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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中国文化》

内容概要

在涉及“服饰与中国文化”这一命题时，首先应明确两点：一个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
世界所瞩目；另一个，中国是衣冠在国，它在历史上曾经辉煌时，在不久的未来将会重放光彩。
    中国服饰风格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它的俊逸飘洒正如写意的中国画；它随时代而变异风格又
恰恰记录了中国文化走过的迅疾或迟缓的脚步。
    东方神韵，是中国文化的化身，而完整的有形的神韵离不开中国服饰的特点。服饰与中国文化——
诉说不尽也探索不尽的命题。让我们拉开中国文化舞台的大幕，看一看服饰在扮演什么角色？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新颖的观点论述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现状，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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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中国文化》

章节摘录

书摘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服饰从文化的源头到发展，始终占有显要的位置。因为服饰是人类
生存的条件之一。人所以成为社会的或文化的人，与服饰有着密切的关系。服饰和文化自然而然是共
生的。    但严格地说，服饰起源不可能有国界之分。或者可以说，各国家的服饰起源、成因，几乎是
无差异的。民族尚未形成，因而也就谈不到民族的区别，更涉及不到民族风格。人类的生命起源，应
当说是有着单纯性、普遍性或共同性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这些自然条件，自无差别。至于自然
环境，地形、地貌与温差的影响，只是对服饰的成型与惯制有着客观的推动力。对服饰本身的形成，
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人类是在几个生存条件基本相同的区域里度过“婴儿期”，继而进入“幼年期
”，再继续生长、成熟并繁衍下来的。人类的服饰起源基于人类的原始思维，也带有原始文化的共同
性，这就是说尽管因地区自然条件不同(如所产动、植物不同)而使得服饰质料有异，但服饰的文化性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早期那些不具备遮覆性，而且不属于衣服的佩饰品，大都带有普遍的含
义，最突出的是具有一致的生之保护的本能行为。这一类饰品的产生时间，应该判定为与人类生命起
始基本同步。由此也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真正的服饰起源不可能与某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联系
起来(今天所说的原始文化云云，是后人的命题)。    这里所谈到的中国服饰成型，实际上表现为鲜明
的区域性，如黄河，如中原，甚或青海高原和长江以南，即古称的九州。这里所涉及的人文环境，实
际上已经是华夏民族文化源头，而不是广义的服饰初期的生成条件了。选取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
服饰起因的目的，主要在于我们要探讨服饰起源的“这一个”，而不是全部。    寻踪中国服饰源头，
只有依锯我们现今可能掌握的资料，那就是远古神话、可以标识文明史的手制品。严格地讲那时还谈
不到工艺，工艺的说法是后人加的。还有稍后一些时候的文字(包括文字与文字记载)，以及在不同地
区延续时间也不同的原始文化的遗存，如巫术巫风中、原始崇拜中，就相应地保留下中国文化滥觞期
的特点。    当然，既然是谈原始文化，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各民族早期文化的重合(即共同性)之处，
如对自然的依赖、直觉、模仿、恐惧、抗争进而征服的过程。这不仅仅指中国人，在整个人类的童年
时期，各地域的人都如此。再有，对部族的生生不息的渴望，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与崇拜，对生的珍
惜与对死的不解乃至对死者灵魂的朦胧幻觉，都带有全人类原始文化的特点。但是，从对中国原始文
化遗迹的考证中，毕竟会发现中国异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地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提取并加以分析研
究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历史悠久的有着丰富文化的民族。在中国，古称九州的广
袤大地上，人口较多的以黄河为摇篮的汉民族，与数十个分别占据沿海和高原、山脉等地的少数民族
兄弟般地共同生活着。数千年来，也有融合，也有冲突，但中华民族永远是一个统一体，各民族人民
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着美丽的家园，也创造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包括璀璨的服饰文化。 
  一部中国服饰演变史，如同彩色的缩影，记录着伟大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虽然说数千年来不总是鸟
语花香，但服饰一直走着一条绚丽的路，即使是充满血雨腥风，也丝毫不能阻挡服饰演化的进步。人
民热爱美，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道路多么曲折，人民对于自己的服饰，始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
战乱频仍、天灾蔓延、政权更易，都会使人民生活产生变化。但美的意愿，艺术的心灵却从未泯灭，
服饰史一如既往，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进步，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的追求。这种精神是全人类共有的，可
是，作为“衣冠大国”的中国人，总能适时地在交流中吸收新鲜血液，使得服饰在一切有利或不利的
条件下不断更新，这又是我们的骄傲。    中国服饰演变史的每一页都是五彩缤纷的，它得益于中华民
族发展史这一大文化的养育和滋润，反过来又以视觉、听觉乃至嗅觉的美给中华民族文化以特有的促
进与记载。中国服饰演变史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闪光的章节或是一条永远朝气蓬勃的生命线。 
  中华民族是喜爱文学、艺术的民族。数千年来，中国人创作了无以数计的精美作品，有神话传说，
有民歌，有诗词，有小说，有舞蹈，有戏剧⋯⋯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爱憎感情与美好理想，同时
又表现了各时期的典型生活形态，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经过历代选校与增订编集，始终保持着
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服饰形象是文学、戏曲的绝好素材，不少创作者将自己的情感，以服饰为载体
，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形象的感染力。因为服饰就是人的外在形象，文学、戏曲离不开形象
思维，接受者也只有通过形象感知达到欣赏的目的。这是美学的一条规律。    以文学、戏曲形式表现
服饰文化，或是借服饰形象来充实文学、戏曲内容，这样的关系同时存在于世界各国文化之中。但是
，相比之下，在中国文化中，这两方面的关系更为密切，内容更为丰富，形式也更为生动。这主要有
两个原因。第一，中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文化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孔子在《论语
·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以《诗经》为首的诗可以让人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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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中国文化》

；以《礼记》为主的礼仪知识可以使人在社会上站住脚；以《乐记》为主的音乐境界可以使人的品格
得以完善。《论语》中还强调：“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以四项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包括
历代文献、社会人生经验，对待别人的“忠”和与人交往的“信”。又强调学生应掌握“六艺”：诗
、书、礼、乐、射、御。实则主要是对文学艺术方面的要求。至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直接提出绘
画的功能就是要“成教化，助人伦。”这同样可用在文学、戏曲上。说明很多作品都不是简单地以抒
发个人情怀为主，而应处处体现儒家的教育思想，每一篇诗文，每一出戏曲都应该有教育人的意义。
因此，表演艺术常被喻为“高台教化”。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语言的形象性
非常鲜明。每一个意义单位书写成符号时是方块字。字本身即具有形象。也正因此造成了中国人形象
思维的传统模式。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总结为：  “中国形象语言造成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形
象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容易亲切地掌握世界。首先是把握形象，然后是把握关系，把握整体。但是当
把握整体时，个体就会变得模糊。中国语言的模糊性就是中国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现象背后有一个实
体存在，所以中国语言追求语外之意。由于中国的语言象征性很强，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是整体的，也
是模糊的”。法国人J·谢和耐在其所著《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击》——书中指出，中国人缺乏理性
思考，“并不意味着品位的低下，而是思维模态的不同”。他认为中国人思考的“力度和灵活性”，
“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优点”。谢和耐在论述西方传教士因习惯摆弄经院哲学的抽象要领而批评中国人
缺乏推理能力，正是由于中国语言文学多义性的特点，使得“两个语意单元的无穷可能性组合就能产
生无尽无竭的涵义。在每个层次上，意义生自词语的结合方式。无疑这就是中国人的相反相成和相辅
相成概念以及根本的相对主义在哲学思考中起了主导作用的原因所在”。这些论述对于比较中西语言
文化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也可以就此看出，服饰对社会语言的影响在中国格外明显。中国语言
含蓄而不浅露意韵，丰富的、耐人寻味的多合意象使服饰在社会文化中更加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戏
曲，除了有认识生活，愉悦民众的作用外，也具有教化的使命。人们在戏剧舞台上首先看到的是服饰
形象。但戏曲与服饰文化关系远不只是舞台上的戏装，更重要的是在戏曲内容中借助服饰来警示、教
育民众或寄托深情，通过一件衣服作引线，引出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单从戏曲上就可见到很多有关
服饰的名目，当然它的全部内容不是只讲一件服饰的生成，而是围绕服饰铺陈一段波折跌宕的吸引人
的故事，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服饰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服饰习俗是服饰文化的组
成部分。服饰习俗与民俗具有不可分割的共生性。它具体地表现为，服饰是民俗生活的产物。一个民
族或居民聚落点，有什么样式的风俗、习尚，就会产生什么样式的服饰，出现什么样的着装形象。原
始社会中，图腾信仰是普遍风俗，便出现了黥面、文身、穿鼻等人体装饰；而原始生殖崇拜，则导致
生殖器官显示装饰或遮盖物的出现。民俗既映现出物质文化特征，也映现出精神文化特征。服饰正是
这种反映的最直接最生动的现实。中国大唐开元、天宝年间，追求奢华靡丽的生活成为一时风尚，所
以男女服装佩饰极尽珠光宝气、精巧华丽。就这一点说，民俗是内容，服饰是形式即载体。可以这样
说，服饰不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风格、习尚、风情的产物和载体，从服饰上还可以观察到民族
过去与现在文化心态的外化面貌；而且服饰的发展变化，当形成固置状态以后，也必然丰富了一个国
家或一个民族的风俗、风情。不过，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注重于把服饰品作为物质形态来把握
，把它放人有形物质民俗(如经济生活)的领域之内。实际上不应仅仅如此。人在着装以后已构成服饰
形象，也就是说它还显示出一种无形心意民俗。服饰应该是历史和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精神活动的物
化反映，因此，服饰习俗与民俗的研究十分重要。服饰既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它又是理解文化的
一条渠道；服饰既是民间生活的风俗事象，它又是探求人的生活习尚和深层心理的一条线索，中国人
在谚语中有“入乡问俗”的说法，当然包括服饰习俗。    采风问俗之举，自古有之。大凡要认识一个
民族，进而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熟悉一个地域，并就此探讨这个地域的文化及其衍变，都不
能缺少对该民族或该地域人们服饰的关注。因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服饰即是民俗事象之一。所谓民
俗，西方一位名叫亨利·彭的副牧师将它理解为“愚民旧俗”，而且专门写了一本书，以此为名；英
格兰人汤姆斯则又提出另一种说法，叫“民众旧传”，于是，被柯克士在《民俗学浅说》中解释为“
即包括一切关于古代信仰与风俗，关于一般人们的见解、信仰、传说和迷信”。近代学者大多用“民
众旧传”的说法去概括，这在欧洲曾被通用。但也有赋予它新的涵义的，如“民间智慧”、“民间文
学”等，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土民意识”。经过近二百年的研究、探讨、争议，于20世
纪20年代末才正式称为“民俗”，以此来指那些属于民间创造，又为民间所通行和传习的风俗。当代
中国民俗学家张仲认为，宫廷逢新年悬挂春联，尽管是木制匾式，区别于百姓用红纸，但仍应属于民
俗，包括宫廷除夕吃饺子、正月十五赏灯、喜事服红、丧事服白等。这都说明，对民俗的概念要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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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民俗应包括所有人在内的生活习俗。只不过它来自于民间，有着广泛的民众性。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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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在涉及“服饰与中国文化”这一命题时，首先应明确两点：一个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为世界所瞩目；另一个，中国是衣冠大国，它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在不久的未来将会重放光彩。 
 “衣冠”，不仅仅指衣服和帽子。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衣冠”包括人从上到下的一切服装与佩
饰。不同身分的人，在不同场合穿戴不同的服饰，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在体现政治
的同时，更在表现一种文化。所谓“典章制度”，自然少不了衣冠这种外显的包装，因此，中国人也
常把典章制度写作“衣冠制度”。    就服饰与文化这两个概念而言，全人类是共同拥有的。在人类历
史长河中，服饰是流，文化是源。这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是互相依存，同生共荣的。今天，我们站在
由现代文明所构筑的时间平台上，回顾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时，会鲜明地看到，中国服饰在中国源
头文化中，曾占有一定的位置；在以后发展的奔腾澎湃波涛中，中国服饰又宛如那跃动的闪亮的浪花
，详溢着蓬勃的生命力，绘出了服饰的华彩，也奏响了文化的乐章。山顶洞人的项饰和骨针，就等于
是在郑重地昭告：中国人有了服饰，同时也有了文化!更重要的是那经赤铁矿粉涂染而呈现的红颜色，
标明着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服饰，是中国服饰的文化(尽管当时还未出现国家)    此后，中国的文化发展
，愈益丰富，也愈益深邃。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形而上学谓之道，  “道”可理解为规律，也可理解
为精髓，它是可悟而不可触摸的，玄虚得就好像是那无限大且又不可测的宇宙。中国文化中更认为“
礼”是至高无上的，这一个字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服饰成了“礼”的载体⋯⋯纵观具有典型
中国文化特色的早期哲学论争，会发现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诸家，对服饰均有精辟的学
术见解，一度各放异彩，这些无疑影响了中国服饰的文化形象与民族风格。    两千年来，文人学者们
一直在挖掘中国本原文化的传统内涵，其中对于儒家的正统地位几乎是很少置疑。进入近现代，这种
结论更成为基本上一致的观点。但是，我作为“人类服饰文化学”的探索者，通过服饰的演化轨迹来
分析，认为中国文化中虽说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可是我们对其他各家学说绝不可忽视。先秦诸子及历
代文人的经典性学说、论点，都曾对中国服饰和中国人的着装观念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两汉时期
，经学、阴阳、五行、谶纬之说并盛；六朝、隋、唐则佛、道大兴，这都作为中国文化现象在中国服
饰史中留下了印痕。我在本书中试图将驱动中国服饰风格磅立的有代表性的论点，尽可能地做全面的
阐释，以期进行实事求是的条分缕析的论证与进一步研究。    中国文化网络、体量的庞大，都是惊人
的，这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与民族众多所造成的必然。中国文化中不仅有着各异的体系化的理论，
而且神圣的文化，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各族人民的生存方式、生活形态、民俗风情、情理特征、审美情
趣、着装观念、价值取向等非理论形态之中，综合而成着装观念。无论是什么体裁的文学艺术创作，
都有如此大量以服饰为主题展品题材的作品，作者们借用服饰来阐明生活的真理，同时又用浓墨重彩
去演绎着服饰。看得出，服饰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服饰，文化则是一片
苍白。从即便无衣也有饰的原始人，直至今日着装上显得虚张声势的现代人，都在虔诚地创造着服饰
。无论任何一个民族，展示他们古老的服饰，就会让人感到是打开一部灿烂的史书。所以，尽管很多
事物都可以和文化挂上钩，但惟有服饰是穿戴在人的身体上，服饰兼有实用、欣赏和塑造人物社会形
象的作用，这一点又是人类其他创造物所不及的。    ⋯⋯

Page 8



《服饰与中国文化》

编辑推荐

本书成书于1999年，一经出版就 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深受读者的喜爱。本书主要讲诉了服饰与中国文
化的深深不可分割的关系，东方神韵是中国文化的化身，而完整有形的神韵离不开中国服饰的特点，
服饰与中国文化是一个诉说不尽探索不尽的命题，本书就就此做出了探讨，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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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全面，值得一看
2、这本书是许多许多有关服饰的论文的母体，原文copy也可以公开发表吗？
3、挺好的！很厚质量也不错，是正版
4、大致看了一遍，800页的书，引经据典，涉古论今，谈文化，说民俗，内容很多，适合买回来作为
参考书。另，插图还太少，由于引用的古文很多，看起来很累。不过，细读做研究的话，应该还不错
。
5、我把这本书想象的太高深，其实好浅显的。
6、中规中矩
7、专业方面有的还不如百度大婶，但是用在写小说掰背景的时候还是绰绰有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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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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