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羞苤堂 ：旦丝笪塑丝!型生型 !!Q!：1 6 A RT。B s E Rv^Tl。N

大凡到过湘西的人，常能见到身着

银饰的姑娘、嫂子走在风光秀丽的大山

中，一路丁当远去，真是美极了，简直就

是一只美丽的银凤凰。

湘西少数民族以银器装饰身体的习

俗由来已久，我们能从花样百出的造型

纹样中，体察到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远

的文化寓意。湘西的女孩子从儿时起就

与银饰和刺绣为伍。结婚嫁娶，男女双

方都要互相赠送银饰和刺绣织品，刺绣

水平高低，也是男方衡量对方的标准之

一。凡是在湘西的重大活动，比如“三月

三”、“六月六”以及现在的民族大会等，

湘西妇女都要佩带这种纷繁多姿的银饰。

银饰和刺绣的图案，除了龙、凤以外，多

以日常生活中的题材为主，朴实可爱，美

丽无比。山民们的银饰大多数出自手工

制作，一辈一辈积累而来，形成了一种

很有特点的地域银器文化，在当地妇女

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丰富多样的造型

湘西少数民族妇女的银饰按其装饰

的部位可分为头饰、耳饰、颈饰、胸饰、

手饰、腰饰等，银饰造型纹样名目繁多，

各具特色。头饰通常指钗、箍、帽上银

饰、头链等。苗族的头钗为鸟形，头箍为

条形，头簪为植物叶形状，一般起到固

定发型的作用。耳饰又分耳环和耳坠，耳

环仅为一个圆环，耳坠为须坠。项饰有

项圈、领扣、领牌几种，项圈一般分为扁

平形和圆管形，为苗族妇女佩带，在整

套艳丽的民族服饰中能起到画龙点睛的

作用，是苗族姑娘出嫁的贵重饰物。胸

饰的造型最为丰富，雕刻各种动物、花

卉复杂图案的银牌，在胸前围圈而挂，多

则7个，少则5个或3个。制作工艺上多

采用镂空浮雕，也有直接刻线于银牌表

面上的，胸饰链的主体造型一般呈对称

组合，下面缀上多重须坠，佩戴时将珠

链恰到好处地固定在银牌下端，展示出

完整的造型。手饰指戒指和手镯，是妇

女的常用饰品，戒指皆为环状，区别仅

在于有无戒面，或面的方圆大小；手镯

的造型有条型、扁型、扭丝状、宽片筒状

等。条形手镯有实心空心之分，手镯多

为素面，以繁复的雕花工艺而著名，伴

随着苗族妇女的一生。腰饰分腰带和腰

扣，是苗族的传统饰物。苗族的腰带上

绣花带，轻巧漂亮，通常是陪嫁物之一。

二、简洁而美妙的写实风格

湘西少数民族银饰造型取材广泛、

构思巧妙、形象生动，其简洁而美妙的

纹样中也体现着浓厚的写实风格。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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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挂饰和耳环上，缀鱼蝴蝶牌加须坠

是最常见的纹样组合形式。鱼和蝴蝶千

百年来一直与少数民族的世俗生活息息

相关，运用得也最为广泛。苗族包头上

头箍银饰上刻有各种花纹图案，是民间

习俗的反映，又是苗族宗教信仰的表现。

项圈接口处的造型似一对沉睡鸳鸯的头，

人称“鸳鸯扣”。这些纹样在一定程定上

透视着该民族的生态环境特征，具有鲜

明的地域性。最具写实风格的，还有银

牌挂件。一件挂链上的银牌栩栩如生地

刻画着一个闭目无须的骑牛老者，活脱

脱地勾画出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显示

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耳环纹样在制作上

也较为独特，纹路清晰明了，造形憨态

可掬，体现着苗族银匠高超的制作工艺。

比较而言，他们更青睐植物花卉的银饰

纹样，像“丝瓜扣”牡丹花叶纹、菊花银

簪、麦穗纽丝手镯、三层花篮缀须耳环

等银饰图样，这些花卉图案映照着人与

自然的亲密关系，表现出苗族人温厚而

典雅的审美情趣。胸链中常以成串的各

种花卉纹样饰件作铃铛缀须，风格活泼、

俏皮，可以说是苗族人民质朴情感的一

种物化，从中还可以窥见他们传统的心

理价值取向。总之，银饰造型纹样作为

一种物质文化的载体，大大丰富了湘西

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装点着他们平实

质朴的生活。

三，祈求的夙愿

在任何一种审美形式的背后，都必

然包含着历史的、社会的乃至宗教的内

涵。毫无例外，少数民族银饰造型除了

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和实用功能外，还

隐含着“吉祥”的寓意，银饰品作为吉祥

物的社会功用，正是它千百年来在少数

民族生活中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银饰造型纹

样渐渐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定格在少数

民族的群体意识中，并在相互借鉴传播

的过程中更加程式化、符号化，阐述着

人类祈求幸福的永恒主题。人类身体装

饰物的产生发展，最初也许源于审美的

本能和求偶的需要，而后扩展为财富地

位的象征，成为实现自我的一种表现方

式。例如鱼、蝴蝶、石榴花在传统民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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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含有繁殖、多子、群居、兴旺的意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图案在银饰中

运用极广的原因。龙与凤曾是中华民族

的图腾象征，在少数民族心目中，也代

表王权与威严，是吉祥的神灵化身，还

可带来风调雨顺，保太平盛世。刀具耳

环上，龙的形象运用生动的刻法勾出，同

样是出于对龙的爱戴和仰慕。在苗族民

众中，银币常被视为吉祥之物佩戴于身。

胸链上常用光绪年间和民间的银币作饰，

挂链上出现的则多为银币的仿制品。用

作装饰的还有一种刻有神女的雕像，这

种雕像在苗族人的观念中可以起到避邪

消灾的作用，保佑佩戴的人平安顺利，万

事大吉，给追求富贵的人们一种心理的

安慰。湘西的民风民俗作为一个创作母

题在画家笔下持续不断地得到体现，显

示出无穷的魅力和独有的地域特点。我

国老画家陈百一先生的工笔画《听壁》表

现的是女孩入洞房以后，她的伙伴在窗

下听悄悄话，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当地的

风俗习惯。工笔人物画家王炳炎的作品

《月光》中，那位苗族少女表情沉静，银

饰的白与月光下滕胧的黑相映衬，恰到

好处地表现了银器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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