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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传统服饰的面料色彩在 当代服装设计中 的创新表现

摘 要

人类历史有五千年之久 ， 传统服饰 ， 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在文字来不及记载 、

想象力又难追踪的茫茫远古 ， 人类根据时代的不断变迁 ， 不约而同的创造了覆盖裸态的实

用型衣装 。 服饰记录 了历史的存在 ， 描绘Ｔ人类的生活形象 ， 是人类遮体点缀的软雕塑艺

术 ， 同时又是穿在身上的民族文明史 。 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因素必然要使中 国优秀传统

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承和 良性创新发展 。 中 国素有
＂

衣冠之邦
＂

的美称 ， 中华服饰历史源远

流长 。 《易经 》 有云 ：

＂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

＂

华夏衣冠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

所 Ｗ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 服饰 ， 在中 国古代文化中具有

特殊的地位 ， 它不仅用于人类穿着和美化装饰 ， 还可Ｗ用来维护皇帝权力 ， 区分社会等级 ，

极具深厚的政治作用和历史意义 。 中华传统服饰从无到有 、 从古至今的产生 、 演变 、 研制

和探索 ， 从精神层面讲 ， 实际上是人类的文化也理状态在不断的演进 。 中华传统服饰从原

始的简单粗糖到后来的精美绝伦 ， 携带着历史存在的辉煌
一

路走来 ， 使我们遥想昔 日芳华 ，

惊艳震撼也灵 。 孔子认为 ， 服饰文化是
一

个民族应该特别珍贵并重视的 。 美的服饰 ， 是
一

个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直接体现 ， 在现代生活中 ， 我们应该学会承受美的差异性和

审美个性 ， 面对服饰的美的发展现象积极地去创新与延续 。

关键词 ： 中华传统服饰文化 ， 民族特色 ， 华夏衣冠 ， 继承创新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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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汉民族传统服饰 ， 又称汉服 ， 华服 ， 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饰体系 。 在现代中

国 ， 许许多多的 中 国 民间美术 、 技艺 、 艺术和民俗风情等正随着时代变化逐渐的弱化消退 ，

作为华夏儿女 ， 我们应该对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到
＂

传与习
＂

。 对古化民族传统服饰文

化的学习探究和实践创新正与当代的
＂

弘扬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

的精神息息相关 ，

同时响应了 当今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
＂

积极弘扬发展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

的精神 。 文

化是精神的载体 ， 精神是文化的灵魂 。 将具有中 国特色典型传统的服饰元素应用到当代服

装设计中 ， 由此演绎出 民族身份 ， 倡导民族着装与 民族文化生活 ， Ｗ更具有时尚品味的创

新设计在国际的舞台上引起共鸣 。

＂

传统
＂

与
＂

时尚
＂

交相辉映 ，

＂

民族
＂

与
＂

世界
＂

共

存同栖 。 期望实现经典与现代 ， 传统与时尚的结合 ， 巧造民族文化品牌 ， 从而使民族性更

加世界性 。

本文首先对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历史及民族特色进行回顾 ， 通过学习分析和 田野

考察的实践研究方法 ， 整合考察中带来的收获感悟及创新灵感 ， 最终呈现出创新设计的创

作成果 ， 实现其创新传统的意义 。

１





汉民族传统服饰面料色彩在当代服装设计中 的创新表现


第一章 汉民族传统服饰的发展简史及现状

－

、 对巧民族传统服饰的追溯

远古时期 ， 所谓服装维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服装 。 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 从山顶洞

人的骨针来看 ， 中 国先民逐渐掌握了纺织技术 ， 开始拥有真正的
＂

衣服
＂

。 后来 ， 古人用

麻、 葛等材料编织衣物 ， 原始纺织业兴起 。 原始社会晚期 ， 古人学会了桑蚕养丝 ， 制作 了

丝網 。

夏商时期 ， 中 国服饰等级制度愈加分明 ， 其中冕服作为
一

种传统的礼服 ， 世代沿用 ，

基本形制不变 。 西周开始 ， 中 国的衣冠服饰制度逐渐完善 ， 连体式长衣即
＂

深衣
＂

流行开

来 。 深衣不分尊卑贵贱 ， 无论男女都可穿 。 战国时期 ， 经过赵武灵王
＂

胡服骑射
＂

服饰变

革后 ， 人们开始穿合身 、 轻便的服装 。

秦始皇统
一

Ｗ后 ， 服饰制度也逐渐随之统
一

。 到 了汉代 ， 男子的礼服多 Ｗ袍服为贵 ，

女子则上身短懦 ， 下身长裙 ， 多 Ｗ深衣为贵 。 汉代用首冠区分身份等级 ， 严格了舆服制度 。

魏晋时期流行宽衣博带的服饰风尚 ， 女子多 Ｗ
＂

杂据垂奮
＂

为代表服饰 。 南北朝时期 ， 民

族大顧合 ， 出现了
＂

補档
＂

、

＂

榜槽
＂

等服饰 。 隋唐经济繁荣 、 政治稳定 ， 服饰 自然雍容

华贵 。 女子服装色彩祭纷、 浪漫开放 。

宋代服饰风格偏于清新 自 然 ， 宋代女子缠足 ， 鞋成为女子的主要足服 。 迁 、 夏 、 金 、

元时期少数民族建立政权 ， 因此 ， 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服饰上的融合现象逐渐频繁 。 这时期

Ｗ长袍为主 ， 多为 圆领 、 窄袖 、 长筒靴 。 元代的服饰制度统
一

规定 了帝王与百官的服色 ，

区分了蒙古族与汉族的官服 。 明代服饰又开始恢复汉族传统 ， 重视礼制 ， 严格规定皇帝与

百官 、 礼服与常服之分 。 清代 ， 满族建立政权 ， 服饰特点鲜明 ， 男子 Ｗ长袍马掛为主 ， 满

族女子穿旗装 ， 汉族女子沿袭上衣下裙服式 。

二 、 当今社会汉民族服饰的地位及实际情况

汉民族传统服饰拥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 服饰艺术是开放的 、 发展的 、 个性的 ， 在 当

代中 国 ， 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民间艺术随着新进文化的加入和时代的变迁正在逐渐远离消退

于我们的现代生活 。

＂

中 国人的服饰消费 由于缺少对民族性格的审视 ，

一

味地吸收外来服

饰文化元素 ， 从而使服饰的民族审美个性逐渐的消解或覆盖 ， 运从
一

定意义上弱化了 民族

身份符号的认知功能 ， 不利于中 国传统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个性化延续 。

＂ １

目 前国 内还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相对完整的化 民族传统服饰的博物馆 ， 要真正对中 国传统文化做到
＂

传与习
＂

， 就要认清 ， 任何
一

种文化内容都需要纯粹的形式来承载 。

中 国正走在将古代汉民族传统服饰 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上 ， 任重而道远 。 虽

然现在古代汉民族传统服饰还不算作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 但是它蕴含 了 中华传统服饰文

化底蕴 ， 影响我们的生活 ， 影巧我们的风俗 ， 也影响我们的艺术 ， 与生活息息相关 。 当今

１

中 国服饰茗术论 ／徐清泉著 ．

一太原 ： 山西教育 化版社 ， ２ ００ １ ．１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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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不移地走在时代的前沿 ，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原则 ，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

真正的发挥它对于艺术生活当 中 的实用存在价值。 所Ｗ ， 汉民族传统服饰 申遗成功 ， 指 日

可待 。 要始终将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所体现的时代特征 ， 充分显现出浓郁的中 国气派 。 这

样 ， 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艺术才能够得 Ｗ真正的传承与发展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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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民族传统服饰元素在服装设计中 的运用要素

一

、 汉民族的服饰文化底蕴

汉族是中华 ５６ 个民族的主体民族 ， 具有独持的审美个性和文化 内涵 。 汉民族传统文

化中信仰儒家思想 、 道教和佛教 。 化族历来秉承勤劳俭朴和富于创新精神为生活的宗 旨 ，

来创造理想中美的生活景象 。 汉民族拥有着绵丽多彩的文化艺术 ， 获得诸多艺术口类方面

的成就 ， 体现了汉 民族人民积极进取 ， 善于学习并吸收其他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 从

而不断地完善并发展 自 身 的文化艺术 。

汉 民族传统服饰艺术在民族性特点上区别于其他民族服饰艺术 ， 具有独立的存在价

值 。 唯有首先是民族的 ， 最终才是世界的 。 多 民族国家的中 国 ， 汉民族的传统习俗 、 语言

文字 、 文化特性 、 生活方式等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 。 服饰艺术对如何有效认知
一

个民族

的文化艺术特色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 首先 ， 物质文明 的产物是人类征服 自然并不断探索

得来的成果 。 其次 ， 是精神文明的结晶 ， 信仰 、 观念 、 审美等因素都积淀于民族服饰当 中 ，

从而形成 了丰富的服饰文化体系 。 汉民族服饰文化 内涵广义深层次的体现着 民族审美理

想 ， 给世人Ｗ思考启发 ， 激励人们在惊叹传统绝伦之余用勤劳和思想创造出更新 、 更美 、

更真实的服饰文明 。

二 、 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特点

＂

自黄帝时代服饰制度逐渐形成 。 汉民族传统服饰的主要风格特点是交领、 右巧 。 形

制为
＂

上衣下裳
＂

制 、

＂

深衣
＂

制 、

＂

懦裙
＂

制等类型 。

２懦裙中 ， 其濡为短衣 ， 自汉魏时

期 ， 懦又有长短之分 ， 裙为主要的下装 ， 大多数是 由多幅布帛连缀而成 。

野麻 ， 是古人最早发现的最具衣用价值和颇为广泛实用 的天然质料之
一

， 种类较多 。

其次还有
一

种具有初性特点的名为葛的质料 ，

一

种纤维织物 。 桑即蚕丝 ，

一

种具有特殊历

史意义的服饰质料 ， 生产和加工相对复杂 ， 在古代也被广泛应用 。 在典型的奴隶社会周朝 ，

桑和麻在当时农业生产和服饰质料运用上 占据主要比重 。 其中 ， 由蚕丝制成的丝织品种类

极为丰富 ， 有丝 帛 、 绮 、 素罗 、 絹 、 锦及绣等各具特色的丝织品 。 后 由于棉花的大面积种

植 ， 逐渐出现棉花类纺织品 。

早期服饰生产中 ， 服饰颜色多 Ｗ质料本色为主 ， 后来发现某些植物中 富含色彩的浆汁 ，

可为织物上色 ， 主要 Ｗ茜色 、 韶青为常用 。 周朝时已经掌握提炼并使用天然植物染料的技

术 。 在古代官服中 ， Ｗ服色为区分官吏等级身份的因素之
一

。 根据公服服色 ， Ｗ唐代为例 ，

官服颜色分为 四等级 ， 从而看出唐代公服制度对服色的规定严格且规整 。 由此可见 ， 传统

汉民族服饰的面料及色彩元素的存在价值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持续创新的 。

２

衣冠天下 ： 中 国服装固 史 ／黄能賴 ， 乔巧玲著 ．

一北京 ： 中华书局 ，
２ ００９ ．１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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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理解及对服饰元素的创新
设计应用

一

、 对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考察学 习后的整合理解

对巧民族服饰文化的学习 ， 不能只局限于它的表面形式 ， 对其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要做

到真正的理解与认知还要付诸切实的行动并Ｗ
—

定的实地考察形式来记录 。 Ｗ下为针对此

次学习研究的考察 内容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０ 日 ， 赴浙江省杭州市大井巷历史文化古街－－－南宋

清河坊 ， 了解历史文化 ， 考察汉民族传统服饰历史特点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１ ６ 日 ， 赴杭州中 国服

装第
一

街 、 杭州四季青面料市场对传统面料进行考察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２ ５ 日 ， 赴中 国 国家博

物馆参观历代传统服饰文物 ；
２ ０ １ 日 年 ４ 月 ２ ７ 日 ， 参观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

２ 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赴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中 国汉服博物馆进行参观 ， 并与展馆 内传统文化工作

者针对传统汉服文化进行学习交流 。

下图为 山 东省青岛市即墨中 国汉服博物馆内 １ ： １ 古汉服展品

Ｘ
誦嚷隣

了

魏晋 ？ 交领大袖衫裙五代 ？ 交领高腰橘裙

聲 瞧
明代 ？ 披风 亲身体验穿戴汉服

通过
一

系列的学习交流 ， 了解到没民族服饰的神秘之处 ， 它的文学艺术和人文思想都

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幽香 。 古往今来 ， 它依 旧含蓄 、 依 旧瑶壤 。 古代哲学 、 儒学道家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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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八卦都蕴含其服饰文化当 中 ， 神秘而充满了智慧 。 服饰面料质地精美 ， 款式典雅 ， 色

彩纷呈 ， 做工考究 ， 等级分明 ， 极具历史价值的汉民族传统服饰 ， 值得我们去深入学习考

究和借鉴传承 。 从而 ， 更加 明确的认识到用纯粹的继承创新设计形式来承载发扬优秀传统

文化 。

二 、 传统汉民族服饰面料色彩元素在服装设计中 的创新设计展现

在世界舞台 ， 中 国仍然是
一

个神秘而强大的国度 ， 对具有中 国风格服饰的发展与再创

新 ， 体现了西方对中 国艺术的追求与 向往 ，

＂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

。 现代社会生活的

多样性 ， 注定了 民族服饰的多彩性 。 想要传承传统服饰文化就要充分了解传统 ， 继而运用

纯粹的现代设计语言与时 尚思想并用重新对传统进行借鉴途释 ， 继承与发扬 中华传统服饰

文化所蕴含的精髓和灵魂 。

通过此次对汉 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学习 认知与探究总结 ， 从而得到 了相应 的创新灵

感 。 １＾下是我对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理解表现和对传统服饰元素运用 的实际设计展现 。 服装

的设计创作主要在面料和色彩选择上进行创新应用 ， 选取灰绿色系酸料網锻为主 ， 黄绿色

和黑色为辅 ， 加 Ｗ黑色轻薄真丝面料 ， 辅料为天然鸟羽和精致水钻加 Ｗ点缀 ， 充分体现中

国味道 。 从服装的设计 、 色彩 、 面料 、 装饰等方面的创新 ， 使服装的广安不断 出新 ， 形成

与传统并行不惇的的独特新颖 。 款式上区别于传统汉服长袍大衫的雍容华贵 ， 设计更为轻

盈秀丽 、 方便简洁 、 大气典雅 。

？ 面料与辅料展示图 ：

巧 足 屬
上 图为 ， 主面料为酸料網锻 ， 配Ｗ轻薄真丝 ， 辅料为天然鸟羽和精致水钻 。

？ 部分设计手稿展示图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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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 设计手稿灵感源于 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风格特征和色彩来源 ， 用马克笔上色 ， 表现中 国绿色系和

網锻面料质地。

？ 设计制作部分细节展示 ：

？滚ｉｉｆｉ
制作过程 后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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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肩 前身 肩部

？ 设计作品模特穿着效果展示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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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

＾

１ 誦徊
系列

一

 系列二 系列Ｈ

＾

Ｉｍ
； 口Ｉ

心见
系列四系列五

服装在制作过程中运用 了立体裁剪工艺 ， 使整体服装结构明确立体 。 手工缝制传统盘

扣 ， 鸟羽和水钻作为整体设计的装饰细节 ， 増添服饰亮点 ， 完善制作工艺 ， 体现设计风格 。

８





汉民族传统服饰面料色彩在 当代服装设计中 的创新表现


关于我的设计创作风格定位为具有中 国没民族传统服饰元素的民族文化风格 ， 体现典雅 、

传统 、 大气 、 含蓄 、 时尚 。 设计主题 自命名为
＂

龄 ？ 族谜
＂

， 其寓意为 ： 龄听民族之谜 。

Ｗ 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元素及文化 内涵为灵感来源 ， 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 结

合现代时尚潮流发展 ， 继承传统 ， 发展创新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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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硏究创新后的收获和
感悟

一

、 实践创新硏究 ， 总结收获

此次学习研究过程中 ， 首先 ， Ｗ针对于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资料为主 ， 并对此

进行具体分析和恰当借鉴 ； 其次深入到具有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地域 ， 文化古街 ， 著名高校 ，

博物馆等进行学习 、 考察 、 交流 ， 同时与相关文化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探讨 ， 并现场收集

拍摄
一

手照片资料 ； 最后通过 自我总结 ， 采纳导师的指导意见 ， 思考整合对汉民族传统服

饰文化的实践追溯过程中带来的收获感悟及创新灵感 ， 并将其带入本文的论述和 自 身 的创

作实践当 中 。

通过针对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内涵的学习探究 ， 实地田野考察的发现 ， 进行文化

交流Ｗ及亲身体验穿戴
’

汉服 ， 从古典传统文化当 中得到了新的认识与创新理念 ， 提高了 自

我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归属感 ， 真正认识到如何切实的运用纯粹的形式来弘扬传承与

创新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 Ｗ传统服饰为外表 ， 充实中 国古典文化内里 。

二 、 研究此课题的意义及未来发展趋向

学习研究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 ， 从而重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充分展现华夏民族传统

服饰文化的实用价值和历史魅力所在 。 如何将中 国传统服饰文化切实的融入到现代服饰发

展潮流中 ， 融入到现代人们的生活情趣和审美个性中 ， 如何挖掘传统服饰文化的必然存在

价值 ， 是作为中华儿女应该认真思考并不断为之付出努力的方向 。

当今社会 ， 没民族传统服饰越来越备受瞩 目 ， 尤其当代社会的
＇

着汉服 ， 写书法
＇

，

切实的将中 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在
一

起 ， 发挥其文化礼仪的递进和实用功能的传播 。 在

设计上 ， 将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 ， 期望登上国际舞台让世界人民对中 国符号产生
一

定的认

知和也理上的从同 ； 在文化方面 ， 起到 了传播促进顯合作用 ； 在商业领域 ， 提扇 了 国 民经

济发展 。 最终如何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传承创新也成为 了 中 国传统汉民族服饰未来的发展关

键所在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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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对中 国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学习分析与探索研究 ，

一

定程度上将中 国传统汉民

族服饰文化元素融入到时代的发展创新潮流当 中 ， 期望实现古于今的完美结合 ， 充分响应

当今社会积极弘扬发展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 。 对经典的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真正的做

到
＂

传与习
＂

， 愿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服饰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引起共鸣 ， 并得到弘扬传承

与持续发展 ， 影响 民族人民对华夏传统文化的认知感和责任感 。 巩固传统文化的社会存在

价值 ， 打造中 国特色优秀传统文化品牌 ， 使得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融入到动

态的 良性循环状态当 中 。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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