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從中國傳統衣飾
看中國文化與藝術



衣飾是人類特有的文化現象。
中華民族的衣飾藝術，
歷史悠久，積澱豐厚。

衣飾，即平時所說的「衣」，
有著廣狹兩義。

狹義的衣僅指身上所穿，
而廣義的衣則指的是
一切蔽體的織品，包括
頭衣、脛衣、足衣等。



衣飾作用不僅在遮身暖體，
同時也有美化功能。

中國先民的衣飾，已將
生活習俗、審美情趣、
色彩愛好，以及宗教觀念，
融於日常生活的衣飾穿戴。

從衣飾的演變可看出
歷史變遷和文化
審美意識的演變。



衣飾文化是一種整體文化。
它是指服裝、飾物、
穿著方式、裝扮，

包括髮型、化妝在內的
多種因素的有機整體。

衣飾文化是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文化素質的物化，
是內在精神的外觀，
是社會風貌的顯示。



中國傳統衣飾文化觀念的特色

1、善於表達形與色的含蓄
朦朦朧朧,藏而不露，
隱含寓意，給人以審美感受。

這種含蓄，有時通過
款式展現，有時也可通過
造型、佈局、色彩、
線條等手段給人
以整體和諧之美。



2、注重精細的藝術手法
和工藝表現

大量採用刺繡、飄帶、
圖案和其他裝飾手法，
表達豐富的想像，

以浪漫主義情調
達到現實主義的效果。



3、注重氣派穩重的氛圍效果

服裝的整體配合給人以
秩序和諧美感，
嚴肅莊重，美觀高雅，
能起到烘托月亮之效。

衣飾文化與環境相配合，
更具鮮明的時代感。



4、注重衣飾文化的民族性

衣飾文化是一個民族個性的重要標誌之一。

衣飾作為一種民俗現象，
具有鮮明的民族性。

不同民族長期交往，
衣飾文化互相影響和滲透,甚至有意借鑒和模仿。
但是中華民族有自己的審美趣味、倫理道德，
因而有自己的服裝規範。



5、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A、 注重營造和平統一的氣氛
孔子曰：
「見人不可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
不敬無禮，無禮不立。」

時過千年，在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思想指導下，
中國衣飾也力求穩重、平靜、有助於安寧、
融洽和禮讓之先的人際關係。



B、「文質彬彬」
——儒家對衣飾的審美觀

文是指一個人衣飾的美，
質是指一個人資質的美。

文質彬彬，「文」、「質」
相和諧匹配。「質」和「文」
缺一不可。同時還要注意
在不同時間、場合穿不同衣飾。



孔子在衣飾上
所體現的哲學思想
成為中國衣飾
觀念主要依據。

認為衣飾不可以
不分貴賤，形成儒家
衣飾觀的基本準則。



孔子以「仁」釋「禮」，
為使「仁」滲入個體人格，
以利社會和諧發展，
從而認為服飾應具有
啟發、陶冶性情，
使人樂於為「仁」。

力求社會倫理規範
和個體心理欲求
交融統一在衣飾上
加以體現，使衣飾
成為管治的有力工具。



孔子提倡在禮儀中
關注衣飾，衣飾必須
合於禮的規範。

在重視衣飾美時，
尤為重視禮儀衣飾
的規範化，重視衣飾
本身的社會功能。



《論語·泰伯》記載
孔子在談到禹的業績時稱禹
「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

當代學者楊伯峻《論語譯注》
解釋這句話是：
「禹平時穿得很壞，
卻把祭服做得極華美。」



C、「聖人被褐懷玉」
(《老子》七十章)
——道家對服飾的審美觀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飾」，

若不以論詩，
而以論人，
正可為道家對
衣飾的審美觀。



「褐」是古代下層社會的衣著，
《詩經》說：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褐」是貧民、農民
過冬禦寒時的最低要求，

它通常用麻或獸皮捻成線，
再編織縫製而成，
質地粗陋，常與「錦繡」對舉。



「玉」則是古代
上層社會的佩飾。

《禮記》説：
「古之君子必佩玉，」
因為「君子比德於玉」，
玉潤澤有光，
扣之聲為清揚，
是「君子」人格
美的象徵。



被褐懷玉，意為不必
像儒家那樣講求
「文質彬彬」，
只要「質」即可。

真正的聖人穿著
最低賤的粗麻毛類衣服，
但他胸懷卻高尚博大，
心中似玉一般
清明且可貴。



道家從根本上否定甚至反對
衣飾的修飾作用，

而強調內斂深藏的人的美質，
「懷玉」的內涵心態恰恰與儒家
「佩玉」的外顯形式相對立。



《莊子·山木》記載：

莊子穿著一件粗布衣，
上面打著補丁，
鞋上的繫袢沒有，
用根麻繩綁著，
就這樣去見魏王。

魏王說：
「何先生之憊邪？」

莊子反駁道：
「貧也，非憊也。
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
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
此所謂非遭時也。」

說明衣服破只是貧窮，
並不是精神困頓萎靡，
也就是說，聖人有德，
不在衣飾如何。



商代衣飾威嚴莊重，
周代衣飾秩序井然，
戰國衣飾清新，
漢代衣飾凝重，
六朝衣飾清瘦。

唐代衣飾豐滿華麗，
宋代衣飾富理性美，
元代衣飾粗壯豪放，
明代衣飾敦厚繁麗，
清代衣飾纖巧。



在衣飾色彩上，漢族視
青、紅、皂、白、黃等
五種顏色為「正色」。

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
黑、漢赤，唐服色黃，旗幟赤，

到了明代，定以赤色為宜。
但從唐代以後，黃色曾
長期被視為尊貴的顏色，
往往天子權貴才能穿用。



衣飾原料，主要有麻布、絲綢、
棉布、毛呢、皮革等。

漢族的染織工藝，以其歷史悠
久、技術先進、製作精美而在世
界上獨樹一幟、享有盛譽。

古代染織，特別是絲織方面，
在相當長時間是世界獨有。



古代染色技術也極為先進，
不僅顏色種類多，
色澤豔美，而且
染色牢固，不易褪色，

被西方人譽為
神秘的「中國術」。

其方法大體可分為
織花、印染、刺繡、書花
四大類。



由抽像到寫實的衣飾圖案

漢族衣飾的裝飾紋樣，
多採用動物、植物和
幾何紋樣。

圖案的表現方式，
大致經歷抽像、
規範到寫實等幾個階段。

商周以前的圖案，
與原始的漢字一樣，比較
簡煉、概括，抽像性強烈。



周朝以後至唐宋時期，
圖案日趨工整，
上下均衡、左右對稱，
紋樣佈局嚴密。

明清時期，已注重於
寫實手法，各種動物、
植物，往往被刻畫得
細膩、逼真、栩栩如生。



中國傳統文化講
「天人合一」，
這種觀念使服飾
被看作整個大自然的產物。

其次是禮儀觀念，
也影響衣飾的審美意識。

衣飾除能敝體外，
還被當作分別等級和身份的工具。



衣飾是一種身份地位象徵，
一種符號，它代表個人政治地位，
和社會地位，
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

自古國君為政之道，
衣飾是很重要的一項。

在中國傳統上，衣飾是政治的一部份，
其重要性遠超出衣飾在現代社會的地位。



促使衣飾發揮功能達到「天下治」的目的，
最重要因素在服色。

服色有兩大功能：
一 .   是區別身份地位；
二.    是表示所處的場合。

古代政府對全天下的人，
都有規定的服色，
尤其是天子、諸候至百官，
從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
都有詳細規定。



古代衣飾，
依穿著場合，
主要可分為：
禮服、朝服、常服三類，

每類又可分幾種，
原則是地位愈高的人，
得以穿的種類愈多，
可以用的顏色愈多。



男性衣飾

冕服是禮服中
最尊貴的一種，
在祭典中穿著，
是主要的祭服。

其衣飾主要由
冠、衣、裳、蔽膝等
要件所組成。

冕服的主體是玄衣、
衣裳上面繪繡有章紋。



周代最隆重的典禮，
穿九章紋冕服。
衣裳之下，襯以
白紗中單，即白色襯衣。

下身前有蔽膝，
天子的蔽膝為朱色，
諸侯為黃朱色。

鞋是雙底，以皮革和木做底，
鞋底較高，周代天子，
在隆重典禮時穿赤色鞋。



《論語》有
「子曰，禹，
吾無間然矣，
惡衣服而致
美黼（音府）冕」

意思是說夏禹平時
生活節儉，但在祭祀時，
則穿華美的禮服——黼冕，
以表示對神的崇敬。



《商書》有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的告誡，
表示國王有至高權力。

殷墟甲骨文中有
王、臣、牧、奴、夷、王令等文字，
表示等級制度已經形成。

《商書·太甲》有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
表明貴族穿冕服舉行祭禮。



可見夏、商兩代已有冕服。
孔子說：
「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又說：
「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說明夏商周三代服制
是在繼承前代基礎上
各有變革和發展。



夏代的冕冠純黑而赤，前小後大，

商代的冕冠黑而微白，前大後小，

周代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
這是後漢蔡邕在《獨斷》中的說法。



儒家經典
《禮記·玉藻》記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音劉），
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說明天子冕冠有玉藻十二旒，
懸於延板前後，
衣服上有卷龍紋為飾。



大體上說，
冕冠的基本款式
是在一個圓筒式的
帽卷上面，覆蓋
一塊冕板（稱為延或綖），

冕板的尺寸有說廣八寸，
長一尺六寸的，
也有說廣七寸，
長一尺二寸或長六寸八寸的。



冕板裝在帽卷上，
後面比前面
應高出一寸，
使呈向前傾斜之勢，
即有前俯之狀，

象徵國王應
關懷百姓的含義，
冕的名稱即由此而來。



冕板以木為體，
上塗玄色象徵天，
下塗纁色以象徵地。

冕板前圓後方，也是天地的象徵。

前後各懸12旒，
每旒貫12塊五彩玉，
按朱、白、蒼、黃、玄的順次排列，

每塊玉相間距離各1寸，每旒長12寸。



用五彩絲繩為藻，以藻穿玉，
以玉飾藻，故稱「玉藻」，
象徵五行生克及歲月運轉。

後來玉藻也有用白珠來做的。
帽卷以木作中幹，即胎架，

後來改用竹絲、玉草（夏）
或皮革（冬）作成筒狀胎架，
外裱黑紗，裏襯紅絹，

左右兩側各開一個孔紐，
用來穿插玉笄，使冕冠
能與髮髻相插結。



帽卷底部有帽圈，叫作武。
從玉笄兩端垂黈纊（黃色絲綿做成的球狀
裝飾）於兩耳旁邊，

也有稱它為「瑱」或「充耳」的說法，
總之是表示國王不能輕信讒言。



這就是《漢書·東方朔傳》所講的
「冕而前施，所以蔽明；
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及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所講的
「黈纊塞耳，所以弇聽也。」

天子玉瑱，諸後以石。
從武上橫貫左右而下的，
是一條紘，即長長的天河帶。



弁服的隆重性僅次於冕服，
衣飾形式與冕服相似，
最大不同是不加章。

弁服可分為爵弁，
韋弁、冠弁等幾種，

它們主要區別在於
所戴的冠和衣服顏色。



玄端為周天子常服，
諸侯及其臣的朝服。

古代凡是服禮都是
上衣下裳不相連，

惟「深衣」是上下相連，
分開裁，但是上下縫合，
因為「被體深邃」，
所以稱為「深衣」。



女服服飾

禕衣為王后從王
祭先王的俸祭服。

褕翟為王后從王
祭先公和侯伯夫人
助君祭服。

是青色衣，畫褕翟紋
十二章紋，褕翟羽色
亦為五采。



十二章最早的記載見於《尚書·益稷篇》：

「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這段話原來沒有標點，
如果斷句不同，
就可引出不同解析。



西漢時按孔安國的解析是：
日、月、星辰為三辰，
與山、龍、華（草華）、蟲（雉）
以五采畫於衣服旌旗。

藻、水草有紋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
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

綜合起來，天子服日月而下，
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
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



「十二章」紋樣題材，
原始社會時已有，
古人觀察到
日、月、星辰
預示氣象變化，

山能提供原始人以生活資源，
弓和斧是勞動生產工具，

火改變人類生活方式，
粉米是農業耕作果實



虎、蜼（長尾猴）、
華蟲（雉雞）是原始人
狩獵活動接觸的物件，

龍是中國許多原始氏族
崇拜的圖騰物件，

黻紋是原始人對於宇宙
對立統一規律認識的抽象。

在中國原始彩陶文化，
日紋、星紋、日月山組合紋、
火紋、糧食紋、鳥紋、
蟠龍紋、弓形紋、
斧紋、水藻紋等早已出現。



闕翟為王后助天子祭群小神
和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祭服。

是赤色衣，
刻赤色繒的翟紋。

鞠衣為王后率領命婦
祭蠶神告桑的禮服，
亦為諸候之妻
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



展衣又稱襢衣，
為王后禮見王及宴賓客的禮服，
亦是卿大夫之妻
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

祿衣為王后燕居時的
常服，亦為士之妻
從夫助祭的祭服。

純衣為貴族之女的嫁衣。



歷史「白衣」、 「緋紫」、
「黃袍」、「烏紗帽」、
「紅頂子」等，

都是在一定時期內，
某種顏色附於某種
服飾而獲得了代表
某種地位和身份的例子，

在每個朝代幾乎都有過
對服飾顏色的相關規定。



不同年代不同派別的
意識形態滲透到服飾
美學思想產生多種審美主張。

商周時代服飾，
主要是上身穿「衣」，
衣領開向右邊；
下身穿「裳」，
裳就是裙。



在腰部束著
一條寬邊的腰帶，
肚圍前再加一條
像裙一樣的「韍」，
用來遮蔽膝蓋，
所以又叫「蔽膝」。

這是商周時代
的典型服裝，
腹圍前加了
一條上窄下寬
像斧形的
裝飾物，
就是「韍」。



這個從墓中
出土的玉人，
是西周的貴族男子，
戴著一頂方帽，
穿著窄袖衣服，

可以看出他的腹前
加了一條「韍」。



春秋戰國時期，五侯稱霸，七國爭雄，衣冠異制。

儒家主張衣冠服飾
應以西周禮制為準；

墨家主張衣冠服飾和生活器具
應以尚用為目的；

其後荀卿提倡「冠弁衣裳，黼黻文章，
雕琢刻鏤，皆有等差」；

韓非主張崇尚自然，反對修飾。



在實際生活上，諸侯各國
因地理條件和風俗習慣不同，
各國在衣冠服飾的崇尚方面，
一向存在很大差異。

《墨子·公孟篇》曾談到
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
晉文公著大布之衣，
牂（音髒）羊之裘，

韋以帶劍。楚莊王鮮冠組纓，
縫衣博袍。越王勾踐剪髮文身。



春秋戰國的衣飾，
是直筒式的長衫，
把衣、裳連在一起包住身子，
這種衣服叫「深衣」。

還有一種「單衣」，
是沒有裡子的寬大衣服。
他們頭上還戴「幘」；

幘是用來包住頭髮的頭巾，
不讓它們披散下來。



深衣是春秋戰國時貴族穿的便衣，
平民穿的禮服，
因上衣和下裳相連，袍身又深又長，
所以叫做深衣。

深衣的衣襟做得很長，
可以繞到背後，再用腰帶紮緊。

單衣是單層沒有裏子的薄衣，
衣身、袖子和下擺都是平平直直的樣子，
沒有孤度。



春秋戰國時期，
遊牧民族所穿的短衣、
長褲、靴子，
也傳入中原，

這種服裝穿著起來，
行動方便多了。

從河南洛陽金村出土的
戰國胡人銀像，
可以看出當時胡人的裝扮。



由於戰爭引起動亂和
各諸侯國之間交往活動頻繁，
各國衣飾文化，
也都在交互影響中進行改革。

例如趙武靈王的術士冠，
形式與楚莊王的仇冠相近。

楚國的通梁組纓為秦國採用，
名為遠遊冠，楚國的潔冠
被秦國拿來賜近臣禦史所戴。



秦滅趙，把趙國
國君的高山冠
拿來為秦王所戴，

趙國的惠文冠則被
秦國拿來賜近臣。

同時，秦國也繼承
周代的冕服。



秦漢時代，
將陰陽五行思想滲進衣飾思想，
秦始皇規定男性衣飾，
大禮服是上衣下裳
同為黑色祭服。

並規定衣色以黑為最上，
又規定三品以上的官員
著綠袍，一般庶人著白袍。



秦始皇喜歡
宮中嬪妃穿著漂亮，
以華麗為上，
迎合他個人喜好。
不過基本上仍受
五行思想支配。

腦後垂髻，穿曳地長袍，
領袖各疊為三層，
名「三重衣」。



秦始皇相信
陰陽五行學說，
認為黃帝時
以土氣勝，崇尚黃色。
夏朝是木德，崇尚青色。
殷朝是金德，崇尚白色。

周文王以火勝金，
色尚赤。秦以水得
統一天下，色尚黑。



漢朝衣飾，主要有袍、
襜褕(直身單衣)、
襦(短衣)、裙。

漢代因織繡工業發達，
有錢人穿綾羅綢緞，
一般人穿短衣長褲，
窮人穿短褐(粗布做的短衣)。

漢朝婦女穿著有衣裙兩件式，
也有長袍，裙子樣式多，
最有名是「留仙裙」。



中國完整的衣飾制度
在漢朝確立。

漢代染織工藝、
剌繡工藝和金屬工藝
發展較快，推動衣飾的變化。

西漢基本上
沿用秦朝服制。
東漢時期穿黑色衣服
必配紫色絲織的裝飾物。



禮服：漢朝祭祀禮服，
承襲秦代廢除「六冕」，
以一種冕服為祭
天地明堂的禮服。

冕冠服為最尊貴的
祭祀禮服，是天子及
三公諸候、卿大夫祭
天地明堂時穿著。

男服服飾



長冠服：為夫子和執事百官，
用在祭宗廟及各種小祀，
如五嶽、四瀆、山川、社稷等典禮穿者。

委貌冠服：相當於周代冠弁服。
為公卿諸候大夫行大射禮於辟雍時候穿著。

皮弁冠服：此種冠服為大射禮時，
執事者穿著，衣裳為緇麻衣，皂領袖、素裳。

男服服飾



朝服：
自秦開始以袍作為朝服，
漢代從皇帝至賤更小吏
亦以袍作為朝服，
也是主要常服。

亦即是深衣制的袍服，
不過因不同身份的人
戴的冠不同
而有不同名稱。

漢代朝服，
服色是隨著五時色，
即春青、夏朱、季夏黃、
秋白、冬黑。

朝服均是襯以告緣領袖的中衣。



女服服飾

廟服：相當於周代禕衣，
是女子禮服中，地位最尊貴的一種。

太皇太后、皇太后的入廟服，皇后的謁廟
服，其服飾是皂下。

皇后的祭祀服是：
上衣用紺色，
下裳用皂色。



女服服飾

蠶服：
相當於周代約鞠衣。
每年三月，皇后率領公卿諸侯
夫人親蠶禮時穿著。

皇后的蠶服，上衣用青色，
下裳用縹色（淺黃色）

朝服：自二千石夫人
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漢文帝當政時比較儉樸，
自己穿黑色絲織衣、皮鞋。
一般官員要穿禪衣，又名「祗服」。

在西漢二百年中，
衣飾實行「深衣制」，
特點是象蟬一樣的頭冠（帽子）、
紅色的衣服、
象田字狀的領子、
戴玉、紅色的鞋。



漢代衣飾總稱為「禪衣」。
禪衣是單層的外衣。

禪衣裏面有中衣、深衣，
其形與禪衣無大區別，
只是袖形有變化，
都屬於單層布帛衣裳。

官員在上朝時都要穿黑色禪衣。



漢衣款式以衣襟分類，
可以劃分兩種：
一為「曲裾禪衣」，
即開襟是從領曲斜至腋下；

一為直裾禪衣，
是開襟從領向下垂直。

曲裾，即為戰國時期流行的深衣。
到東漢，男子一般穿直裾衣，
但並不能作為正式禮服。
這種服式既長又寬。



漢代著衣有七個特點

1、穿外衣時，由於領大
而且彎曲，穿衣時
必需暴露中衣的領型；

2、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裏；

3、袖寬為一尺二寸；

4、衫無袖；

5、穿皮毛服裝時裘毛朝外；



6、 腰帶極為考究，
所用帶鉤以金製成各種獸形，
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生動。

一般長度在一寸半
至六寸之間，是衣裳中間
顯要的裝飾物。

漢帶鉤從形、色和工藝上
都達到極高水準，較比西周
和戰國時期，在設計和製作
面都要精美。



7、男子保持佩刀習俗，
但所佩之刀有形無刃，
因此失去了實際價值，
主要是顯示儀容。



漢時勞動女子
總是上穿短襦，
下穿長裙，膝上
裝飾長長垂下的腰帶。

勞動男子常服是
上身穿襦，下身穿犢鼻褲，
並在衣週邊罩布裙；

這種裝束不分工奴、農奴、
商賈、士人都一樣。



三國兩晉時期的服飾，基本上承襲了秦漢舊制。

南北朝時期的服飾，
則出現各民族間相互吸收、逐漸融合的趨勢。

一方面，一些少數民族提倡穿漢服；

另一方面，鮮卑族服裝緊身短小，
下穿連襠褲，便於活動，
在中原廣泛流行，
傳統的深衣形制逐漸消失。



魏晉時期是經濟、
政治混亂年代，
但精神上卻自由解放。
因而寬衣大袖，袒胸露臂，
披發跣足，以示不拘禮法。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衣飾史的
大變動時期，這個時候
因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來住，
胡服便成了當時時髦的服裝。
緊身、圓領、開叉就是胡服特點。



這一時期的服飾
主要有兩種形式：
一為漢族服式，
承襲秦漢遺制；
一為少數民族服飾，
襲北方習俗。

漢族男子的服飾，主要有衫。
衫和袍在樣式上有明顯區別，
照漢代習俗，凡稱為袍的，
袖端應當收斂，
並裝有祛口。



而衫子卻不須施祛，袖口寬敞。
衫由於不受衣祛等約束，
魏晉服裝日趨寬博，成為風俗，

並一直影響到南北朝服飾，
上自王公名士，
下及黎庶百姓，
都以寬衫大袖，
褒衣博帶為尚。

除衫以外，男子服裝還有
袍襦，下裳多穿褲裙。



北方少數民族的男子服飾，
主要有褲褶和裲襠。

褲褶是對戰國時流行的
一種胡服改進，
漢魏時主要用於軍隊，
魏晉以後雖然還作為戎裝，
但已是民間普遍穿著的便服。



其特點主要是衣緊而窄小，
長與膝齊；

褲管寬鬆，下長至足。
裲襠是一種只有
胸、背兩片的服裝，
在肩部用皮製的褡襻連綴，
腰間有皮帶扎束。

這種服裝，後世沿襲很久，
稱為「背心」或「坎肩」。



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服裝承襲秦漢遺俗，
並吸收少數民族服飾特色，

一般上身穿衫、襖、襦，
下身穿裙子，款式多為上儉下豐，
衣身部分緊身合體，袖口肥大，

裙為多折襉裙，裙長曳地，下擺寬鬆，
從而達到俊俏瀟灑的效果。

加上豐盛首飾，反映出奢華糜麗之風。



這時期的婦女髮式，
與前代有所不同。

兩晉流行的「蔽髻」，
是一種假髻，
晉成公《蔽髻銘》
曾作過專門敘述，

其髻上鑲有金飾，
各有嚴格制度，
非命婦不得使用。



普通婦女除將本身頭髮挽成各種樣式外，
也有戴假髻的。

髻上的裝飾沒有蔽髻那樣複雜，
時稱「緩鬢傾髻」。

另有不少婦女模仿西域少數民族習俗，
將髮髻挽成單環或雙環髻式，
高聳髮頂。還有梳丫髻或螺髻。



在南朝時，由於
受佛教的影響，
婦女多在髮頂正中
分成髻鬟，
做成上豎環式，
謂之「飛天髻」，

先在宮中流行，
後在民間普及。



綸巾，是幅巾的一種，
一般認為以絲帶織成。

因傳說為諸葛亮服用，
故名「諸葛巾」。

幅巾束守，
即不戴冠帽，
只以一塊帛巾束首，
始於東漢後期。
一直延續到魏晉。



魏晉時漢代巾幘
依然流行，但幘後加高，
體積逐漸縮小至頂，
時稱「平上幘」
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
南北通行。
如在這種冠幘上
加以籠巾，
即成「籠冠」。



籠冠是魏晉南北朝時
主要冠飾，
男女皆用。

因以黑漆細紗製成，
又稱「漆紗籠冠」。



另外，帽類有幾種樣式：
一種「白高帽」，
「其制不定，
或有卷荷，或有下裙，
或有紗高屋，
或有烏紗長耳」；

一種「突騎帽」，
「如今胡帽，
垂裙覆帶，
蓋索發之遺像也」。



到了隋唐，雖然在
最隆重的禮儀服裝
仍跟上傳統，

但是穿得最多的
官式常服，
卻有了新面貌，
建立另一傳統，
是服飾史上的重要時代。



隋唐時，一般人是穿
白色圓領的長衫，
低下階層穿的是用
麻、毛織成的「粗褐」。

隋代女子穿窄合身的
圓領或交領短衣，
高腰拖地的長裙，
腰上還繫著兩條飄帶。



唐代的女裝主要是
衫、裙和帔；

帔就是披在
肩上的長圍巾。

還有特別的短袖半臂衫，
是套穿在長衫外面。



唐代初期的婦女
還喜歡穿徂領的
小袖衣、條紋褲、
繡鞋等西域式的服裝，

她們的頭上還戴著
「冪離」、「帷帽」。

隋唐的女裝，以
紅、紫、黃、綠
四種顏色最受歡迎。



唐朝服飾則是
對美的釋放，
對美的大膽追求，
其服飾色彩華麗，
重裝飾，女子衣裝開放。

唐代服飾豐富多采
富麗堂皇，風格獨特
奇異多姿。



唐朝還流行女子穿「胡服」。
「胡服」就是西域人服裝。
腰帶形式也深受胡服影響。

在此以前，人們的腰飾是以金銀銅鐵，
這時候流行繫「蹀躞帶」，
帶上有金飾，並扣有短而
小的小帶以作繫物之用。

這種腰帶服用最盛是在唐代，
以後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後，胡服的影響逐漸減弱，
女服的樣式日趨寬大。

到了中晚唐時期，這種特點更加明顯，
一般婦女服裝，袖寬往往四尺以上。

中晚唐的貴族禮服，
一般多在重要場合穿著，
穿著這種禮服，
髮上還簪有金翠花鈿，
所以又稱「鈿釵禮衣」。



唐高宗以後，
以紫色為三品官的服色；
淺緋色為五品官服色，
深綠色為六品官服色，
淺綠色為七品官服色，
深青色為八品官服色，
淺青色為九品官服色，
黃色為宮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裝還對鄰國有很大影響。
比如日本和服從色彩
上吸取唐裝精華，

朝鮮服也從形式上承繼唐裝長處。

唐裝襦裙線條柔長，
優美自如，用料主要是絲織品，
因此其衣物以「軟」和「飄柔」著稱。



宋人受理學影響，
焚金飾，簡紋衣，
以取純樸淡雅之美。

宋代的衣飾，
其服色、服式多承襲唐代，
只是與傳統的融合做得
更好、更自然，給人的
感覺是恢復中國的風格。



宋朝的男裝
大體上沿襲
唐代樣式，

一般百姓多穿
交領或圓領的長袍，
做事的時候就把衣服
往上塞在腰帶上，
衣服是黑白兩種顏色。



當時退休的官員、士大夫
多穿一種叫做「直掇」的對襟長衫，

袖子大大的，袖口、
領口、衫角都
鑲有黑邊，

頭上再戴一頂
方桶形的帽子，
叫做「東坡巾」。



宋代的女裝是
上身穿窄袖短衣，
下身穿長裙，

通常在上衣外面
再穿一件對襟的
長袖小褙子，
很像現在的背心，

褙子的領口和前襟，
都繡上漂亮花邊。



元代的衣飾與遼金相似。
蒙古人多把額上的頭髮
弄成一小綹，像個桃子，

其他的就編成
兩條辮子，
再繞成兩個大環
垂在耳朵後面，
頭上戴笠子帽。



元代人的衣服
主要是「質孫服」，

是較短的長袍，
比較緊、比較窄，

在腰部有很多衣褶，
這種衣服很方便
上馬下馬。



元代的貴族婦女，
常戴著一頂高高長長，
看起來很奇怪的帽子，
這種帽子叫「罟罟冠」。

她們穿的袍子，
寬大而且長，走起路來很不方便，

常要兩個婢女在後面幫她們拉著袍角，

一般的平民婦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明代男裝，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寬大長衣，
頭上戴四方平定巾，

一般平民穿短衣，裹頭巾。
這時出現一種六瓣、八瓣布片縫合的小帽，
看起來像剖成半邊的西瓜。

本來是僕役戴，
但因為戴起來很方便，
所以普遍流行起來。
是清代「瓜皮小帽」前身。



明代衣飾華麗異常，
重裝飾，趨向追求
粉飾太平和吉祥祝福，

衣飾從質料、色彩到
圖案，追求豔麗，
形成奢華風氣。



明代的貴婦多是
穿紅色大袖的袍子，
一般婦女只能穿
桃紅、紫綠及一些
淺淡顏色。

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長裙，
腰上繫著綢帶，
裙子寬大，樣式很多，

像百褶裙、鳳尾裙、月華裙等。



清代是個滿漢文化
交融的時代，
尤其是衣飾文化。

乾隆帝能清楚意識到，
要承襲一套己涵在
衣冠制度中
的政治理論。

乾隆朝制定詳細的
冠服制度，並圖示說明，
以後子孫也能「永守勿愆」。



清初衣袍式樣
有幾大特點：

無領、箭袖、左衽、
四開衩、束腰。箭袖，
是窄袖口，上加一塊
半圓形袖頭，形似馬蹄，
又稱「馬蹄袖」。

馬蹄袖平日綰起，
出獵作戰時則放下，
覆蓋手背，冬季可禦寒。



四開衩，即袍下擺前後左右，
開衩至膝．左衽和束腰，緊身保暖，

腰帶一束，行獵時，
可將乾糧，
用具裝進前襟。

男子的長袍多是
藍，灰、青色，
女子的旗裝多為白色。



清朝滿族旗人的服飾，
不再是寬袍大袖、
拖裙盛冠，而是衣身修長、衣袖短窄。

旗裝以其用料節省，
製作簡便和用服方便，
取代古代衣裙的繁複。

其中女子旗裝隨時代發展，
經過加工而成了突出曲線
修長秀麗的旗袍，
現已形成漢民族服飾代表。



清代衣服長袍馬褂，
要祖先是富貴人家
才穿的服飾，

到後來普及，
變成全國一般服飾，
平日所戴的便帽
就是瓜皮小帽，
顏色是外面黑，裏面紅。



長袍馬褂是
清朝男子常穿的服飾，
馬褂是穿在長袍外面的短褂子。

長度只到腰際，
本來是北方人
在騎馬時穿的，

滿人統一中國後，
不乘馬的人也穿起馬褂，
漸漸流行起來。



滿族婦女穿的旗袍，
早期是寬寬大大的，
後來才變成了有腰身，
在旗袍外面再加上
一件「坎肩」（背心）。

她們的鞋子也很特別，
是一種花盆式的高底鞋。

至於漢族婦女的服飾，
則和明代差不多。



旗袍是從滿族古老的
服裝演變而來的。

旗袍，
滿語稱「衣介」。

古時泛指滿洲、
蒙古、漢軍八旗
男女穿的衣袍。



滿族婦女
一般都穿長度到
腳的寬長袍，

外面再罩一件
像背心的坎肩；
坎肩又叫馬甲。



滿族婦女以長袍為主，
漢族婦女則仍以上衣下裙為時尚。

清代中期始，
滿漢各有仿效，
婦女服飾的樣式及品種
也愈來愈多樣，

如背心、一裹圓、裙子、
大衣、雲肩、圍巾、
手籠、抹胸、腰帶、
眼鏡⋯⋯，層出不窮。



1840年以後進入近代，
西洋文化浸襲中國文化，

沿海大城市如上海，
因華洋雜居，
得西文風氣之先，
衣飾也開始發生潛在變革。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
中國旗袍風行了二十多年，
款式幾經變化，

如領子高低、袖子短長、
開衩高矮，使旗袍
徹底擺脫老式樣，

改變中國婦女長期來
束胸裹臂的舊貌，
讓女性體態和曲線美
充分顯示出來。



青布旗袍最為當時女學生所歡迎，
幾乎成為二十年代後期
中國新女性典型裝扮。

當時領導衣飾潮流的
十里洋場摩登女郎、
交際名媛影劇明星等，
在旗袍式樣上標新立異。

其中如交際花唐瑛等人，
最早在上海創辦
雲裳時裝公司。



四十年代後，受國內外
新式服飾新潮的衝擊，
滿族男性旗袍已廢棄，

女性旗袍由寬袖
變窄袖，直筒變
緊身貼腰，臀部略大，
下擺回收，長及踝，

逐漸形成今日各種
講究色彩裝飾和人體
線條美的旗袍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