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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汉服的定义和特征,分析了汉服的现况,展望了汉服的发展前景,为汉服在现代重新焕发光彩寻找可

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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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服不仅仅是单独的服装体系,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凝聚着华夏人民的艺术品位,折射出中国人的思想

高度和灵魂追求。现在大多数人将汉服视为中华民族

传统服饰的总称。汉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洗礼后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服

饰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使命,让汉服在我们

的时代焕发新的光彩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汉服在古代有着诸多象征与意义,例如宽大的袖

口象征天道圆通;交领象征地道方正;腰间的大带寓意

权衡中正;上衣蕴含一年四季之意;下裳用布十二幅代

表一年十二个月等。郭沫若认为:“衣裳是文化的象

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纷繁复杂的汉服体系中无不

透露着当时汉民族的审美倾向、礼法制度、伦理道德及

哲学思想,为后人提供了解古人思想与智慧的途径,为
现代的设计创造更多的灵感碰撞。

1 汉服的定义和特征

1.1 汉服的定义

汉服的“汉”字和汉人的“汉”是一致的,常被误认

为是中国汉朝传承下来的服装,还与“唐装”、“和服”相
混合。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衣冠、
汉装、华服,从黄帝即位到明末清初两千多年间,以“从
华夏到汉”文化为背景,连绵几千年,汉族人民一直不

改服饰的基本特征,自这一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被
称为汉服。以华夏、汉礼仪为中心,自然演化而形成的

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且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

饰和配饰体系。它不仅继承了汉族优秀的织染绣刻等

工艺,而且还是中国“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重要体

现。
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汉服已具基本

形式,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

普及,并由儒教和中华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汉

人、汉服、汉语、汉俗由此得名,日本、朝鲜、越南均曾颁

布法律效仿汉衣冠制度[1]。
1.2 汉服的基本特征

汉服的基本特点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用绳带

系结,也兼用带钩等,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
结构上,汉服分为10个部分:领、襟、裾、袂、祛、袖、衿、
衽、带、系。根据裾的长度,汉服有3种长度:襦、 、深
衣。袖子与襟裾的接缝称为袼,袖口称为祛。一套完

整的汉服通常有3层:小衣(内衣)、中衣、大衣。
在历史的沉积中,汉服演变成多种形制。从形制

上看,大衣主要有“上衣下裳”制、“深衣”制、“襦裙”制、
袴褶、“通裁”等类型。例如:朱子深衣、曲裾、袄裙、襦
裙(齐胸襦裙)[2]。

早在先秦时期,华夏族区别于其他文化群体的标

志之一,便是外在形象,人们称这种与“胡服”相对存在

的概念为“衣裳”,例如“皇帝垂衣裳而治天下”、“蜉蝣

之羽,衣裳楚楚。”《尚书正义》注“华夏”:冠冕华章曰

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

大,故称夏;章服之美,谓之华。”即使在唐朝以后,人们

还在用“华服”来区别“胡服”,如“华服萧条,鞠为茂

草”、“改华服以就胡,变雅音而入郑”[3]。

2 汉服的发展现状

2.1 古代汉服演变而来的现代汉服

服装跨越千年流传至今,是因为它在人们心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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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了一种符号,汉服被很多人视为民族文化的代

表,弘扬汉文化有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与自豪感,然而

这种观念似乎也造成一种分歧:有部分汉服爱好者认

为汉服本该保持它在古时候的样貌,才能被称为正统。
也有部分人持相反态度,认为融入现代元素的汉服更

美。周星先生在《本质主义的汉服言说和构建主义的

文化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及瓶颈》一文中将

汉服分为古代汉服与现代汉服,显然如今我们所见的

汉服,都是随着工艺与面料的进步,以古人服装为基础

改进而来。
笔者认为汉服本就没有亘古不变的形态,朝代更

替、民族文化交融、生活环境的差别都会让它做出改

变。古代汉服的宽袍大袖、裙袂飘飘,已经不能适应现

代人的生活,若要在现代使汉服融入人们的生活,那便

需要使现代人所穿的现代汉服既有古代汉服的结构特

点和文化韵味,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且适应现代

生活环境。

2.2 汉服运动下的复兴风潮

自汉服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汉服爱好者在各地

组建汉服协会,许多高校也成立了汉服社团,每逢节庆

便有各种汉服活动。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随
着汉服市场的逐渐扩大,需求量随之增加。线上线下

的汉服商家开始活跃在人们眼前,现在十二三岁的中

学生汉服爱好者大量涌现。尽管众多汉服商家出现,
但销售形势依然喜人。从购买人群方面来看:一是一

些不了解汉服的老年人,会选择价格低廉的影楼服装;
二是一些社会机构会以低质量布料,大量复制汉元素

服装,用以商业宣传;三是寻求美好并且乐于接受独特

事物的大学生将支撑常规价格体系的产品;四是一些

大学毕业的粉丝撑起高端定制汉服市场。一个汉民族

服装回归的大好形势展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4]。
目前有以汉服和中国传统服饰为设计灵感的一些

中国风品牌,推出具有浓浓中国韵味的服装,博得当下

无数人的赞许,让国人看到中国元素的绝美风华,更有

知名品牌“盖娅传说”,让中国元素走出国门,让世人欣

赏赞叹,一如千百年前,汉服本该站在世界眼前。

2.3 汉服发展中面临的阻碍

人们对“汉服热”这一现象褒贬不一,原因是随着

汉服的发展,在商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商机,吸引了一

大批逐利者,导致汉服商业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汉
服质量参差不齐,低质量、山寨汉服混迹市场,恶性竞

争,使得汉服常常得不到积极正面的推广;也有商家借

汉服活动谋取名利,以汉服为噱头博人眼球。
更有人偏激地认为:汉服是汉族人们的服装,不可

同满清服装进化而来的唐装旗袍混淆,有学者指出:当
汉服运动强大到不必在意旗袍和唐装的“起源”之时,
说不定就会放弃排他性的服装文化之纯粹性的理念。
鉴于中国多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和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更加开放和更富于包容性的“中式服装”的范畴理念更

适宜汉服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妨将

眼光放长远,让中国风更为灵动丰富。

3 汉服的发展前景分析

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许多思考,汉服运动发

展至今,呈现良好的态势,然而汉服是成为礼服还是改

良为常服,使汉服时尚化或追求汉服制式的纯粹性,选
择汉服的符号化、道具化,或是日常化。笔者认为,如
果汉服只是国学复兴的一种符号,那也极有可能在将

来被其他符号代替,若希望长久地发展下去,应当使汉

服融入人们的生活,深度挖掘汉服内涵,改良与继承并

行,在弘扬东方美的基础上求变创新,并综合利用现代

传媒手段、制作工艺和各色面料,才能让汉服在这个时

代展现其风貌[5]。

3.1 合理规划汉服市场

诸多汉服市场面临尴尬的局面,合理地管理及规

划汉服商家,维持汉服市场的秩序,是所有人关注的问

题。首先不以狭隘的目光看待汉服,将汉服与唐装旗

袍一并视为中华传统服饰;其次不固步自封,让人们区

分古代汉服与现代汉服,不是为了守旧,而是在了解服

装历史后,继续发扬我国的服饰文化;同时尊重知识产

权,尊重原创,才能让汉服越来越美。政府应严厉惩处

盗版商家,保护人们的原创积极性,还要考虑到汉服的

推广不能仅以其作为噱头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而是要

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内涵,从积淀文化自信的层面来弘

扬。在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汉服热逐步

升温,并衍生为产业,不仅是经济表征,更是一种文化

自信[6]。

3.2 加大汉服的宣传力度

2017年,政府出台了一项鼓励民众穿着传统服饰

过传统节日的政策,汉服爱好者可以在传统节日举办

汉服活动,为传统文化、传统服饰赋予新的活力。汉服

产业可以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作为中国特色产

品进行宣传,带动汉服产业转型升级,让世界领略华服

之美,有助于国人建立较强的民族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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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培养汉服专业人才

随着汉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汉服的文化、
工艺技术、历史样貌等方面将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还

原与创新。培养汉服设计专业人才,使汉服更好地融

入现代社会,展现不同风格,丰富服装款式,用中国独

特的美震撼世界。培养汉服工艺的专业人才,如扎染、
缂丝等工艺的传承略显不足,政府应加强对传统工艺

的重视,搜集、复原古老文化和工艺技术的资料,致力

于汉服工艺传承人的培养。

4 结语

汉服有着上千年的文明,传承汉服文化,是民族意

识觉醒的体现。汉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

些问题,希望汉服产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把握当下的

发展机会,让汉服在中华的史册中再次焕发生机,愿世

界重新领略汉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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