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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系列之一，全书分为村落的概况；土族语言文字的变化；土
族婚姻的变迁；土族丧葬的变迁；土族节日习俗与娱乐方式的变迁等数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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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服饰文化的演变　　服饰文化包括服装和饰品两大类。
它反映着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承载了民族历史、文化、习俗、宗教等多种内涵，折射了民
族意识和民族心理。
土族是世居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服饰独富特色，显示了土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创
造才能。
　　辛家庄的土族服饰已经完全汉化，民族服饰几近失传。
除了最近几年纳顿文化节上翻新的土族服饰之外，已经没有了。
我曾经穿着土族民族服饰出去转了一圈，看到的人都觉得很新奇。
会做传统服饰的老人也已经不多。
互助贺尔郡的土族服装还保留得相对较好。
传统的土族青年男子一般头戴锦边毡帽，身穿小领斜襟长袍，外套黑色或紫红色坎肩，腰系彩色绣花
长带，穿大裆裤，小腿扎绑带，脚踏云子鞋。
老年男子头戴黑色卷边毡帽，穿蓝黑色小领斜襟长袍，外套黑色坎肩，系黑色腰带，脚穿白袜黑鞋。
但是现在除了一些虔诚信奉佛教的老人会穿着深色的长袍以外，中年男子平时的穿着已经和汉族完全
相同，人们无法通过服装来辨认民族身份。
青年女子上着小领斜襟长袍，袖口宽大，由红、黄、绿、紫、黑五色彩布做成，鲜艳夺目，称为“五
彩袖”。
妇女身穿斜襟裹边的短衣或长袍，长袍上多套黑色、紫红色或者蓝色镶边的坎肩，腰系绣花彩带，上
绣花、鸟、蝶、彩云等图案或花纹；裤子膝盖以下部分套一节裤筒，土族称“帖弯”（“帖弯”的颜
色是区别已婚和未婚妇女的标志，未婚的女子帖弯颜色是红色的，而已婚的一般是蓝色的）；头戴彩
色花边的头巾，扎彩色绣花腰带。
带头帕的习惯和当地汉族相同。
足登绣花云鞋。
戴圆形耳环，银铜不一，直径两寸多。
发髻高高盘于脑后，称作“尚图”。
“尚图”之上戴头饰，嵌以明珠，缀以丝绳，垂于颈后，土语称“扭达”。
互助g~族聚居区有“吐浑扭达尔”、“那仁扭达尔”、“适格扭达尔”、“加斯扭达尔”、“加木扭
达尔”、“绊绊切扭达尔”、“哈雪扭达尔”、“雪古朗扭达尔”、“洛典扭达尔”等，形如簸箕、
铧尖、马鞍、烧饼等样式。
其中以“脱欢”扭达最古老最高贵。
据说只有互助县五十乡土观村的姑娘才有资格佩戴它。
据笔者调查，土观村的姑娘嫁到外村依然可以佩戴娘家村的吐浑扭达，而别的村庄的姑娘若嫁到土观
村，必须佩戴土观村的吐浑扭达，以示身份的转变。
老年妇女穿蓝色或黑色长袍，不系绣花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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