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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人类学视野: 客家传统服饰符号的
象征特色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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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客家传统服饰是客家族群文化中极富代表性的符号。它的特色不仅在于视觉符号的象征意义，更加

体现在它是客家族群形成的符号标记、客家人生活及生存状态的表征、客家人自我强化人格的象征，等等。正因为

如此，客家传统服饰符号在当下外来符号冲击、现代符号变迁的情景中，依旧具有巨大的启示价值和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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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诞生起就在认知体系中，建构起了符号
世界，就如卡西尔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
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1］

这也为我们揭示了符号的普遍性，符号与人类生活
息息相关。生活中因为服饰与人类有着零距离的密
切关系，以及有着最直观、最形象反映人类日常生活
及观念的特点。于是，它往往被赋予符号意义，其价
值表现为蔽体、保暖与装饰的同时，还承载着特定的
文化信息，是人类文化变迁及文化心理外化的重要
载体，是探寻、识别一个族群文化及心理的重要途径

之一。
一、多层·丰富·完整———客家传统服饰符号

体系

符号是指被用来在某方面代表其它事物的事
物。伴随着汉人南迁，并逐渐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客
家族群的历程，客家传统服饰渐渐成为代表客家文
化和客家族群的事象之一，表现出了独特的象征和
相应的价值。再伴随客家族群的成熟与发展，客家
传统服饰上形成了完整、丰富的符号体系。( 参见
图 1)

图 1 客家传统服饰符号体系图

客家传统服饰符号体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或艺术
图符的组合，而是按照物质形态、纽带形态和精神形
态三个层面展开的丰富网络。物质形态属于象征表
皮层，构成视觉识别系统，形成最直观的符号形式，

具体包括品类、形质、结构、色彩和图案; 纽带形态属
于象征肌体层，构成行为识别系统，形成有血有肉、
活生生的符号展示，包括客家人日常生活、民俗活动
和技艺流程及传承等内容; 精神形态是象征核心层，

是最核心的理念识别，具体包括客家民系及其民间
美术的精神、心理、审美和哲学。三个层面的关系往
往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上一个层面将下一个层面
作为象征的语意，如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互为象征
的表里，前者是后者的图符形式，后者是前者的语意
指向，它们形成“文与质”、“器与道”的相互关系。
第二，下一个层面将上一个层面作为识别的载体，即
象征核心层必须通过象征肌体层和象征表皮层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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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成具体的识别对象。第三，象征肌体层是象征
表皮层和象征核心层关系得以实现的纽带: 具体、真
实、活态的展示。总之，这三个层面具有递进、且紧
密关联和浑然一体的关系。缺少任何一个层面，客
家传统服饰符号体系都不能形成。缺失了物质形
态，精神形态将空洞乏力; 缺失了纽带形态，客家传
统服饰将不具有多维立体的活态意义; 缺失了精神
形态，物质形态和纽带形态都将缺乏活力。

服饰是一种集物质使用的功利性和纯精神的艺
术性于一体的文化形式: 实用艺术。因此，我们可以
将客家传统服饰视为客家人“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
造”。［2］客家传统服饰符号体系中，具有苏珊·朗格
划分的“艺术中的符号”和“艺术符号”两种形式。
艺术符号是相对整个艺术品传递出表现性形式的，

有意味的符号性; 艺术中的符号指作品中具体的个
别符号，这些符号同样具有自身丰富的系统。于是，

客家传统服饰符号体系各层面又包含了各自的系
统，物质形态就包括动物符号、植物符号、人物符号、
文字符号、物品符号等视觉识别系统; ［3］纽带形态
包括图腾符号、宗教符号、祭祀符号、交际符号、身份
符号、生活符号等行为识别系统; 精神形态包括生命
符号、生殖符号、祈福符号、美学符号、哲学符号等理
念识别系统。在这些识别系统中，物质形态层面的
视觉识别系统最为直观、形象，最易于传播; 行为识
别系统最具动态性，属“活动文化”符号; 理念识别
系统最为抽象，属“精神文化”符号和核心符号。

二、多元·自我·生态———客家传统服饰符号

的象征特色
“服饰，在特定的群体意识和传统观念中，早就

是 一 种 具 有 文 化 承 诺 意 味 的 物 态 化 的 象 征 符
号。”［4］客家传统服饰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指示，她
向我们指示着客家文化的源流、特质与精神等，成为
解读客家人文化心理重要的密码，成为客家文化特
色重要的识别载体。

1． 客家传统服饰符号体系是建立在多元文化融
合基础之上的文化结构，①客家服饰符号的语意处
处表现出对这一文化特质的所指。可以说客家传统
服饰是客家多元文化融合特质的象征性符号。

例如，从物质形态的角度看，客家传统服饰上经
常出现的“■”符号与甲骨文中“有”造型相同，也
与北方民间剪纸中的“笙( 生) ”字符号相似，传达出
它与中原文化的血脉关系; 客家冬头帕丝带的构成
图式和纹样样式又分别学习、借鉴了长江流域楚文

化特色和畲族服饰特点。所以这些物质形态的符号

象征了族群文化融合，成为我们识别族群融合信息

重要的视觉标识。再如客家传统服饰上广泛流行的
“红”与“黑”组合，蕴涵了客家人在长期迁徙、颠沛

流离之后形成的生死共存哲学观和依恋远古祖先的

情怀; 赣南客家传统服饰经常出现不成文的文字符

号: 东、田、西、马、局，等等，这是受到赣南地域的红

色文化影响而透出神秘的革命信息。这些展示了一

个因独特的人文背景和自然背景而独具内涵的客家

民间美术符号系统。
2． 客家传统服饰是客家人“自我”意识强化的

象征性符号。客家人“自我”意识得到强化是因为

客家人 生 存 空 间 的 动 态 性 使 他 们 形 成 了 落 差 心

理②。原本中原望族成为风餐露宿的难民，原本优

越的生活变成了迁徙途中的艰辛和赣闽粤边区各项

资源的紧缺。这种情境加强了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

思念，客家人的中原情结也伴着艰辛被不断强化。
“客”的心境一直成为他们挥抹不去的印记，与“客”
对应的是“主”，于是，“主”成了客家人不断向往、追
求的心境。客家人力图重塑主人形象。

服饰是身份、性别、职业等社会角色区分的符

号，即服饰具有角色符号的特点———象征并指向着

一个具体的社会角色。客家传统服饰成了他们标榜

自己文化身份和族群归属的最佳载体。从精神形态

的角度看，客家人的“自我”强化心理反映在冠礼服

饰习俗、婚礼服饰习俗和葬礼服饰习俗等民俗中，它

们努力保留着汉服特色与传统。如男行“冠礼”、女
行“女之筓”，男子常在 20 岁或新婚庆典之日举行
“冠礼”，特别是后者，男方婚宴近半举行冠礼，由其

舅舅或祖父为其加冠，以展示成年; 女子将要出嫁时
( 约 16 岁左右) 需行“上头礼”，将头发盘起来并饰

发簪，以展示成年和可婚嫁。这些民俗中出现的冠

帽、发簪、发式等成了汉文化心理与汉族角色的象征

符号。此外，客家人的“自我”强化还表现为勤劳持

家与女户主角色。对应到传统民俗中，客家就具有

汉族其他民系少见的事象，即男女同裤和女子露足

等服饰行为。
3． 客家传统服饰是客家文化“生态美观”的象

征符号。客家文化“生态美观”源于中原汉文化的

经典哲学和客家人的“生存观”。首先，中华民族的

古代经典，无不透着古代哲人对“生态”的整体理

解，这可以追溯到《易》中描述的“大和”之美，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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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多元文化融合的客家特质表现为三种方式: 一、区域( 族群) 文化融合，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和源头，融合了客家移民途经地、驻足地、定
居地的土著和少数民族特色的过程; 二、时空文化融合，以秦汉文化为起点，历经不同朝代文化洗礼的过程; 三、文化模式融合，即移民文化模式

和在地文化模式结合，促成鲜明地域特色的过程。
客家人生存空间的动态性是指客家人由北至南的迁徙和外出谋生，造成生活空间不断变换的现象。



在宇宙生命的协调统一之中，是宇宙生命健康正常
发展的根本保障。［5］再如《管子》中描述的“人与天
调然后天地之美生”［6］，当“天人和谐”时，天地间的
一切美也就孕育而生。管子所说的“美”其实就是
关系美、就是生命和谐美、平等美。其次，客家人的
“生存观”是客家在移民经历中形成的移民精神，包
括乐观自信、开拓进取、和谐平等和超越生命等特
质。

客家传统服饰符号所指的“生态美观”表现为
“整体观”、“平等和谐美”与“整体生命和谐的功利
性”。第一，客家传统服饰符号的“整体观”是将人、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服饰自身视为一个整体，如客
家冬头帕中蕴藏的“天人合一”意识。第二，客家先
民在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练之后，强化了对万物爱护、
尊敬，甚至崇拜的心理。客家人相信“头上三尺有
神灵”，万物有灵。万物间是一种平等、自由、互利、
互渗与能量转换关系。如孩子戴上客家狗头帽，就
可以获得狗灵活、机敏的活力，躲过不吉，而茁壮成
长; 瑞金客家葬礼上编制的草鞋是为了帮助死人的
灵魂借助它的力量回到故土。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关
系为单体生命提供了生命繁衍的环境，他们在其间
进行着和谐的能量转换与循环，这正是客家传统服
饰符号所指的“平等和谐美”。第三，“整体生命和
谐的功利性”，整体生命间进行和谐的能量转换时，

生态美的审美体验不断在个体生命的有限中追求整
体生命的无限与和谐，整体生命的无限与和谐又成
就着个体生命的不断繁衍。可见，生命的“繁衍”与
“持续”之美是生态美的追求。客家传统服饰崇尚
生命美，如客家传统服饰追求耐用，即使服饰破旧了
也要缝补，以此延长其使用寿命; 客家传统服饰上的
一些文字符号寓意繁衍不息，象征着生殖崇拜。从
“生存”起点理解客家传统服饰的生命美，体现了其
“生存”功利的偏好。如长辈为儿童戴上客家童帽
是为了获得宗族生态的和谐平衡; ①节庆礼俗中赠
送服饰礼品是为了巩固亲缘和友谊，实现宗族的团
结。再有，基于“整体观”、“平等和谐美”的生态美
观要求保护万物，其实就是保护人自身，物兴吾兴。
这些观念对于因为天灾人祸被迫迁徙的客家先民来
说显得尤为强烈。

因此，可以说客家传统服饰是以我国古代经典
哲学思想为基础，以人为中心，追求整体生命和谐、
平等、统一的关系美。她是在多次生命危机历练中，

始终保持“中原情结”和“在地化时尚”，又多次与生

态环境磨合而形成的符合整体生命和谐繁衍和社会

生态维系的生态服饰，是客家人特定文化特质的象

征符号。
三、传承·传播·发展———客家传统服饰符号

的价值

符号是人创造的有象征性指示的识别形式，象

征性、识别性是符号的重要功能与特征。从这个角

度理解，上文关于客家传统服饰符号体系象征特色

与识别系统的叙述已经触及其价值。不过，客家传

统服饰符号的象征价值和识别价值更加具体的反映

在传承、传播、发展三个方面。
1． 传承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经历的文

化状态。农耕时代，客家人文化传承的动因主要凝

聚在“家族模式”中，②具体表现为血缘纽带下一脉

相承的祖先崇拜———“宁弃祖宗田，不忘祖宗言”，③

这是一种对祖宗精神和文化创造的传授、继承与崇

敬。客家传统服饰的象征性往往指向这种精神与文

化，是客家族群和相应历史阶段的标识。
首先，客家传统服饰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其

符号性为传承人营造了潜移默化的环境，他们从小

就接受着相关启蒙教育，如“童帽上凝聚了天下长

辈对后代的期望，祝福和关爱，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

情感之一。”［7］即客家童帽是中华民族优秀情感的

有意味的符号形式之一。“在这里童帽制作不再是

单纯为了避寒、驱邪和修饰美化之用，而真正的功能

在于它是真挚情感的载体。只有在这种情感动机的

驱使下才可能考虑到避寒、驱邪和修饰等。”［7］儿童

戴上童帽自然能够感受到这种关爱之情，自然获得

了启蒙。这种启蒙也是家族模式中“初级阶段”的

传承形式。
再有，家族模式“中级阶段”的传承主要表现为

言传身教，具体有母传女、父传子、师傅传徒弟等形

式。其间，客家传统服饰符号为其传承人把握文化

传承的核心提供了直观形式，便于实现传承体验，实

现传承行为。
还有，“终极阶段”的传承主要表现为终生的终

极追求。在经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后，传承

人将文化内化，对文化形成深层认同。例如客家人

在“中原情结”、“自我意识”不断强化的同时，也形

成了胜于诸多民系的“血统意识”及“祖先意识”。
“祖先”就是被他们不断内化的重要的内容之一，客

家传统服饰符号就指向这种文化，服饰制度上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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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宗族生态: 是自然生态中一部分，是以人为主体，以人的血缘为纽带表现出的关系系统，如宗族繁衍、宗房等级、亲属网络，等等。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42 页。) 从此点看，客家

文化传承的“家族模式”就是中华文化传承模式的缩影。
包括对汉族共同祖先的崇拜，对以血缘为纽带的同姓、同宗祖先的崇拜。



坚守“祖先遗制”。“祖先文化”是客家传统服饰文
化传承的内在动力和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也是客
家传统服饰文化特质保持相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
原因。所以，客家传统服饰符号是特定的、独特的、
相对稳定的传承载体及内容，具有保护客家民系精
神及文化不断持续的意义。

2． 传播与传承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有着差异。
传播更侧重一种文化向自身“文化圈”之外呈时间
或空间上的广泛播散，形成“文化圈”外对本文化的
识别与体验，促进“文化圈”外对本文化的广泛认
同。不仅如此，传播还能强化文化族群内部的自信
与团结，坚定传承行为。然而，这些作用的实现又必

须依赖于文化符号。
以纽带形态中的客家传统服饰这一民俗生活事

象为例，它们都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力和较强的行为
识别力，有意无意的带有传播性。① 这与客家民系
迁徙经历极为相关，也正是移民经历使得其民俗生
活中的传播性和识别力更为强烈。识别是传播的有
效环节，良好的传播效果依赖于识别。这是因为传
播需要依赖多种认知方式才能完成，“认知系统的
目标之一是识别并对新异刺激归类。”［8］于是，借用
传播学的“传播模式”和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知识可
以绘构出“客家传统服饰行为传播及符号化流程”。
( 参见图 2)

图 2 客家传统服饰行为传播及符号化流程

图中“行为编码”是“符号象征”的形成过程，
“行为识别”是“符号解码”过程。“渠道”具有强化
识别、“噪音”具有弱化识别的作用，渠道和噪音主
要是指因自然、社会、心理和精神等因素形成的识别
环境、条件、载体等。符号时常是被传送的内容，有
时其本身也构成渠道或噪音。如郭沫若先生通过宽
大的蓝衫，识别到了健硕的客家妇女。于是，客家传
统服饰符号正确、合理的使用可以减少噪音、绿化渠
道，这是促进有效传播的前提，有效形成族群差异及
特色的关键。再如黄遵宪先生在田野对比的差异
中，识别到了勤劳的客家女性。因此可见，符号在传
播识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信息被准确传播、识别
的关键。

3． 文化广泛的传播能扩大认同范围，带来文化
的发展壮大。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客家传统服饰符号
能够在传播中实现其自身的发展。文化符号的发展
除了与传播有关，更为关键的是与新的生活方式有
关，并且包含了创意与创新两个形式。②

客家传统服饰符号在农耕社会里是客家文化符

号发展的集中体现和历史见证。在客家先民及客家
人迁徙生活方式不断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守
“祖先崇拜”，另一方面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开拓创
新”，客家传统服饰符号成为这两方面统一的象征
体。如客家女性服饰在保留中原汉服特点的同时，

吸收了畲族纹样、太平天国等新文化事项、新气候等
因素，创建出了独特的客家凉帽、客家冬头帕等服饰
形式。这类创建非常好的处理了创意与创新的关
系: 凉帽是唐代帷帽基础上的创意，其造型的改进则
是客家人个性化、独特的创新; 冬头帕是北方头巾文
化基础上的创意，是客家人结合闽粤赣丘陵气域、太
平天国运动、红色革命等元素所进行的创新。

此外，客家传统服饰符号在“符号消费时代”具
有促成特色文化意象、提升消费品位的价值。客家
传统服饰从孕育到成熟的各个阶段，都有“符号消
费”意识的萌芽。虽然当时客家人的物质资源贫
乏，在观象制器的趋势下形成了以“生存”为核心、
“实用”为标准的造物及消费观念，［9］但他们却在物
质实用功能实现的同时，不断强化物品上的精神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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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陶立璠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一书中认为: 民俗有播布性，其主要传播方式为两种: 一是由于民族迁徙造成的传播; 二是由于采借方式

而造成某一民俗向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扩散。( 陶立璠著《民俗学概论》，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8 页。) 先生所言的“播布

性”应该就是“传播性”，客家民俗的传播性方式两种都具有，并且以第一种最为典型、最为主要。
本文在此对“创意”和“创新”做如下界定:“创意”是指具有文脉基础的创造性活动;“创新”是指新颖、个性、独特的创造性活动。



意。以此来实现自我的强化、身份的界定。可见，客
家人“符号消费”意识早有萌芽。在告别几千年农
耕生活方式后，对于物质消费如此便捷的今天来说，

人们的消费观念不再局限于对物品物质性使用功能
的追求或侧重，而开始更加注重物品上蕴含的文化
和个性特色。正如波德里亚的精辟分析: 我们已进
入了一个真正的“消费社会”，物品消费更加注重
“符号价值”。［10］因此，客家传统服饰符号的象征特
色将成为独特的文化资本，使那些融入客家传统服
饰符号的现代创意品可以帮助现代客家人继续实现
差异，促成特色文化意象，界定自己的消费能力、消
费取向和消费身份。进一步看，客家传统服饰符号
还能促进相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综合上文，可见客家传统服饰符号的价值具体
呈现于传承、传播、发展三方面，对今天的文化遗产
保护以及文化发展都有重要的价值。

四、结语: 平面·错位·游离———客家传统服饰

符号的当代遭遇

当代，客家传统服饰符号面对着两种极端行为:

冷落和过激开发。在这两种行为的催化作用下，客
家传统服饰符号表现为平面、游离、错位的演变趋势
及特点。

1． 忽视了客家传统服饰符号的价值。伴随着现
代化进程，失去原有文化生态，特别是失去日常生活
基础的客家传统服饰符号，日渐消失或进入博物馆。
它们不再活态、生动，且多维立体的展现，而趋向平
面化。

2． 过激开发表现为盲目创新，在客家服饰创新
设计中缺乏文脉，如常见挪用其它民系、民族视觉符
号的现象，使得客家传统服饰符号原有的象征意义
发生错位，扭曲了历史面貌、使受众产生了对客家文
化的误读。

3． 在冷落和过激开发共同作用下，所谓的“创
新”开始游离、甚至脱离客家原文化精神，相关符号

更多的指向设计师个人的主观臆断和精神取向，如
客家现代服饰设计中的“泛客家化”和“西化”现象。
这些呈现出一种主观建构和带有个人功利色彩的新
文化。

总之，盲目作为比无作为带给文化遗产的危害
更大。我们需将创新限定在一个相对范畴内，不能
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创新
应该根植于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活，客家传统服饰
符号的创新也是这个道理。把客家传统服饰理解为
承载文化信息的符号，把客家传统服饰作为一个从
属于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客家
传统服饰符号进行保护与运用时，遵循客家传统服
饰符号的特定规律，处理好客家传统服饰符号体系
各层面之间的关系，克服平面、错位、游离等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客家传统服饰符号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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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the Symbol of
Hakka Traditional Clothing Symbol Style and Value

ZHANG Hai-hua
( Hakka Research Center，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 341000，China)

Abstract: Hakka culture dress is a very representative symbol． Its characteristics lies not only in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visu-
al symbols，and more reflects in: it is hakka hakka notation，formation of life and existence state of characterization，hakka self-reinfor-
cing personality symbol，and so on． Because of these，the hakka traditional clothing in the present foreign symbols shock，modern sym-
bols change scene，still has great enlightenment value and use value．

Key words: clothing; Hakka traditional clothing; Hakka culture;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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