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4 ▲传承

浅谈独龙族纹面现象的符号学概念研究

◎田丽
摘要：独龙族是我国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该民族当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族内的女性会在脸上纹面。脸上所纹的图

案主要是以蝴蝶纹为主，展现的是独龙族人对蝴蝶的一种崇拜。蝴蝶纹的寓意来自独龙族的族内人，认为人在经历了磨炼

去世之后灵魂会化成蝴蝶的形态存活于人间。通过观察独龙族女性的纹面，可以发现其蝴蝶纹的形态与样式具有对称和韵

律等特点，反映了独龙族族人的审美意识。同时也表达了独龙族人在苦难的生活当中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对来世幸福自

由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与期望。本文在研究独龙族纹面现象的时候，从符号学的角度去阐述，以此来揭示独龙族纹面现象当

中的更深层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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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面是世界各地一些原始的部落当中

所保留的共有的一种习惯，而在我国的云

南少数民族当中的独龙族就一直有纹面的

习俗。根据独龙族古老的传统与习俗，族

内的女子在年满 12 岁左右的时候就需要

进行纹面。在《云南北界勘察记战术》当

中就曾记载独龙族女子的纹面现象，谈到

了在纹面时会把青草汁放入锅中，熬成黑

蓝色的颜料，然后再用专门的工具沾上颜

料纹在女子的脸上，在纹后无法洗去。在

当前的学界中对于独龙族纹面现象的研究

已有不少，但是就纹面图案展开研究的并

不多。崔之进在《解读中国独龙族纹面图

案之谜》一文当中，谈到了独龙族的纹面

图像的创作特点，认为其最大的特点是把

荒诞与夸张融合到一起，以此凸显独龙族

独有的美。在以上的研究当中，大多都是

以围绕着独龙族纹面的民俗进行分析，但

都没有对纹面图案蝴蝶纹所蕴含的符号进

行深入的剖析。

一、独龙族的纹面由来

在当前针对独龙族纹面所产生的原因

的研究当中大家的解释众多，仍然没有一

个较为统一的观点解释独龙族的纹面为何

会出现。通过对大家的研究整理得到了以

下几种不同的观点：首先，有人认为，这

是独龙族族内的妇女对于美的一种追求，

蝴蝶纹本身具有对称、协调等美感，从蝴

蝶的形状上进行分析认为，蝴蝶本身就是

一个具有美好特点的象征，纹在脸上具有

一定的装饰功能。其次，也有人谈到蝴蝶

在独龙族人心中是具有消灾避邪的意义与

作用，是独龙族族内独有的一种传统的神

性观念。还有的谈到其实独龙族纹面的时

间出现较早，一直传承到如今属于是独龙

族部落的一种古老的习俗。还有的谈到在

独龙族原始的部落当中，妇女一般会在 12

岁左右，在自己的脸上纹上蝴蝶纹以此来

喻示着自己即将成为成年人。还有的认

为纹面当中的蝴蝶纹饰是独龙族部落的

一种图腾标志，把这种标志纹在妇女的

脸上，寓意为部落图腾的一种延伸。还

有的谈到了是因为独龙族部落的女性婀

娜多姿，具有较美的容貌，在古代常被

其他少数民族抢来作为女奴，后来为了

要防止成为女奴，不得已在自己脸上纹

上蝴蝶纹，以此来自毁自己的容貌，逃

过被抢作为女奴的命运。由于独龙族部

落当中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也没有

使用汉字来记载族内的相关信息，对于

纹面所出现的原因无从考证。因此，大

家的观点非常多。也正因为有着这么多

的观点，从而让独龙族的纹面习俗更加

充满了神秘感，更让人想要一探究竟。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独龙族纹面的图

案，发现其图案当中主要是由点、直线、

曲线等各种元素构成，图案的外轮廓看起

来很像是一只只蝴蝶从眉心至鼻子尖为连

续菱形纹，左右两侧眼睛下方各为三条横

向点线纹。点线纹的下面从鼻翼向两侧是

横向连续菱形纹，延伸到颧骨处后折向下

方经嘴角外侧斜通下颏处汇合，形成以

嘴为中心、近似半圆形的边框。这些图

案虽大同小异却拥有着丰富多彩的寓意。

而且在观察图纹时可以发现独龙族人在

纹面时的细心，所有的蝴蝶纹形成都是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小点形成的，而不是

用线条直接纹出来、由于人脸的眼睛、

鼻子和嘴巴都是凸出来的，如果采用线

的方式进行纹面，则会导致图案最后极

为容易出现变形，无法保存图案原本的

形状。通过“点”的方式，能够更好地

把握整个蝴蝶纹图案不会因为凸出的五

官而出现变形。

二、独龙族的妇女纹面蝴蝶纹艺术符号的

寓意

（一）渴望疾病死亡等待痛苦的解脱

在蝴蝶纹的艺术符号寓意当中有一点

谈到，独龙族人渴望能够解脱在现实生活

当中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以及等待死亡的到

来从而解脱肉身上的痛苦。在过去独龙族

部落当中，因为受到生产力的限制，其科

学技术极不发达，因此，在生活水平上受

到了较大的影响，当独龙族人在面对疾病

与伤痛的时候因为缺乏必要的医疗手段，

导致他们在人世间遭受了极为痛苦的折

磨。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独龙族的族人们无

能为力，唯有痛苦地看着亲人在自己面前

因为病痛的折磨而去世。在独龙族部落当

中的族人认为，蝴蝶的一生与他们的一生

是非常相似的，蝴蝶在幼年的时候是以毛

毛虫的状态所存在，当它们要成为蝴蝶的

时候则会变成虫蛹，在虫蛹当中蝴蝶需要

通过痛苦的挣扎，最终破蛹化为蝴蝶，从

而远离在虫蛹当中所遭受的痛苦，在成为

蝴蝶之后可以获得更为自由的生活。对于

蝴蝶的这一现象，独龙族人则认为自己在

遭受人世间的生老病死之后，也会像蝴蝶

一样最终破茧化为自由的蝴蝶，对此，他

们把自己的这种期盼寄托在蝴蝶上，并且

将其纹在女性的脸上，以此表达对于美好

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希望，远离疾病与死亡

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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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美丽与幸福的期盼

在蝴蝶纹的寓意当中，除了表达独

龙族人对于自由的向往以及希望远离苦难

的寄托以外，还表现了独龙族人对于美丽

与幸福的期盼，独龙族的人认为，人在死

亡后会化成各种各样的美丽的蝴蝶，而这

些美丽的蝴蝶便是女人的灵魂所幻化而成

的。为了能够留住这份美丽，于是，独

龙族人把美丽的蝴蝶纹在了女人的面部

上。在独龙族人眼中，这种纹在女人脸

上的蝴蝶纹极为美丽，对于纹了蝴蝶纹

的妇女，她们会认为自己即将能够过上

幸福的生活。

三、独龙族的纹面图案与符号关系分析

（一）图案与符号

独龙族的纹面习俗由来已久，但是，

在漫长的岁月流淌当中，独龙族的纹面

图案却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一直以来

保留着的都是初始的图案，也就是以蝴

蝶为主要的形状进行纹面。通过蝴蝶图

案我们联想到这神秘民族历史上曾受过

其他民族的侵害、掠夺，联想到他们的

生活风俗、审美禁忌等。这种从图案“表

达面”所感受到的隐藏在图案后的文化

含义，就是独龙族纹面图案所被赋予的

“内容面”。

（二）符号与传播

符号，其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含义在其

中，但是这种含义不仅体现在符号上，还

体现在人们传播的整个过程。符号的形式

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如独龙族纹面的蝴蝶

图形在长久的历史当中依然保持着基本的

形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在传播的整个过

程中，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实际相联系的意

义却在不断地变更。例如：纹面从最初对

美的渴望而出现，到最后因与社会整体价

值观冲突而消亡。

（三）图案、符号与传播

图案是通过人的社会生活和意识活动

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进而演变成一个族

群的象征符号，而这种符号只有通过对外

的交流才能够发挥作用。而在族群内部，

人们往往是通过装饰这种符号进行着民族

文化的传承和民族信仰的传递、表达。

当图案、符号、传播这三个词分别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时，它们是具有一定意义

而相对独立的概念。而将它们作为一个传

播过程连接时，它们便生成具有更大意义

的整体，首先：“传播是一种符号化的运

动”。图案的传播是需要中介存在的，这

种中介同时也正是图案被符号化的语言和

非语言的表达。传播学通常将符号定义为：

如果用事物 A 指代表达另一种事物 B，那

么 A 便成了符号。“符号化”是指人们借

助于符号进行表达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表

现在“符号 = 能指 + 所指”这一概念上。

四、独龙族妇女纹面蝴蝶纹艺术符号的

能指

（一）独龙族妇女纹面蝴蝶纹的造型

形态

独龙族的妇女在脸上纹上蝴蝶纹，是

独龙族的先辈们在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当

中，逐渐通过自身经验总结出来的属于独

龙族独有的文化结晶。独龙族的先辈们以

双眼观察万物，感受周遭环境，在充分感

受大自然之后通过自身的思考，把这种感

受进行抽象的概括。蝴蝶纹便是从这样的

方式中得来的。独龙族人数个世纪的生活

中通过不断地观察蝴蝶的外形以及深入了

解蝴蝶这种动物，充分感受蝴蝶的美感。

感受蝴蝶的整个外轮廓的美，感受着蝴蝶

煽动着翅膀飞在空中的美。在对具象的事

物有了充分地了解之后，独龙族的先辈们

把具象的事物进行抽象化。在经过大脑的

思考之后，把蝴蝶这种具象的动物转为了

抽象的纹样，对蝴蝶的特征进行提炼，通

过简练的笔画纹于女性的脸上，成为独龙

族独有的纹面图纹。观察独龙族妇女的纹

面过程可以发现，脸上所纹的蝴蝶纹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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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位于两眉之间到鼻梁的位置之处，在

该位置共绘制五到六个棱形方格的图案，

而这种菱形方格的图案便是从蝴蝶的形象

中提炼形成的。除了在眉毛到鼻梁位置有

蝴蝶纹以外，在妇女的眼帘部位往下还会

有三条平行的条纹图案，在左脸与右脸的

边上还纹有条纹。在大多数情况下独龙族

的妇女在纹面之后，脸上所纹的图案都是

对称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独龙

族的先辈们在纹面的时候便对对称设计手

法有所掌握。如果有妇女的纹面图案是不

对称的，大多情况下则是绘制手法上出现

的相应的误差。

（二）独龙族妇女纹面蝴蝶纹的图形

结构

在独龙族的蝴蝶纹艺术符号当中，通

过观察可以发现蝴蝶的形状是通过以点的

形式来进行绘画，最后由密密麻麻的点组

成蝴蝶型的纹样。独龙族的纹面中所有的

纹样都是对称的，从妇女的眉心到鼻梁，

再到人中作为一条中线，然后与该线的两

边的图案呈现对称的情况。而这种对称的

特点与云南的少数民族审美观念上是相符

合的，同样也符合当前现代人在装饰图案

设计时的审美观念。除了采用对称的形式

美法则以外，还利用了节奏与韵律，节奏

与韵律在蝴蝶纹当中主要体现的是通过重

复与连续的绘制手法，在独龙族妇女的脸

上进行多个相似的蝴蝶纹的纹面，而这种

重复连续性的图案编制手法，能够产生出

一种类似于音乐旋律的节奏感。

五、独龙族纹面图案符号的功能

（一）群体识别的功能

独龙族的纹面基本上已经成为识别这

个民族的外在符号，纹面在外部看来就是

独龙族的代名词。然而，随着与外界联系

的加强，现存的纹面女都不希望自己的后

代纹面，不希望他们因纹面而备受关注以

致影响正常的生活。但这些却不影响纹面

在中国民族史中的独特内含，它是一种特

有的群体心态和民族文化。这种识别功能

也是众多人类学者认为独龙族纹面是生存

需要的基础，因为他们认为特有的纹面是

独龙族通婚、娶妻的依据，用纹面区别其

他地缘性的民族，从而保证本民族的生存

和繁衍。

（二）美育的功能

无论纹面这种装饰的方法是否能成为

大多数人的主流美学认同，但它在人类历

史中存在着，甚至直到今天，用纹身来装

饰自己还可以 见诸于社会的不同人群。“纹

面是为了好看”这种认同在独龙族内部得

到共同的认可。她们觉得不纹面的女人将

嫁不出去，纹面以后即使是死了也会和其

他的人不一样，而这种追求新奇也是人类

构建美的观念不可缺少的部分。独龙族研

究学者崔之进在《解读中国独龙族纹面图

案之谜》中从现代美学的角度分析独龙族

这种审美，认为这种纹面追求的是怪诞的

美，夸张的美。

六、结语

作为少数民族独龙族部落当中最主

要的特色就是在妇女的脸上纹上各种蝴蝶

纹。在当前对于独龙族蝴蝶纹的由来已然

无法考证，但是通过有关资料调查可以了

解到，独龙族人之所以要在妇女的脸上纹

上蝴蝶纹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希望

通过蝴蝶纹来表达自己对远离疾病与死亡

的期盼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个是

表达自己对于美丽事物的一种期盼，渴望

幸福的生活。通过对蝴蝶纹进行研究与了

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独龙族这

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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