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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民族曾经在瑰丽璀璨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令

炎黄子孙引以为傲的服饰文化,但随着现代工业文明

发展所引发的西服东渐的冲击,其在潜移默化中失去

了具有中式代表性的民族服饰。界定华服的定义,识
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具有中华特色的服饰规则与符

号特征,进一步把握华服的形、意、神,将其融入到现代

华服设计之中,可以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并乐于穿着,也
让华服服饰文化能够立足于全球流行文化之林。

1 华服概念

“华服”,即中华服饰。“华”意为具有中华文化的

民族,“服”是指人意识形态的外在反映[1]。因此,华服

应先是华夏民族精神层面和文化传统的物质表征体,
符合中华民族审美习惯与心理认同,进而具备不同于、
可识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有中华特色、中国风格的

服饰规则与符号特征。概括地说,华服指的是以具有

代表性时代风貌的中式服饰为基础的形态与意指概

述。

2 华服设计元素

华服在薪火相传的记忆中闪烁着流光溢彩,它不

仅记载了中华民族的璀璨历史,还以自身的绚丽多彩

丰富了民族文化。华服在结构造型、色彩配置、面料选

择、工艺配饰等方面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征与鲜明个

性的符号法则,并具有潜藏在各类形态背后的意识形

态、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的人文文化渊源与社会价值

的符号所指。

2.1 华服形制基本延续

华服的式样繁多,历朝历代各具特点,但实际上华

服的形制基本延续,演变甚微。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黄帝时期上衣下裳式,上身为衣,如半臂、襦、坎
肩、马甲、短袄、马褂等,下身为裳,如裙或裤;二是衣裳

连属式,如深衣、袍、衫、褙子、直裰、水田衣、旗袍等。
华服的主要款式为交领大襟和直领对襟,在外形上表

现为纵向结构,服饰由衣领部位开始自然延展,通过款

式搭配形成各式各样的风尚。汉服、唐装、旗袍等的款

式各样,琳琅满目,但都强调了对称、平衡的服装造型

手法,以规矩、平稳为美,体现出一种含蓄委婉、典雅清

新的审美情趣。华服独特的结构特征和外观形式,与
西式服饰大相径庭,并与周边受到中华民族影响的韩

服、和服也有所区别,可以说具备了华夏民族的独有特

色。

2.2 华服追求面料自然和图案寓意

华服的服装面料主要选取的是丝、棉、麻,如唐装

善用华贵、厚重的锦缎和轻盈飘逸的缭绫,旗袍则采用

棉布、麻布、真丝、绸缎等。其面料不作过多分割,遵从

自然的法则,面料随人体呈现出不同曲线,勾勒出多方

位的视觉美。其次,古朴优雅的纹样图案是华服设计

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元素,谷纹、蒲纹、云纹、祥云、团花

纹、福禄寿喜等图案多装饰于胸、肩、裙等部分或装饰

腰带上[2]。同时具有强烈的吉祥象征寓意,如冕服上

的“十二文章”、龙凤呈祥、九龙戏珠等图腾崇拜,吉祥

八宝、松鼠长鹤等祈福愿景以及飞禽走兽的官服“补
子”标志等。华服图案表现出的是一种隐喻文化,与西

式的明喻文化相比,其重视图案、色彩本身的客观化美

感有所不同。

2.3 华服色彩具有时代符号寓意

华服色彩以高纯度强对比、低明度弱对比两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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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主。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主导下,服饰色彩日新月异。中国先秦传统色彩受

黄老学说中的阴阳五行影响,视青、红、黑、白、黄为正

色(贵色),其余颜色为间色(贱色),认为“五色应五行”
寄寓万事万物均相应于本原。商尚白(金),周尚赤

(火),秦尚黑(水)都蕴含了浓烈的五行观念。唐朝开

放包容的社会观下,服饰呈现出非浓艳不取,对比强

烈,再加上杂之以金银,眩人耳目。宋代在程朱理学

“存天理,去人欲”的影响下,整体色彩形成了淡雅恬静

的低明度、弱对比的风尚[3]。与西式服饰色彩对比,华
服的色彩更能表达对时代的符号寓意。

2.4 华服采用平面裁剪结构

华服通常采用二维平面裁剪的方法,无论衫、袍、
襦,都只在袖底缝和侧摆有一条连接的分割线,在其衣

身上,没有西式的省道及肩斜等设计,追求一种流畅的

效果。这也是华服与其他民族及西方服饰的重要区

别,即华服讲求整体性。这种方法追求的是在设计中

尽可能不破坏面料、图案的完整性,因此构造上以平面

为佳。而西方的服装设计多采用立体裁剪方法,崇尚

表现人体美,关注人体自然的特征,设计中多采用省道

或褶裥的处理手段,以期达到与三维人体吻合的立体

效果。

2.5 华服崇尚独特风情的中式细节

华服典型的设计为斜交领、对襟、直立领,清代出

彩的琵琶襟、一字襟、领衣也独具匠心。裙式上变化虽

不如上裳多元,但在细节上却大胆施制,如用弹墨工艺

印上纹样的弹墨裙、幅下绣满水纹的鱼鳞裙、以百鸟毛

织成的百鸟裙等[4]。华服的装饰工艺手法有镶、嵌、
滚、盘、绣等。“衣必锦绣”,华服设计上常用刺绣的方

法来做细部装饰,鬼斧神工的刺绣工艺与精美细腻的

丝绸面料配合,赋予中式平面结构的华服立体性装饰

表面效果,增强其艺术感与立体感。其次,镶、滚工艺

在华服上运用颇多,可在衣领、袖口、前襟、下摆、裤管

等施绣镶滚花边,通过不同的色彩和纹样镶滚形成独

树一帜的民族风格。

3 现代华服再设计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发展以及全球经济贸易的

一体化,各国家、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同,服饰

文化也在这一大环境下日益“统一”。在这样的环境

下,服装设计作为时尚文化产业的一种行为,其作品主

要是以商品的形态进行贩售,其基本特征为普遍性和

易接纳性。因此,现代华服设计提倡的并不是恢复古

制,而且这在今时今日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所需要的是富有创新而实用的华服改革,来表述

中国人自己的服饰文化,并以在世界之林里树立中国

形象为目的[5]。所以,华服的设计应当在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中华文化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背景

中,并汲取其他文化体系中的有利因素,丰富、完善自

身文化的发展,而不是对传统的华服元素采取简单的

“拿来主义”,保持本体文化不落伍。也就是说,在华服

的品牌形态定位过程中,首先要立足于全球化的高度,
本着将华服带向世界的立场去挖掘中华民族服饰文化

的精气真髓。

3.1 挖掘传统文化符号,开拓华服主题

借鉴语义学理论来传承中华古典文化理念,发掘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的隐性符号。中国人受儒、道、
释美学思想的影响,重视情理结合,讲究“天人合一”,
崇尚自然和谐,讲求真、善、美,追求超出形体的精神意

蕴。中华服饰文化具备固式的基因,因此中国传统能

保持相对巩固的服饰形制,并表征出一种追求和谐、寓
意的精神意境和文化品位。中国服饰文化讲究的就是

这种和谐,没有过分突出,形式与功能达到和谐统一的

含蓄、平和之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禅学、茶道、
书法、国画、陶瓷等都韵味深长,内涵深厚,为设计师源

源不断地提供创意灵感。其次,除了从宏观层面来寻

找创作灵感,也可从多角度来审视中华服饰文化,如以

魏晋服饰为切入点,奇异怪诞的裲裆外穿、如燕飞舞的

杂裾垂髾、粗旷彪悍的褶衣缚裤,变化多端的服饰样式

来源于战乱频繁给人民带来的惶恐不安与报国无门的

苦闷、民族错居等,对服饰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2 站在时尚前沿高度,优化华服元素

华服面料的选材可基于传统面料的发展和特色加

以创新,不同种类的华服设计对面料材质要求各不同。
在此基础上,选择传统服装面料与现代时尚面料、新型

面料、流行时尚元素融合的面料元素,如用细小竹管串

编做成的竹衣(图1),既具有良好的吸湿、吸热的性能,
又具有坚韧、挺拔的中式印象。其次,面料的选择应当

是高档次并经过深加工的,以此来改变当今华服市场

上部分低档的印象,如酒店、餐馆的迎宾服等。色彩方

面,理解传统礼仪文化,注意场合不同采用的颜色不

同,色彩搭配要充分协调、平衡,并符合中华传统的和

谐文化。同时,要吸纳国际流行色趋势,辩证而有所斟

酌地选取流行色系应用于华服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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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竹衣

3.3 融合现代裁剪优势,创新华服样式

由于平面结构的特殊性,华服一般采用的是“十”字
裁剪,即将服装面料按一定的方式折叠,然后直接进行

裁剪。这种裁剪方式一方面与传统追求自然和谐的文

化相关,另一个方面是由于丝织品牢固性一般,不宜多

破缝。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发展,各种面料的服用性能

得到很大的提升,因此可以大胆地运用现代裁剪的优

势。如西式裁剪所应用的省褶、归拔、结构线分割等立

体造型手段更有助于实现服饰的轮廓美和内部造型,也
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要的活动便利性。在设

计中,可以在保留中式风情的基础上,适当地变化廓形。
如华服袖式多样,根据袖形、袖肥大小、衣袖长的不同可

变化出广袖、箭袖、方袖、垂胡袖、琵琶袖、直袖和短袖等

7种华服常见的衣袖样式(图2)。华服的特殊结构导致

汉服没有袖窿、袖山弧线等在现代服装中才具有的服装

结构,完全依靠增大肩肘部的松量来满足人体活动需

求,这种特性反而给这类服装的衣袖设计上腾出了巨大

的空间。如琵琶袖形似琵琶为例,可以创造出金鱼袖、
葫芦袖(图3)等各种袖型。东方的平面裁剪所能表达隐

喻的形态与现代裁剪所增添的灵动性使得华服的设计

获得了崭新的发展,更好地凸显了华服的内涵意识,同
时也更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

商代
西周

直袖

垂胡袖

箭袖

春秋战国至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至初唐
中唐

晚唐至五代

宋代

明代

广袖

琵琶袖

图2 华服常见衣袖样式

3.4 认知传统图案内涵,丰富华服装饰

华服的纹饰图案选取应充分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

涵。中国传统图案和纹样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重

要内容,具有成熟而又多元的地域民族风情,其艺术语

言具有丰富独到的魅力,运用这些图案纹样时特别要

注意不能生硬地抄袭古人的线条和寓意。华服图案纹

样设计依然要突出其吉祥寓意,但要与服装设计款式

相协调,不同的华服设计种类应具备详尽的纹饰分类,
展现不同的寓意内涵[6]。如图4的设计,灵感来源于

“北京扎燕风筝”,呢喃的燕子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在图案的设计上尽可能地保留了文化底蕴,并
通过抽象化的表现形式重新演绎大燕图,并以中国复

古红为基色,充分展现出中国风情。其次,在继承传统

手工艺技术,如刺绣、编织、印染等方法增加设计附加

值的同时,还要与现代的工艺技法,如数码印花、植绒

烫花、烫钻等现代工艺处理加工手法相结合。随着工

业化变革和行业发展,以及工艺加工处理方法的不断

更新,华服的工艺制作过程也会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图3 现代华服拓展袖型

图4 “呢燕”原创效果图

4 结语

通过界定华服的能指与意指,明确了华服的服饰规则

与美学思想,在现代华服的创新设计研究中,挖掘出中华

传统服饰文化的内涵及与现代时装的创新融合方式,开拓

了研究现代服饰与传统文化间的新视角,有助于创新设计

思维的发展。然而,在传统服饰的继承与发展的道路上,
如何提升人们对传统服饰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华服的民族

地位,将是未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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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纺企原料较为充足 新棉9月中旬上市

  进入8月下旬,内地棉花零星吐絮,采摘工作在湖

北、安徽、江西南部等地区先行展开。据江苏盐城等地

棉花贸易商和纺企经营者反映,目前棉花市场供求关

系相对稳定,资源供给不存在问题,资金情况根椐企业

实力和产品销售状况而各呈不同表现,总体过得去,有

部分企业受制偏紧。购销安排依然存在不相一致性,
花色品种多、涤棉混纺型、规模适度的企业情况相对

好,但企业经营效益明显提升的还是较少。
目前,无论棉花还是棉纱价格相对较为稳定,期货

调整对中小纺企影响较小,当前商家反映较多的是点

价成交率偏低,地产棉3128级在13500~14500元/
t,多数企业依然以销定购,多数企业原料库存维持在

一个月左右。

由于棉花现货资源并不紧缺,即便新棉上市未必

与纺企同步对接,但纺企库存能够实现平稳过渡。一

些贸易商在储备棉成交价格上加200~300元/t加紧

销售,有的视情还可以再行议价。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最早9月中旬有些地区新棉

就会上市,现在看来,新棉收购价格、数量对棉市供求

会否产生影响,是值得业间重视研判的。从储备棉竞

拍与消耗情况看,社会上储备棉尚有一定库存,而存棉

企业销售压力较大的。另外,在新棉上市节点上,籽棉

收购价位的走势、纺织品市场下游的消费状况都将对

棉花进入生产流通环节的具体表现产生影响。
(摘自:全球纺织网)



黄麻让孟加拉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服装出口国

  孟加拉国近些年经济发展迅猛,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位于孟加拉湾北岸的孟加拉被印度所环绕,还与

缅甸有一段不长的共同边界。它是由布拉马普特拉河

和恒河每年沉积的淤泥所形成的三角洲。沿着北边和

东边的边界山丘的海拔高度升到100米,但该国大部

分地区是平坦的且地势不高。孟加拉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沙滩、湖泊、河流、群山、森林、野生动物、古遗迹、包

括历史博物馆、民俗、宗教和文化遗产、手工艺品等等

很多东西。
本次2017海丝博览会,孟加拉国有17个企业报

名参展,参展产品包括:皮革制品、鞋、塑料制品、黄麻

手工品、纺织品、成衣等。
提到成衣,就不得不说,孟加拉国是目前世界上仅

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服装出口国,服装出口约占其出口

总额的80%。据统计,孟加拉拥有近2000家纺织厂,
近6000家成衣加工厂,直接就业人数近500万,带动

相关行业近百万个就业岗位。2014年,成衣出口总额

达到248亿美元。按现有增速预测,2021年孟加拉国

出口额将达到500亿美元。其纺织品和成衣主要出口

欧美国家,纺织服装业已成为孟加拉名副其实的龙头

产业。 (来源: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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