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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 
 

应避免民族服装成政治符号 
 

吐尔文江·吐尔逊 

《环球时报》第 2981 期 2013年 3月 21日第 15版 

 

    刚刚结束的两上，来自我国少数民族的两会代表、委员穿戴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成为各个会

场的一道风景。这中间有的少数民族服饰是日常生活中的服装，但也有的少数民族服装只是其历

史上曾经的穿着，一般只保存在博物馆中或在舞台表演中使用。这些少数民族的代表、委员穿着

民族服饰，更主要的是以此来向外界展示我民族政策中少数民族参政权利的行使。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就读期间，有多次和全班同学被要求穿着民族服装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些大型政治活动，我们的角色就是作为国家少数民族代表对外进行展示，以

证明在各种政治活动中少数民族都平等参与了。我后来的学弟、学妹们也不断重复经历着同样的

场景。现在国内新闻也常能见到，一些领导人视察民族地区，在实验室、生产一线、机关办公室

等，电视画面或照片中一定会有当地少数民族身穿民族服饰与领导人在一起。每当看到这些我就

会笑，我知道这其中的民族服饰都是“被”穿的。因为现实中，在这些场所不管是什么民族肯定

穿的都是职业工作服，而不可能是民族服装。 

    服装如同一个民族的其他民俗特征一样，也存在着历史变化。现在谁能说出汉族的民族服装

是什么？ 汉服？ 长袍马褂？ 中山装？旗袍是满族的民族服装，现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

号之一，喜欢穿旗袍的大多数已经不是满族了。西装也是舶来品，但现在已经成为正装，我们穿

西装不表示认可、接受西方的一切。那么，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服饰就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标签化

地成为一种政治符号，从而一被固化、二被误读呢？ 

    在我国，曾经有以个人着装来判定其政治立场的时期，也有西方媒体以中国领导人的着装来

判定中国政治走向的情况。事实证明，这些都错了。 

    其实穿什么服饰完全是个人自我选择的问题，没有必要将其上升到政治符号的地步。我国民

族政策的成就不需要借助民族服装的道具来对外展示，否则只会引发更多对于民族服饰的泛政治

化想象，从而对实际工作产生不利影响。民族服饰都是各民族对于服装实用与审美的产物，也是

各民族中成员的个人选择，最好的做法是尊重个人的自我选择。穿本民族服饰也不表示我们自我

封闭、不愿意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成分。消除民族服饰的政治色彩，使民族服饰回归其个人用品

的本意，才能杜绝民族服饰政治工具化的倾向。 

总之，少数民族在各种场所是否穿戴民族服饰应完全成为其个人选择，民族服饰应该是多元

文化色彩的表达，而不是政治色彩的宣示。      

（作者是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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