角度总结蒙古族服饰的地域分化和文化价值的实现路

径。结论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地域、文化、宗教、环境对蒙古族服饰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并从

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了设计驱动的蒙古族服饰文化资源保护、转化和价值实现路径，为蒙古族服饰文

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价值转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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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ymbol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corative techniques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costumes under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explore the 

origins and reg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stumes, and summarize and organize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Mongolian costumes and the design-driven cultural value realization path.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costumes, the symbols of Mongolian costume elem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survey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costumes in different regions were sorted out 

and classif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costumes was analy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ltural value of Mongolian costumes 

was explored. In addition, th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ongolian costumes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Finally,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Mongolian 

costume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ultural values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The influence of 

region, culture, religion, and environmen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costumes is analyzed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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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design-driven path of preser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Mongolian costume cultural resources is also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Mongolian costume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cultural ecology; Mongolian costumes;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value rea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path research 

蒙古族文化是我国多元文化共生下不可缺少的

文化形式之一。针对蒙古族文化的研究对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服饰作为人类 基本

的物质文化之一，是民族视觉形象的主要识别物 [1]。

服饰的分化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的变迁，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及艺术特性[2]。作为蒙

古族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蒙古族服饰在经历历史的

变迁并融入多元文化后，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

服饰造型及文化属性。2004 年，蒙古族服饰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计划，2008 年又被列为“中国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计划”。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政府

的支持下，经过 4 年有余的蒙古族民族服装抢救和保

存工作，从内蒙古 28 个蒙古族传统部落中，抢救出

108 件服装和 34 件头饰，初步形成了蒙古族 28 个部

落的传统服饰款式。这些工作对研究蒙古族服饰的地

域分化与文化价值奠定了基础。本文将通过对蒙古族

服饰的地域分化展开研究，归纳蒙古族服饰发展与演

变历程，并从设计学研究视角入手，探索蒙古族服饰

文化资源价值保护、转化与实现路径。 

1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蒙古族地域分化基础 

1.1  文化生态学研究基础 

正如拉图尔指出：“与力量无法区分为‘人为’

与‘非人为’一样，我们无法把生态与文化区分开

来。 [3]”生态、文化、人类，就像是一种共生关系，

相互促进，密不可分。文化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由朱利安·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论》中正式提出。

他将文化生态学描述为“社会适应环境的过程”，以

研 究 具 有不同 地 方 特色的 特 定 文化形 态 与 文化模

式 [3]。唐家路[5]提出，文化生态学是对文化创造和环

境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和探讨，文化生态理论的重要贡

献在于认识到环境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具有辩证关系。由此，文化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被

视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对解释环

境和文化创造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文化的

形成，生态环境是基础。在人类的生命和发展中，各

种不同的自然环境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生命形态和行

为模式， 终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形式[6]；其次，文化

是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将文化看作是某一人群共

享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调

节着个体对世界的各种感知，影响着他们对各种事物

的重要性判别，是环境变化及社区建设方面的重要驱

动力； 后，文化是民族之魂，民族之根，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推进文化生态的研究，

是巩固我国地域文化中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共生之路，更是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必经之路。 

1.2  蒙古族源流考与服饰演化基础 

1.2.1  蒙古族源流考 

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从氏族、部落

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形成分地而

居、合族而处的蒙古部族[7]。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

迁徙和征战非常频繁，部族融合和消亡的事情常有

发生。  

蒙古族的由来在鲜卑族后，较为公认的有两个支

系：鞑靼与瓦剌[8]。鞑靼是留居原地的鲜卑人，被称

为东蒙古，他们的后代逐渐演变为现今蒙古族的主

体 [9]。这一支蒙古族发祥的地位于内蒙古东部的呼伦

贝尔市额尔古纳河一带。到公元 8 世纪，鞑靼部落陆

续迁到现在蒙古国的三河流域，即赣难河（鄂嫩河）、

土拉河（图勒河）、克鲁伦河的源头——不儿罕山，

并在此诞生了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黄金家族”

孛儿只斤氏的祖先——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10]。 

而瓦剌则是来自突厥的一支，被称为西蒙古，他

们 初居八河地区（今叶尼塞河上游的八条支流地

区），元代时开始南下，居阿尔泰山麓至色楞格河下

游的广阔草原的西北部[11]。13 世纪初归附成吉思汗，

与成吉思汗家族有世婚关系。15 世纪中叶，并形成

了强大的卫拉特联盟，曾取代北元政权而短期统治东

西蒙古各部[12]。他们如今生活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

青海、甘肃、外蒙古等地。 

1.2.2  蒙古族服饰演化基础 

在 13 世纪蒙古族统一之前，各部族在相似的生

产、生活方式下，服饰形态基本一致[13]。然而在统一

后，因为各部族运转体系仍保持独立，各部族首领希

望通过凸显部族的视觉识别体系以便于区分。服饰便

成为了 容易产生差异化的视觉形象。由此，出现了

如额鲁特靴子、喀尔喀库伦帽及布里亚特三色襟等差

异化的服饰文化元素[14]。宋代时期，在汉人的服饰穿

着影响下，蒙古族传统服饰也发生着变化，形式逐渐

趋向于以适应草原气候、便于乘骑、狩猎等活动的袍

服。并在部落间不断更迭、变迁与融合中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蒙古族服饰体系。其中包括长袍、首饰、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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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等，成为蒙古族服饰的主要组成部分，整体表现

出质朴粗犷、雄健奔放的风格。随着元朝西扩所衍生

出的跨地域社会、文化、经济融合，纺织品、宝石等

高档材料进入原本粗犷的蒙古族装饰库，逐步成为蒙

古族服饰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后，随着元朝的衰败及

明清时期蒙古族聚居区的固化，不同地域生活的蒙古

人在不同气候、地形、环境、宗教、文化、生活方式

等因素影响下，形成了蒙古族服饰地域分化演化的基

础，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各部落区位分布见表 1。 
 

表 1  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各部落区位分布 
Tab.1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Mongolian tribes  

in Inner Mongolia 

地区分布 部族名称 所辖盟市 

布里亚特 呼伦贝尔市 

巴尔虎 呼伦贝尔市 

扎赉特 兴安盟 

扎鲁特 赤峰市 

科尔沁 赤峰市 

奈曼 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 通辽市 

敖汉 通辽市 

翁牛特 通辽市 

喀喇沁 通辽市 

东部地区 

（12 个） 

克什克腾 通辽市 

乌珠穆沁 锡林郭勒盟 

阿巴嘎 锡林郭勒盟 

苏尼特 锡林郭勒盟 

浩齐特 锡林郭勒盟 

四子 乌兰察布市 

中部地区 

（5 个） 

察哈尔 乌兰察布市 

茂明安 包头市 

达尔罕 包头市 

土默特 包头市 

乌拉特 巴彦淖尔市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市 

达尔扈特 鄂尔多斯市 

和硕特 阿拉善盟 

土尔扈特 阿拉善盟 

额鲁特 阿拉善盟 

西部地区 

（10 个） 

喀尔喀 阿拉善盟 

 

2  文化生态视域下蒙古族地域分化的形成 

在形成蒙古族服饰地域分化过程中，原本统一的

部落宗族文化生态逐渐被不同地域下的文化生态所

代替。各部落间不仅具有不同的地貌、气候的地域生

态特征，也具有不同宗教、文化、生活方式所影响下

的地域文化特征。 

2.1  地貌影响 

内蒙古地域辽阔，全区总面积 1 183 000 km2，东

西间隔 2 400 km，是我国跨经度 大的省级行政区。

从东部到西部形成了从森林、森林草原到戈壁荒漠的

地貌变化。正因如此，内蒙古境内不同地域的服饰材

料与穿着习惯同样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较为显著的

如东部林地面积大，牧民以毡靴和皮靴为主，而西部地

区沙漠、戈壁多，牧民穿着以厚底的布靴为主。 

2.2  气候影响 

气候影响着人们对服装的形式与材料的选择[15]。

蒙古族服饰在形式上与其生活的草原环境和气候具

有密切的联系。内蒙古地区普遍较为寒冷，因此，蒙

古族人为了适应环境、气候和游牧生活方式，他们的

服饰需要考虑保暖性和适宜骑马、游牧的需求，并在

此基础上，针对地域性气候进行适度调整，见表 2

所示。 
表 2  内蒙古地区气候条件与类型 

Tab.2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types in Inner Mongolia 

地区分布 气候特征 服饰特征 

东部地区

呼伦贝尔、通辽、赤

峰 等 内 蒙 古 东 部 地

区，夏季短暂，风大

虫多、紫外线强，地

势高，常年风沙较大 

服装分为冬袍和夏袍，

多 是 毛 皮 织 物 、 呢 料

等，质感厚重、保暖性

强 

中部地区

锡林郭勒等内蒙古中

部地区，气候条件主

要以半干旱的草原为

主 

常见材料为锦缎，袍服

宽松肥大，小袖袍搭配

小口裤以及深筒靴，简

洁利索、方便骑马。野

外放牧休息时，还可以

把它铺在身子底下，亦

可以盖在身上 

西部地区

阿拉善、巴彦淖尔、

鄂尔多斯等内蒙古西

部地区，气候条件主

要表现为：高原气候

干旱，荒漠广布，昼

夜温差大 

缠 头 在 客 观 上 起 到 了

遮挡风沙、尘土的保洁

作 用 与 保 护 皮 肤 的 作

用 

 

2.3  多种文化融合的影响 

主张文化进化论的莱斯特·怀特指出：“文化是

一个连续统一体，不仅可以从一个时代纵向传递到另

一个时代，而且可以从一个地域横向传播到另一个地

域。[16]”在蒙古族发展历程中受到了包括汉族文化、

满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及俄罗斯民族文化等影响。在

这些文化的影响下，蒙古族服饰的视觉文化表现呈现

分化的态势，分为以俄罗斯民族文化、汉族文化、蒙

古宫廷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为主的造型形态符号，和

以草原文化中代表的萨满文化和喇嘛文化等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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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形文化符号两种发展态势[17]。其中草原文化中的

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是蒙古族服饰图形文化符号的

重要表现之一，其产生是基于对蒙古族强烈崇拜的生

命与自然现象的表达，因此这类符号也是原生文化的

优良传承[18]。 

通过对比分析内蒙古地区不同地域文化生态影

响下的服饰装饰特征与表现手法，对其外在形态、

结构、符号及所表达的内涵进行梳理（见表 3）。可

以得出，不同地域下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及建筑装饰

手法对服饰装饰具有积极影响。同时，服饰作为视觉

文化符号，体现了地域分化过程中文化的共通性与差

异性。 
 

表 3  多种文化影响下的蒙古族服饰特点 
Tab.3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costum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cultures 

分布 文化类型 文化影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外在结构的视觉符号形象 内在意义的文化符号意义 

俄罗斯 

民族文化 

12 世纪蒙古草原到贝加尔湖沿

岸 的 森 林 地 带 中 生 活 的 原 住

民，有巴尔虎、布里亚特、喀

尔喀等部都受到其影响 

模仿欧洲立体造型“洛可可”风

格，巴尔虎和喀尔喀部的犄角头

饰、隆肩、褶裙与俄罗斯民族的

装袖肩部多褶、高耸立体结构具

有高度相似性，但是色彩纹样却

格外简单 

1. 早 期 平 民 从 事 田 间 劳 动 穿 的

“鲁巴哈”割草裙，亚麻材质，

样式单调且缺乏色彩 

2. 渔猎，农耕 

3. 图腾崇拜：芒牛/熊/天鹅——布

里亚特祖先 

满族文化 

清朝建立之后，满蒙多次联姻，

满蒙通婚集中的科尔沁和昭乌

达地区，服饰满化程度 高 

科尔沁地区蒙古部族被满族同化

并 演 变 成 全 身 刺 绣 的 旗 袍 的 袍

服。袍服上刺绣纹样以对称纹样、

凤鸟纹、牡丹图案、蝴蝶、莲花、

杏花、卷草纹样为主，并且额带、

发簪盘发的头饰都区别于其他地

域，具有满族的装饰风格 

1. 满族是武勇骑射，畜牧游猎的

民族 

2. 讲究服饰礼仪，有礼服、吉服、

旗服之分 

3. 满族刺绣技艺、镶边技艺“十

八镶” 

内 

蒙 

古 

地 

区 

东 

部 

草原文化

（蒙古族

主体文

化） 

世代生息在内蒙古五大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

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

鄂尔多斯草原的先民、部落、

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

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 

代表父系的立檐帽、布里亚特红

樱帽、乌珠穆沁彩虹道子；自然

纹样、动物图案、植物纹样：花

纹、草纹、莲纹、牡丹纹、桃纹、

杏花纹等花草树木、鸟兽虫鱼、

图腾记忆、吉祥图案、萨满符号、

四雄五畜云纹、哈木儿纹 

1. 自然崇拜 

2. 图腾崇拜 

3. 象征自由、力量、勇猛、胜利

的装饰纹样 

汉族 

文化 

元统一后，统治者参考汉族的

服饰制度与款式建立本民族的

服饰，巩固自身政权 

蒙古早期皆为左祍，在元后模仿

汉族改变为右衽。同时，为方便

骑马和劳作，蒙古袍模仿汉服宽

袖的特点变为大袖小口的袖型 

1. 君臣体系 

2. 着装合乎礼法，注重精神表达

内 

蒙 

古 

地 

区 

中 

部 

蒙古宫廷

文化 

苏尼特、察哈尔、四子、达尔

罕、茂明安、土默特、乌拉特、

鄂尔多斯等黄金家族直系、旁

系统治的部族 

雍容华贵的连垂式头饰，拥有珊

瑚珍珠穿缀，代表饰物：姑姑冠

1. 供奉及守护蒙古大汗 

2. 祭祀文化，查干苏勒德 

喇嘛文化 

忽必烈将藏传佛教作为元朝国

教，全体蒙古都接受藏传佛教，

因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原因，影

响较为深远 

代表图案：吉祥图案、七珍八宝、

铜钱纹、方胜纹、佛盒首饰、配

饰、吉祥结、法轮银饰 

智慧、学问、美德、八宝 
内 

蒙 

古 

地 

区 

西 

部 

伊斯兰 

文化 

以卫拉特部落为主的西蒙古地

区 受 到 了 伊 斯 兰 教 文 化 的 影

响，主要包括额鲁特、准噶尔、

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 

服饰上有了遮掩的意味：辫套藏

发、首帕与穆斯林回回帽风格相

近的圆顶帽 

1. 讲究中正之美，只有脸和手自

然裸露 

2. 平和顺从，戴回回帽进行礼拜

3. 图腾崇拜 

 
3  文化生态视域下蒙古族服饰地域分化类型 

综上所述，因为地域分化中生态、文化等方面的 

影响，蒙古族服饰分化显性表征明显，各地域的服饰

自成体系，部分地域服饰有其独特的名称与配饰，可

以明显与其他部族区分开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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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东部地区 

该地区包括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赤

峰及通辽等地的巴尔虎、布里亚特、科尔沁等部落。

该地域服饰装饰表征受俄罗斯民族文化、满族文化影

响较大（见图 1）。具有图腾崇拜等表征，刺绣等视

觉装饰较重，有很强的地域性。  

3.2  中部地区 

该地区主要包括呼和浩特、锡林浩特、乌兰察布

等地的察哈尔、苏尼特、乌珠穆沁等部落。由于该地

区临近中原，受到汉族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影响较重，

服饰穿着方式更多地融入了汉人服饰大袖小口等特

点。同时，在服饰装饰方面吸收了藏传佛教的元素， 

五畜纹、卷草纹、盘肠纹、万寿纹等装饰纹样使用频

率相对较高（见图 2）[20]。 

3.3  西部地区 

该地区主要包括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及阿拉善等

西部盟市的乌拉特、鄂尔多斯、和硕特等部落。该地

区中，鄂尔多斯作为“黄金家族”直系部落，表现在

服饰上的特点突出：布料运用考究、色彩鲜艳华丽、

配饰丰富精致，整体看起来雍容华贵；乌拉特受到中

原地区农耕文化影响较多，因此在该地区出现了汉族

服饰特点的短袍蒙古族服饰风格[13]；而在内蒙古地区

西部的阿拉善地区的和硕特部，受到了西部伊斯兰

文化的影响，该地区蒙古族服饰形象则更多地偏向

添加一些伊斯兰教色彩的装饰风格，见图 3。 
 

 
 

图 1  东部地区蒙古族服饰特征 
Fig.1 Features of Mongolian costum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图 2  中部地区蒙古族服饰特征 
Fig.2 Features of Mongolian costum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图 3  西部地区蒙古族服饰特征 
Fig.3 Features of Mongolian costum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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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不同，蒙古族服饰从

13 世纪前的统一逐步发展到清、明时期的分化，呈

现出多样化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然而，随着全球

化发展日益加剧，这些独特的地域性文化资源正面临

着日益严峻的保护和价值转化问题。为了保护蒙古族

服饰的在地文化资源价值，需要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

施和手段来进行蒙古族服饰文化资源的保护、转化和

价值实现。 

4  设计驱动的蒙古族服饰文化价值实现路径 

目前，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价值实现。包括文 
 
 

化产业领域、社会学领域、设计学领域都在进行有针

对性的研究。其基本路径表现为“抢救性保护—生产

性保护—商业转化”的路径关系。作为以满足人类美

好生活需求为目标的交叉学科，设计学具有挖掘、记

录、表达和创造的技术手段及面向文化资源价值转化

的实践基础[21]。在文化生态学的视角下，设计学不仅

是一种实践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手段，

以及社会文化融合人类行为的结果。通过设计来实现

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是设计学驱动文化价值实现的

重要途径之一。根据“设计参与度—微观到宏观—从

社会价值到产业价值”路径，形成具体的文化资源价

值转化路径，见图 4。 

 
 

图 4  基于文化资源价值转化度的设计参与路径 
Fig.4 Design participation path based on the conversion degree of cultural resource value 

 
 

4.1  蒙古族服饰文化价值挖掘 

从本体的角度来看，挖掘传统民族服饰的文化价

值是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文化资源本身所具有

的公共服务价值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必须通过价

值挖掘、设计转化与创造性利用，使其价值得到受众

的认可后，才能实现经济价值的转化[22]。从文化的角

度来讲，季中扬[23]指出，文化转型的关键问题和路径

在于重塑文化本体，把握住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资源

作为体现地域差异性、地域民族性等特性的文化表

达，在文化资源价值转化过程中应注意文化资源本体

的保护。对文化资源的破坏性保护和对传统文化的刻

意恢复，会使文化资源保护沦为一种以城市人视角的

怀乡文化的想象[24]。对此，湖南大学“新通道”社会

创新项目在近十年针对民族地区开展的设计工作营

当中，总结了一系列的文化资源保护及转化工作机

制，即“设计参与保护与数字采集—设计介入生产性

保护—地域文化资源整体性保护”的文化资源价值保

护工作流程。在“新通道”项目中，蒋友燏[25]提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数字采集和特征记录的非遗文

化资源保护方式（见表 4），并在湖南大学“新通道”

项目中进行应用，见图 5。 

基于以上经验，在蒙古族服饰的文化资源价值挖

掘方面，人们同样认识到，针对蒙古族服饰的文化资

源价值挖掘，就是针对服饰中的各种符号、形态进行

数据采集[26]。蒙古部族服饰的文化符号非常复杂，存

在不同形态款式、图案符号、配饰造型。针对内蒙古

的东、中、西三个地区，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鄂尔

多斯、察哈尔及科尔沁三个部落的服饰为样本，进行

视觉符号的文化数字模型的数字化采集与可视化尝

试，见图 6。 
 
 

表 4 “新通道”项目影像参与式抢救性保护与记录 
Tab.4 Participatory rescue protection and recording of images in the "New Channel" project 

数字采集记录目的 项目名称 保护内容 

滩头年画 影像和数字采集记录隆回花瑶年画制作工艺与符号采集 

侗锦织造工艺 影像和数字采集记录通道侗族侗锦织造技艺与符号采集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采集和特征

记录 
天地飞歌 影像、录音记录通道侗族大歌 

侗锦织造步骤 经过动画转译侗族侗锦织造技艺，用于技艺传承 如实还原工艺用于技艺传承与跨

界研究 剪纸纪录片 经过数字转化三江非遗剪纸技艺，用于跨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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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湖南大学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 
Fig.5 "New Channel" Design and Social Innovation Project of Hunan University 

 

 
 

图 6  蒙古族服饰文化可视化 
Fig.6 Visualization of Mongolian costumes 

 

4.2  设计驱动的文化资源价值转化、创新与利用 

在文化资源价值转化、创新与利用方面，宗娅

琮 [27]指出，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中，现

有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水平严重制约了当前产业发

展的形势。而设计驱动的方法是一种重新定义和认识

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重要途径。设计学介入的文化资

源价值转化分为两条路径，其一，以满足人类福祉为

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性转化；其二，以提供文化生产

要素的经济价值产业化转化。其中文化服务性转化强

调的是满足文化需求和提升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是基于公共文化服务性质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公

共性，不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而作为文化资源价值转

化的主要路径，文化资源商品化、产业化转化是当前

从国家到地方，再到在地居民都在关注的方向。随着

全球化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如蒙古族一样的少数民族

地区，民族文化反而因其文化差异性、唯一性、不可

再生性和稀缺性，具备了可以被转化的经济价值，成

为 能体现文化差异性的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市场

性[28]。这两种转化路径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29]。公共文化服务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文化

资源和平台，为文化产业化转化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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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而文化产业化转化则为公共文化服务性转化提供

了更好的资源保障和资金来源。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

时，还能促进文化价值的认同与传承。因此，设计驱

动的文化资源价值转化路径应融合以保护、增强价值

认同的教育转化为主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以增强交互

体验、文化经济附加值为主的文化产业，同时，促进

产业与服务建构互补的文化生态社区，促进多元文化

价值的转化与实现。 

根据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蒙古族服饰文化可

以被视为一种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设计是

连接文化与经济、艺术与技术的纽带。因此，如何利

用设计的力量来促进服装文化资源的价值转化，是设

计驱动文化资源价值转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已有的

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设计驱动的文化资源价值转

化的具体实践路径和策略。例如，潘鲁生[30]指出，传

统文化资源的内容已经快速与数字内容产业、工艺美

术产业和创意产业等业态交叉融合，成为文化产品设

计竞争中“原创力”的主要来源。经总结归纳，设计

驱动的文化资源价值转化路径有以下方面。 

1）传统民族服饰可以成为寻求创造独特创新服

装的设计师的丰富灵感来源。通过将传统服饰的元素

融入现代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在向文化传统致敬的同

时，创造出突破时尚界限的服装。以南美的克丘亚人

的传统服饰为例，该服饰近年来大受欢迎，时装设计

师将色彩缤纷的纺织品和刺绣融入设计中。这有助于

促进克丘亚人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并为生产纺织

品的工匠带来新的经济机会。除此之外，著名服装设

计师 Giorgio Armani 在 2011/2012 秋冬系列发布会

上，大量借鉴了日本的传统服饰元素，并运用了多种

设计方法。日本服装品牌 UNIQLO（优衣库）也通过

设计创新，将传统服饰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中，从而开

辟了一条以文化为媒介的服装市场。 

2）传统民族服饰可以吸引游客和对文化体验感

兴趣的人。制定推广传统服饰作为文化旅游一部分的

举措，有助于引起参与者对在地重要文化、文物的关

注。通过服饰中的文化表达，为保护和庆祝这些传统

社区文化提供经济、社会以及人文价值与机会。东非

马赛人的传统服饰在到访该地区的游客中很受欢迎。

当地人所提供的传统舞蹈和珠饰等文化体验，不仅对

马赛服装的需求，也为生产纺织品和配饰的当地工匠

提供了经济机会。促进了以马赛文化为重点的旅游业

蓬勃发展。 

3）传统民族服饰也可以成为教育和文化理解的

宝贵工具，帮助人们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和传统。目

前，在全国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在建立不同形式的

服饰博物馆，为人们提供了解传统服饰的历史、象征

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机会。例如，在重庆黔江地区已建

成的重庆市民族博物馆，通过静态地展示式样繁多、

色彩斑斓的土家族、苗族传统服饰和现代民族服装及

精美的银饰，向人们展示当地民族服饰的传承方式
[31]。而湖南大学“新通道”团队在湖南省通道县所建

立的“中国侗锦非遗传承基地”也通过传习人的动态

展示、影像传播及静态展示等多元融合的方式，将侗

锦织造场景、侗锦文化及在地文化融入博物馆展示当

中，为受众生动地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魅力，见

图 7。 
 

 
 

图 7 “中国侗锦非遗传承基地”实景 
Fig.7 Real scene of "China Dong Brocad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 

 

5  结语 

综上所述，设计驱动的文化资源价值转化是一个

具有挑战性和前景的研究方向，也是实现传统服饰文

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设计驱动的蒙古族服饰

文化价值实现路径中，设计师需要将蒙古族服饰中的

文化资源价值融入设计的各个方面的同时，也需要对

蒙古族服饰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包括服饰的历史、地

域特色、功能、象征意义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价值

转化与实现。本文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地域、

文化、宗教、环境对蒙古族服饰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并探讨了蒙古族服饰的地域差异与文化数字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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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通过结合已有的成功案例，深入探讨设计驱

动的文化资源价值转化实践路径和策略，为蒙古族服

饰文化资源保护与价值转化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我

国不同文化区域传统价值挖掘、保护、价值转化等方

面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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