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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黔东南绕家属于一支独特的民族支系，其民族服饰代表着民族文化和视觉语言符号。本文从数字化保护传统

服饰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绕家服饰纹样，首先通过田野调查法对当地服饰中的纹样进行系统化的收集，然后采用数

字化技术手段对纹样素材进行提取、分类、研究与整理，按照纹样题材将绕家服饰中的纹样分为六大类二十五种小

类，并采用访谈法对其纹样进行文化寓意解读及最终命名。通过研究系统性地梳理清楚了绕家服饰纹样的题材类

别、组合方式和文化表达，对于完整保护和研究绕家服饰文化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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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绕家属于特别的一支民族支系，位于清水江上游的

两条支流河谷当中，绕家分为上绕家和下绕家，上绕家位于

黔南都 匀 平 寨，下 绕 家 位 于 黔 东 南 麻 江 县 河 坝 村，相 距

65 km。两个聚居区依山傍水，四周群山环绕，树林茂密，绕

家人在长期在这一地区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本民族的语言和

文化，上绕家和下绕家联系十分频繁，族内通婚并保持长期

交往。河坝绕家妇女世代传承手工种棉、纺纱、织布、染布、

刺绣、织锦等技艺，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符号，并以民

族服饰为载体传承至今。研究绕家服饰纹样就是研究其民

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

价值。

1 绕家服饰纹样的研究现状

关于贵州绕家服饰的记载，民国《贵州通志》对绕家服饰

描述较为详细［1-2］。绕家服饰纹样丰富技艺多样，色彩艳丽与

素雅为一体，具有绕家民族文化烙印，体现着绕家的民族文化

和认同。其中，绕家女盛装体现得最为集中和丰富，主要由绣

花鞋、绑腿、额帕、头帕、银圈、上衣、百褶裙、围裙、织锦花带组

成( 图 1) 。

图 1 绕家妇女穿着盛装服饰

Fig． 1 Ｒaojia women dressed in splendid attire

关于绕家服饰纹样的研究和记载并不多见，汉声［3］实

地调研了绕家张世兰姐妹并对部分纹样做了解读; 邹登顺

等［4］介绍了河坝绕家枫香染图案的特点; 周莹［5］分析了绕

家服饰纹样的题材、造型、色 彩 配 置 等 方 面 的 规 律 及 审 美

特点等。对于麻江县河坝绕家服饰的研究少之又少，并且

大多集中在对工艺流程的梳理和对图案题材、构图形式的

研究，对于纹样的研究不多，有也都停留在表层，没有系统

性地对纹样进行研究和整理。因此，通过新的研究视角和

研究方法对绕家服饰纹样进行系统性的整理、提取、分类、

命名并进行 文 化 寓 意 解 读，对 于 研 究 绕 家 族 群 文 化 十 分

重要。

611



第 60 卷 第 7 期

基于扎根理论的绕家服饰纹样的系统性识别与文化蕴意研究

2 基于扎根理论的绕家服饰纹样的类别确定

2． 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 1967 年美国两位社会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

Anselm Strauss 和 Barney Glaser 在专著《扎根理论之发现: 质

化研究的策略》中首先提出，是一种系统的归纳方法，用于进

行以理论构建目标的定性研究［6］。扎根理论主要关注尚未被

解释的、有趣的、新的现象并从数据中去发现理论并建构理

论［7］。扎根理论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

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

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是研究者与数据

的交互过程［8］。扎根理论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

法，主要在系统性手机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力求梳理出反映现

象本质的基本规律和核心概念，进而围绕这个概念构建相关

的理论［9］，需要在事物现象具有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概括提炼

新理论方法［10］。操作程序主要分为从数据资料中提炼概念，

然后对概念和资料进行比较和发展理论性概念，进而进行理

论性抽样，对数据资料进行编码，最后构建理论。其中，对资

料进行三个级别的逐级编码是扎根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11］。

2． 2 绕家服饰纹样的类别确定

目前关于纹样的研究主要以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访

谈法为主，王娇等［12］通过文献、实物和复原的方式对土家数

纱花纹进行了研究; 孔伊凡等［13］ 通过工艺分类捶草印花纹

样; 许雅娟［14］通过实地分析将裕固族剪纸分类为动物类、花

卉类、抽象类和配饰类。还有很多专家采用地域划分、工艺划

分和题材类别划分，其中以题材划分较为多见。贵州绕家服

饰纹样具有题材类别多、同纹不同技的特点，加上原始纹样受

到外来文化影响逐渐发生文化基因变异，因此系统性地梳理

清楚纹样类别需要实地走访、人物访谈和专家判别综合确定，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从下往上系统性的归纳研究方法能够从文

化主体视角归纳整理研究纹样的类别、来源、命名和寓意，尽

可能减少客体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对绕家服饰纹样进行不同题材分类和判别，力求通过创新性

的方法完整梳理清楚绕家服饰纹样的类别。

通过对 200 多件绕家民族服饰进行实地调查拍摄，然后

分别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女盛装、头帕、围裙、额帕、绣花鞋、

背心、背扇七类共计 30 件服装作为访谈实物，根据扎根理论

的三级编码分析过程进行提炼、整理和归纳确定范畴。首先

通过实物观察法和二手文献资料辅助分析法获取绕家服饰纹

样的数据资料，进而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访于 2020 年 9—10 月

对河坝村比较熟悉民族文化和手工技艺的 20 位手艺人进行

深入访谈，每个人访谈时间为 20 ～ 30 min，对每一位访谈者内

容进行独立编码形成文本; 然后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

主要通过对访谈后的文本资料进行初步概念化，并对得出的

概念进行提炼归纳形成范畴，获得 19 个范畴; 最后对开放式

译码中的范畴进一步抽象概括提出主范畴 6 个。经过与贵州

民俗专家反复沟通后，最终将绕家服饰纹样划分别为植物类

纹样、动物类纹样、鱼虫鸟蝶类纹样、自然星辰类纹样、几何类

纹样和复合型纹样。

3 绕家服饰纹样的数字化识别与提取

纹样是直观反映民族服饰文化的元素符号，通过数字化

的技术手段研究和提取纹样元素可以分门别类研究其文化符

号。根据前文扎根理论研究确定的绕家服饰纹样类别，为了

系统性地研究不同类别的纹样造型、题材来源和文化表达，笔

者通过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图书馆、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

黔东南州苗侗服饰博物馆、麻江县龙山镇河坝村枫香染博物

馆、当地家庭、文献书籍等渠道，走访搜集拍摄获得河坝绕家

服饰实物 200 余件。首先对服饰实物进行数字化还原，按照

服饰类别进行款式绘制和尺寸精确测量，根据测量实际数据

运用计算机制图软件 Adobe Illustrator 进行款式数据和纹样色

彩的真实还原; 再运用软件 Illustrator 和 Photoshop 对服饰上

的纹样进行分类切割提取，根据不同的题材进行分类整理( 图

2、图 3) ; 然后通过访谈法和田野调查法对纹样的文化寓意和

命名方式进行深入研究［15］，进而对纹样进行系统化的命名并

建立纹样数据库，最后确定了绕家服饰纹样六大类二十五种

小类( 表 1) 。

图 2 绕家服饰纹样的数字化识别与提取路径

Fig． 2 Digital recognition and extraction path of Ｒaojia costume patterns

711



Vol． 60 No． 7
Syste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research on Ｒaojia costume pattern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图 3 绕家头帕纹样的数字化识别与提取方法

Fig． 3 Digital recognition and extraction methods of Ｒaojia headscarf patterns
表 1 绕家服饰纹样的分类及代表性元素

Tab． 1 Classification and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Ｒaojia costume patterns

纹样类别 纹样命名 代表性的纹样元素 题材来源 题材风格

植物类

纹样

花卉纹
牡丹花、菊花、荷花、向日葵、

石榴花等
客家

树叶纹 山间田野杉树、蒿草等树形植物 绕家

草叶纹 自然田野中的花草树的枝叶 客家

绕家花
绕家语也叫头里花，是绕家的

民族之花
绕家

动物类

纹样

鸡纹 公鸡纹 绕家

兔猫鼠蛙

猫头鹰纹
生活中写实 客家

鱼虫鸟蝶

类纹样

鱼纹 河塘和稻田中鱼 客家

泥鳅纹 河水、稻田等低洼潮湿之处 绕家

鸟纹 锦鸡、喜鹊、麻雀等 客家

蝴蝶纹 自然中彩蝶 客家

龙蛇

蜈蚣纹
农民龙 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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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纹样类别 纹样命名 代表性的纹样元素 题材来源 题材风格

自然星辰

类纹样
太阳纹 太阳写实 绕家

几何类

纹样

“卍”字纹 链子花或链链花 绕家

回形纹 拉链花 绕家

漩涡纹 螺丝花 绕家

锯齿纹 狗牙板 绕家

木头纹 木头纹 绕家

寿喜纹 吉祥纹 绕家

复合型

纹样
复合纹

同一题材元素的复合和不同题材

元素复合
绕家

4 绕家服饰纹样的应用及内涵解读

通过扎根理论确定纹样的题材类别并数字化还原提取了

绕家服饰纹样，进而通过深入访谈研究了纹样表面的符号所

指和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

4． 1 植物类纹样

植物类纹样是绕家服饰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通过对

植物类题材纹样进行提取归纳与整理，将其分为花卉纹、树叶

纹、草叶纹和绕家花四小类。绕家头帕有两种风格，主要以纹

样元素和构图形式区分: 一种是绕家风格，纹样受绕家世代影

响较大，以太阳花、鸡、泥鳅、绕家花、树等纹样居多，构图有一

定的讲究且相对固定，其中植物主要表现为绕家花和杉树纹;

另一种是客家风格，纹样受汉族、苗族等外部影响较大，以飞

鸟、花草为主要纹样，构图相对自由随意，其中植物纹样表现

题材较为多样，以花卉、草叶、树叶、树纹等多见。植物类纹样

中花卉纹主要有牡丹花、菊花、荷花、向日葵、石榴花及叫不出

名的山花野卉，其中向日葵、牡丹花较为多见，花卉纹样形象

逼真、生机饱满，常见于绕家服饰的围兜、家纺用品、客家风格

头帕产品中。

绕家服饰纹样中的“绕家花”，在服饰上中随处可见，也被

称为“叶子花”，绕家语也叫“头里花”，是绕家人喜爱的民族

之花，极具民族代表性，是绕家民族标志性纹样。绕家花是绕

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花，据说绕家人在历史迁徙和生产生

活中用来充饥的草根植物，是绕家人生命延续的生命之花，流

传至今，一直成为绕家人世世代代用以纪念祖先传颂的经典

图案［16］。绕 家 花 源 自 鱼 鳅 菜、车 前 草 和 黄 鹌 菜 等 植 物 形

态［11］，绕家花纹样形态似草叶，花纹卷曲，自然灵动，常以多

个纹组合而成，构成形式或独立纹样或适合纹样，常见于绕家

花组合或绕家花与其他题材组合。在绕家服饰上随处可见，

可以说该纹样是绕家服饰中最具代表性和使用最多的纹样。

4． 2 动物类纹样

动物纹样有具有代表性的公鸡纹和猫头鹰纹。鸡纹是绕

家服饰纹样中表现较为多见的纹样之一，公鸡纹样是绕家人

十分喜爱的主题纹样之一，常见于盛装、背扇、背心、头帕等服

饰中。而猫头鹰纹属于绕家传统纹样中延续至今的题材，常

见于猫头鹰的头与其他植物题材组合出现或者纹样变形抽象

提取，很少见其完整表现。

其他动物纹样如兔、猫、鼠、蛙等纹样在绕家服饰中也有

出现但主要在非传统民族服装中有所表现。可见这些源于生

活中常见的动物纹样是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过程中从生活中

汲取的新纹样，其形态逼真，在绕家服饰中尤其是现代制作的

儿童服装中偶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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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鱼虫鸟蝶类纹样

鱼虫鸟蝶类纹样也是绕家服饰中较为常见的题材，也是

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元素。根据纹样的提取和归类将其分

为鱼纹、泥鳅纹、鸟纹、蝴蝶纹和龙蛇蜈蚣纹五类。

在河坝地区，鱼常见于河塘和稻田中，常见于绕家头帕

中，鱼纹形态逼真，鱼鳞清晰，或单独出现或组合出现。组合

纹样主要为鱼鱼组合和鱼草复合，有年年有余之意，又因其产

子较多也有多子多福之意。

泥鳅是绕家服饰纹样中最为常见和代表性的元素之一，

也是绕家人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与写实的具体表现。泥鳅等

鱼虫自然成为当地人常用纹样，表现在盛装、头帕、背扇、围

裙、围兜等服饰品中，或枫香染或刺绣，造型逼真，形态各异，

或独立出现或与花草组合出现。泥鳅纹样独具特色，在贵州

其他少数民族服饰纹样中极少见到，可见绕家人对于泥鳅有

着特殊的喜好。通过笔者实地访谈得知，绕家祖先视泥鳅为

生生不息之物，寓意乃繁衍生息、长长久久。

在苗族服饰中鸟纹较为多见，鸟纹也有祖先崇拜的寓意，

苗族人对鸟有崇拜和感恩之情［17］。在汉族纹样中，鸟是自由

快乐的象征，喜鹊与梅花组合有喜鹊登梅的说法，寓意喜上眉

梢。而在绕家服饰中，鸟纹常见于客家风格的头帕中，形态逼

真，动态唯美，以展翅飞翔之势与花草植物元素组合出现，寄

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蝴蝶纹在绕家服饰中并不多见，在客家风格的头帕中或

有出现，蝴蝶造型千姿百态，惟妙惟肖，有的写实形态逼真，有

的写意精简抽象。但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受周边民族文化

影响较大，承载着绕家人对于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绕家服饰中龙的纹样主要体现在被面和儿童背心。在绕

家人看来，传统的龙图腾逼真，龙头龙身比较完整，是在龙图

腾的基础上结合生活中常见的蛇、泥鳅、绕家花等传统题材元

素进行变化融合设计的，可以说龙纹除了龙图腾崇拜的原始

内涵之外，还有祈求纳福迎祥、消灾免祸之意。

蜈蚣纹是神圣、恐怖、威武的一种象征。在苗族神话传说

中，蜈蚣和虎、龙、雷、蛇为五兄弟，蜈蚣小弟负责盖房开荒种

地，体现了对祖先创业的崇拜［18］。由此可见，蜈蚣在苗族文

化中审美形象之价值和悠久的历史［19］。蜈蚣纹也是从自然

中提炼变形的纹样，在绕家服饰中体现不多，但形态逼真，身

体圆润细长，从头到尾长满须足。绕家人也称蜈蚣为龙，可见

对于蜈蚣的称呼与周边民族有相似之处，蜈蚣纹的使用可能

受到苗族文化的影响。

4． 4 自然星辰类纹样

在绕家服饰纹样中自然星辰类纹样有太阳纹，其外形与

周边其他民族苗族、布依族服饰中常见的铜鼓纹在造型上有

相似之处。根据笔者实地调研走访发现，绕家民族日常活动

中没有使用铜鼓的习俗，但周边苗族布依族较为常见，绕家人

认为太阳是万物之源，万物向着太阳才有生机。在绕家服饰

中太阳纹又称团花，常出现于整体图案的中心位置，尤其是绕

家头帕、背扇、床单被面中最为常见。太阳纹形态圆形似太

阳，并以太阳纹为中心向外辐射和变化出不同类型的团花纹

样( 图 4) ，造型相对固定但是细节表现差异明显。

图 4 不同形式的太阳花纹样

Fig． 4 Different forms of sunflower patterns

4． 5 几何类纹样

几何纹样是指由几何图形构成的有规律的纹样，绕家服饰

纹样中常见的几何纹有“卍”字纹、回形纹、链子纹、螺丝纹、锯

齿纹、木头纹、寿字纹、喜字纹。在额帕上作为主要纹样出现，

其他服饰品上主要作为装饰纹样出现，且以四周装饰为主。

“卍”字纹绕家人又称链子花或链链花，有“卍”和“卐”之

表达，“卍”称左旋，“卐”为右旋。《辞海》记载，“卍”是古代的

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常被认为是太阳或者火的象征。

在梵语中意为吉祥万福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

所现的瑞相，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中国唐代武则天长寿

二年( 公元 693 年) 采用为汉字，读作“万”［20］。在民间，万字

纹因其形式上向四周不断延续形成花纹，故有福寿不断、富贵

不断头之意。据了解，该纹样在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均

有运用，有的应用于服饰上，有的应用于建筑上，有的应用于

祭祀仪式上等。在不同地区对其称呼和表达也不尽相同，如

贵州苗族纹样中称之为水车纹，是生产生活的象征，河坝绕家

人认为该纹样是对银链子的写实表达，故称之为链子花或者

链链花。绕家“卍”字纹样有的独立出现，有的排列以连续性

纹样出现，有的与其他纹样组合出现。绕家人也有将“卍”字

纹比喻成延续生命的河流，代表着祖先维系其族群生存发展

不断迁徙的漫长之路［15］。

回形纹绕家人又称拉链花或抽链花。回纹是指以横竖折

绕组成如同“回”字形的一种传统几何装饰纹样，是从古代青

铜器、陶器上的云雷纹衍化而来一种几何纹样，因其构成形式

回环反复，延绵不断，形如“回”字故称回纹，回纹与“卍”字纹

在民间都有“富贵不断头”的说法。根据其纹样的特性，人们

赋予了回纹连绵不断、吉利永长的吉祥寓意。绕家人认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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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花是拉链拉上的时候两边的齿咬合后呈现凹凸交替印迹的

写实表达，当地人对这种取代传统盘扣固定衣物的新材料充

满兴趣［21］。拉链花在绕家服饰中盛装、背心、背扇、头帕中较

为常见，其主要作为边缘装饰纹样出现，呈现二方连续，效果整

齐，连续性强，常被用作区块图案间隔或局部图案锁边出现。

漩涡纹因造型像螺丝纹( 绕家语 ga gui) ，绕家人称为螺

丝花，在绕家服饰中主要出现在枫香染额帕和背扇中。螺丝

纹又称为水纹在绕家服饰中主要出现在枫香染额帕和背扇

中，是人们对水的崇拜。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于漩涡纹的称

呼和形式表达不尽相同，苗族有的也称为涡妥，有的称为霞，

即汉语中旋转的水车，代表着永远流动、繁衍生息、滋养万物、

生生不息之意。

锯齿纹因造型像狗的牙齿，绕家人也称为狗牙板( 绕家语

nei hui) ，整圈排列也称为狗牙套。锯齿纹在绕家服饰的背

扇、额帕和头帕中较为多见，常以二方连续整齐排列于组合纹

样四周作为装饰呈现。木头纹又称木头花，是绕家建筑门窗

上的开关木头块造型的写实表达，笔者出于好奇对当地多人

询问均得以一致解释，花纹常见连续性纹样出现，一般在额帕

的两边以四条组合出现，形如折线。喜寿纹较多出现在儿童

背心和背扇中，该纹样在传统绕家服饰中不常见，受外来文化

的影响，偶尔在儿童服装中出现，更多的是对于儿童寄予美好

的表达，寓意长长久久、健康长寿、幸福美好之意。

4． 6 复合型纹样

复合型纹样作为多种题材组合形成的纹样类别，属于绕

家服饰纹样中较为典型和常见的纹样题材合租形式，主要组

合的形式有同一题材元素的复合和不同题材元素复合。同一

题材元素复合常见如鸡与鸡、泥鳅与泥鳅、鱼与鱼、太阳花与

太阳花，由于统一元素的组合使得其构成形式以对称性为主，

主要形式表现为左右对称式、上下对称式、上下左右对称式、

斜向对称式、三角环绕式和圆形环绕式六种形式。

绕家纹样中不同题材元素的复合主要表现为植物与植物

组合、动物与动物组合、植物与动物组合、几何元素与太阳花

组合，具体题材有鸡与泥鳅组合、鸡与绕家花组合、泥鳅与绕

家花组合、花草与绕家花组合、万字纹与链子花组合、太阳花

与绕家花组合、鸟与绕家花组合、鱼与绕家花组合等。其中，

“绕家花 +”纹样组合形式是绕家服饰纹样中最为经典和常见

的( 图 5) ，也是能够体现绕家祖先文化记忆的直观反映。

图 5 绕家纹样中不同题材元素复合

Fig． 5 Composition of elements of different themes in Ｒaojia patterns

5 结 语
绕家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中独特的民族之一，其服饰文化

具有独特性和完整性。纹样作为民族文化最显现的视觉语言

符号，是民族身份的象征，也传承、延续和记录着祖先记忆和

文化脉络，是绕家人长期生产生活和历史迁移过程中，以大自

然为灵感将生活化的题材与民族文化相结合通过符号化的语

言延续至今，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本文创新性

地将绕家服饰纹样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和数字化技术手段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数字化还原、提取、整理、归类和命名，并通过

其造型特征、组合形式、分布位置、应用产品、文化内涵进行分

析，以期全面准确地讲好绕家故事，系统化地梳理清楚绕家服

饰纹样元素，对于保护绕家服饰文化与研究族群发展演变具

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同时，有助于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创

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并进行产品形态的时代语境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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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research on Ｒaojia costume
pattern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XU Dongliang1，ＲEN Shan1，YANG Jianhong2

( 1．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Zhuhai 519087，China;

2． Qiandongnan Sun Drum Miao Dong Clothing Museum，Qiandongnan 556000，China)

Abstract: Guizhou Ｒaojia belongs to a unique ethnic branch，which is distributed in Duyun area of Qiannan prefecture
and around Heba village，Longshan town，Majjiang county，southeast Guizhou． Ｒaojia in different regions has a shared
historical origin and ethnic culture． It had not been recognized for a long time until 1992 through several investigations and
discussions． It was found that Ｒaojia had a lot in common with the Yao ethnic group in Hekou of Yunnan province in terms
of dress，language，customs and way of life． Therefore，Ｒaojia was officially recognized“Landianyao”as a member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Ｒaojia’s handmade skills such as cotton planting，spinning，weaving，dyeing，embroidery and brocade
inheri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have formed a very rich ethnic culture and visual language symbol，and have been
passed on through ethnic costume with folk costumes as a carrier． To study the patterns of Ｒaojia costumes i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its ethnic culture，which is of criti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culture，we studied the patterns of Ｒaojia costumes．
Firstly，we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the patterns in local costume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and then extracted，classified，

studied and sorted out the patterns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n，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we finally confirmed the name determination，subject classification，combination
mode，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naming classification of its costume patterns，and drew two important conclusions． First，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matter，the common patterns of the costume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categories，namely plants，
animals，fish and insects，birds and butterflies，nature and stars，geometry and compound．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 style，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Hakka style and Ｒaojia style，and each theme pattern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with little
difference． The pattern expression form is composited and the combination patterns of flowers and other themes are
commonly used． Second，Ｒaojia costume patterns are mostly under realistic themes，inheriting and reflecting the history，

culture，mig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ethnic group． Whether it is a concrete pattern with plants，flowers，animals，birds
and beasts or an abstract pattern with geometric lines of day and night and stars，on the one hand，it is a realistic expression
of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 On the other hand，it also reflects the spiritual sustenance of the nation which reveres the
ancestors，worships nature，seeks goodness and beauty，exorcises evil and avoids misfortune，celebrates luck and delights．

We collect，collate，extract，and study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the Ｒaojia costume in an in-depth and systematic
way，and deeply analyze the cultural symbols and costume language from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evel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stume pattern and ethnic life，culture，customs and beliefs from outward appearance to inner essence
is of high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omplete protection and study of Ｒaojia ethnic costume culture．

Key words: Ｒaojia; costume; pattern; digitization;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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