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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酉镇位于湘西花垣县的南端，东部和南部分别与凤凰县柳薄乡、两林乡交界，西部与贵州省松桃

县盘石镇接壤。在这里，石墙或土坯墙的民居建筑特色各异，苗族的原生态文化丰富多彩，尤其是苗族女

子盛装更为突出，处处彰显出个性，令人感受到浓郁的民族色彩。

雅酉苗族女子盛装是指当地苗族女性在节日庆典、婚俗做客、民俗活动等喜庆场合穿戴的服饰。这

种盛装配置精美，包括头帕、披肩、服装、围腰、绣花鞋、银饰等。在穿戴的过程中一般都是请有经验的老

年妇女协助指导，其过程分为包头帕、戴披肩、穿衣裤、戴银饰、系围腰和穿绣花鞋6大部分。

雅酉女子的头帕布长度有一丈四尺多，其色彩分两

种：一种是青丝帕，另一种是竖白条相间的丝帕，后者多为

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人所用。由于帕布很长，一般在包头帕

时都需要有人帮忙，一个人整理帕布，一个人帮忙包，这样

包成的头帕既适合头型不易松垮，又美观漂亮。

苗族的服装，上衣是满襟便衣式的，无衣领，侧扣。裤

子是大腰围抄折式（俗称“便裤”），穿好后用裤带系紧。服

装的件数一般根据季节而定，颜色则以个人喜好而定。

衣裤穿好后再戴披肩。披肩同满族的“霞披”一样，上

面绣着各种吉祥图腾的图案，镶嵌着许多小件银饰。其作

用有三：一是由于衣服是无领的，使头帕和衣服形成过渡；

二是给项圈做衬垫，在活动时，以免项圈与颈部皮肤发生

摩擦；三是盖住挂在衣服上“大麻链”和“牙签链”的接

头部分，使之更加完美。

银饰当然更是少不了。雅酉女子盛装时所佩戴

的银饰，重量一般有7至10斤。穿戴银饰包括以下

几个步骤：戴耳环；把银器“大麻链”及“牙签链”固

定在衣服上挂满胸襟；戴项圈，一般戴4根，它是银

链与银帽的过渡；戴戒子，戴手镯，手镯与戒子的式

样与花纹都是姑娘自己最喜欢的；最后是戴银帽。

在戴银帽之前，得先系围腰。围腰由绣满图案、

贴满银饰的围布和银腰带组成。

将围腰布和银腰带系在腹部，让腹部的衣服整齐不乱，同时和胸部的

银器连为一体，让外型形成整体的银衣。

苗族的姑娘们还喜欢穿绣花鞋。她们平时利用休息的时

间，从选花、纳鞋底到绣花，一针一线做成绣花鞋。节日时穿上，

炫耀着自己的手艺。

苗族姑娘们包上高高的头帕，穿着色彩艳丽的服装，戴着

光亮闪闪的银器，脚穿绣花鞋，伴随着银器的碰撞声，形成了一

道独特的苗家盛装风景，同时也应证了当地的说法：“无花无银

不成姑娘”。她们着了盛装，无论站在哪一个地方，都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银饰在整个盛装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在这里特

别提一下苗族银饰的打造。苗族长篇叙事诗《古老话》详细地记录

了苗族从中原一带迁徙过来的历史。

在这部记录苗族远古历史的史诗中，

苗族银饰就已经闪亮登场。湘西苗族

银饰是苗族同胞最喜欢的传统民间工

艺品，色泽洁白明亮，装饰系统全面。

从佩戴形式来看，可分为头饰、颈饰、

肩饰、胸饰、腰饰、脚饰、手饰等不同部

位的饰品，每一部位的组件有多种形

式，都是通过苗族银匠师根据苗族群

众的生活、生产活动精心设计而成，融

格调、韵味、美感为一体，体现了苗族

银饰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境。在花垣

县的乡村里，有一些家庭世代以打造

银饰为生。前辈手艺，后人继承，与时

俱进，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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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日娜享受着飞奔而过的时光，领

受生命给予的恩惠，也感受着衰老。

她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也是一位诗

人。她是一位活得宽容、真挚、无怨的

女人。她前半辈子庸庸碌碌地过日子，

有日常的欲望，也有普通的烦恼。但她

没有让势利与浮华左右自己。当她将

要跨进55岁的门槛时，突然发现岁月

带走了她的青春美貌，以及其他东西。

读她的诗，你就会感到她是站在时光的

彼岸吟咏着年华流逝的惆怅与悠悠的

乡愁。她的诗是用泪水记下的微笑和

爱意。但她仍过着安顺的日子，更多地

去依附于那些可亲近的亲人和友人，苦

苦寻找远方的风景，去跋涉，去前行。

可是，她又不知远方是什么，远方

在哪里，远方有多远。正因为她不能把

它看得一目了然，在去拥抱新的希望的

路途中听到歌曲《大雁的歌》时，她思绪

万千。

这是一首从17世纪就开始流传于

蒙古国的老歌，其大意是：

有一位老人站在草原上时，看见飞

过的大雁，觉得似曾相识，不禁仰首问

这问那。空中有大雁飞来与他应答。

老人俯首行礼，表示欢迎和祝福。

大雁正要展翅飞离，忽然又回头轻

声问：“我记得你原来是个多么年轻的

少年啊！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呢？”

老人长叹一声说：“大雁啊！大

雁！不是我自己愿意变老的，实在是这

时光无止境的循环、飞速的流逝，让我

不得不老去的啊！”

那是2010年，当萨日娜读到席慕

蓉的散文《大雁的歌》之后，便知道这首

歌所表达的内容。2011年春天，她在呼

和浩特见到一位来自蒙古国的男歌

手。这位歌手演唱的歌便是《大雁的

歌》。萨日娜听完此歌，有一种淡淡的

哀伤萦绕在心头，为人生的短暂而感

叹。人生就如一根草或者是一片叶子，

在春风里变绿，在秋风里飘落凋零。

时光之水一波一波地漫过，当

2014年秋天站在她身旁时，她疲惫的

心得到舒缓。在这季节，她来到海拉尔

市，在这里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这次

聚会上，她意外地见到一位多年不见的

女同学。细想，萨日娜跟她分别以来，

她们都踏着岁月的小路走过了25个春

秋。在萨日娜的印象中，25年前她是一

位秀气温婉、心地纯良的女人。那时，

她的脸庞洁白清秀，眼神明亮而清澈。

可是，她那飞扬的青春和美丽的容颜，

已经不再如昔，面目全非。她觉得岁月

流失，如烟如梦。当天，同学们边回忆

那些旧有的、温馨的、触动人心的往事，

边互相敬酒，畅怀谈笑，每人喝了几杯

之后，一起尽兴地唱歌。之后，他们唱

的每一首歌都不相同，都很好听，歌中

有泪水，也有笑声。席间这位女同学站

起来唱《岁月中秋》，唱到最后一段时，

她忽然停顿下来，掩面而泣。看得出，

她似乎是为逝去的青春而叹息，也为外

貌的改变而婉惜。

2015年岁尾，萨日娜回到故乡科左

中旗，拜见小时候的一位男同学，他叫

宝玉。萨日娜时隔 28 年踏上归家路

时，故乡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恍若昨

日的场景。萨日娜的到来显然使这位

同学感到惊喜。萨日娜盘腿坐在炕

上，眼神追寻着里里外外穿梭着的老

同学的子孙们。当老同学的妻子将酒

菜端到他们眼前的时候，老同学的表

情变得活跃起来，但眸子里漫过一层

朦胧的雾色，在他含笑的脸上，流下

一行热泪。他们谈论那些年代的同学

之情和曾有的感人故事，不时将杯中

酒一饮而尽。他们在苦苦追寻中，想

一些过去曾有的坎坎坷坷、磕磕碰

碰，走到今天，已然不易。她定睛看

去，他齿摇发苍的模样，仿佛一株树

渐渐失去生机。她面对他丛生的华

发、布满脸上的皱纹，想到飞速流逝

的时光，感叹着这些可亲可爱的人们衰

老的模样。她又一次感悟到人生如白

驹过隙，感怀生命是在拥有和失去之

间，不经意中渐渐地远离而去的情景。

有些人在光阴中不断老去，在青春

和美貌无法挽留时，往往遇到危机，从

忧虑到失望，想伸出手挽住如水一样流

逝的时光，但无济于事。萨日娜为此烦

燥一阵之后，又回归宁静的生活。恩格

斯把“思维着的精神”比做“地球上最美

的花朵”。她思维着往前行走，优雅地

面对岁月的流失。

古人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

昏。”但也有人说过，“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近黄昏”之人尚且如

此，更何况那些只是过了中年的人们

呢。萨日娜积极地面对时光的变迁，似

是一种新的血液涌上她的心头，一种新

的力量在她心中升起，使她重生，使她又

神采奕奕，焕发了活力。至善而有情的

她显得更成熟，也显得更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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