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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宋代背子的普遍性及其形制特色的角度,进行分类概述,探讨其蕴含的内在文化特征。分析作为宋代全民

皆服的背子的服饰特色,并进一步探索其在现代服饰发展中的演变过程。通过对背子形制的创新与应用,寻求传统服饰

与现代服装之间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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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子—宋代民众日常服饰

背子,又可称为“褙子”,也可称作“绰子”,其叫法

多种多样,是一种在两腋下侧缝处开长衩的服饰。其

外观特征大多狭长且平滑顺畅,是汉民族传统服饰的

一种。在宋代时期,人们穿着背子尤为普遍,男女皆

穿,上至皇家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以其作为日常服

饰穿着,可谓是全民皆服,是宋代最具时代特色的服

饰。

宋代男子穿着背子甚是广泛,但却只是作为日常

服饰,并不能作为正式服饰。宋代的男子在家中穿着

背子会客,也会当作衬服穿在正式服装的内部。平民

百姓则是当作日常服饰来穿着,因劳作不同,背子也有

衣袖长短的区别。在宋代,背子之所以广泛穿着,是因

为其简便、舒适,不同的人有不同形制的背子便于选

择。

女子穿着背子也相当广泛[1]。区别则大多体现在

整体长短上,例如贵族女子穿着的背子可长至脚背,而
平民女子穿着大多至膝上。背子的衣长短,在某种程

度上来说,也表现出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作为贵族女

子,服饰上更多表现出个人的身形及其身份地位,所穿

着的背子不仅用料考究,在装饰上也较为精美繁复。

通常在领口以及袖口装饰花边,有的在两侧加以装饰。

而平民女子,穿着则需要注重日常便利,虽偶有装饰,

但较为朴素。除了在衣长上的区别,衣袖也是略有不

同的[2]。例如平民女子在劳作时所穿着的背子,衣长

不过膝,衣袖也较窄。所以,服饰也是个人身份地位的

象征,以其所处环境而有所不同。但背子总体形制是

相似的,都是直领对襟,在两腋下开衩,总体特征是修

长纤细。
不同的人群穿着的背子形制有所区分,大抵是根

据不同人群的生活环境而有所不同,以便于在生活中

更方便。背子的不同形制以适应不同人群,这也是背

子在宋代如此普遍的原因之一。

2 宋代背子的起源与形制

2.1 起源

背子大致是从以下几种服饰形式演变而出。其一

是中单,中单通常是指穿在外服内部的单衣,其特点是

右衽,在两侧和衣后系有带子。在宋代,男子通常把背

子穿在朝服内里,而这种形式的背子便是由交相掩的

斜领中单逐渐演变而来。这种背子的形制便是衣裾的

两侧开衩,并且两边和后背垂有系带。其二是半臂,半
臂是一种衣袖长度在肘部的上衣,其衣长大致在腰部,
半臂的形制特点为对襟、合领,并在衣襟前有系带。后

经发展,逐渐加长衣袖和衣长,发展成背子的一种形

式。此外,还有旋袄与貉袖,这两种服饰形制大致与半

臂相似,但是作为游牧民族的服饰,为了便于骑射,衣
长较短,大致在腰部以上,并且衣袖较窄,便于行动[3]。
后来背子吸收了旋袄与貉袖的便利性,从而形成了背

子衣袖较为窄小,总体外观狭长修身的总体特征。

2.2 形制

形制,指的是款式、式样,服装都有其独特的形制,
这是分辨服装类别的基本方法。宋代背子男子与女子

的形制略微有所不同。男子的背子,衣领的形制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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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直领、盘领、交领皆有。大多具有以下特点:“背
子的形制是两裾离异不缝合,在两腋以及背后都垂有

带子,因其前后裾不缝合,索引要用勒帛系束。”此外,

还有斜领交相掩映和两裾直垂两种穿着形式。如图1
中的背子是男子所穿着的背子形制中的一种,其腋下

开衩且垂有系带,即所谓的两裾离异不缝合。前襟处

也缝有系带,因此既可以斜领交相掩而穿着,也可以直

襟系带而穿。如图2的背子,由半臂发展而来,其沿袭

了半臂的直领、对襟特点,衣袖加长,并且两裾离异,前
襟系带。

图1 男子穿着的背子

图2 半臂发展的背子

女子背子的差异则表现在背子衣长与衣袖上。宋

代女子所穿着的背子开始较短,而后加长。随着时间

的演变,或者穿着者的不同,长度或长或短,衣型或宽

或窄,逐渐发展为衣袖大于衫,长度与裙子齐长的样

式[4]。背子的色彩及质地也有所区别。女子背子的形

制为两腋下开长衩,直领垂之。不开衩的则称为襦,并
不能称之为背子,所以区分女子背子的重要依据便是

两腋下是否开衩。其特点表现为直领对襟、两腋开衩、

腋下及背后没有垂带、不用腰带,大部分为窄袖,但也

有宽袖。背子的长度可齐膝或者过膝,也可以过膝长

至脚踝,取决于其身份,劳动妇女所穿着的背子只及膝

上,贵族女子穿着的背子往往长至过膝。如图3张择

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妇女所穿着的背子,长度

仅至膝处,并且服饰的布料质朴,无装饰,款式也较为

宽松,更便于劳作。而图4仇英所作的《临萧照中兴瑞

应图》中最前端的女子所穿着的背子,衣长至脚背,样
式精致繁复,边缘处装饰以精美刺绣。款式更为修身,

色彩也是较为鲜艳的红色,在古时,正红色通常代表地

位尊贵。画中在其身后的几位女子,同样穿着背子,但
色彩较前者暗淡,装饰较简单。可以以此来分辨她们

的身份地位。

图3 《清明上河图》中妇女穿着的背子

图4 《临萧照中兴瑞应图》中女子的背子

3 背子形制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与创新

3.1 应用

每一件传统服饰都有其独特的形制及特定的文化

内涵。现代服装设计在发展的同时也在回顾历史的潮

流。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服装设计对中国传统服饰

元素的借鉴并加以应用与创新越来越常见。背子作为

宋代最为普遍穿着的服饰,更具有独特的魅力,在现代

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也是较为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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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钟灵记汉服的背子,可以看到,背子在现代

社会中的应用大多以审美为前提,衣长较为长,并且在

边缘处装饰有刺绣,选用较为轻薄的雪纺材质,使整体

更加轻盈。图6为重回汉唐的背子款式图,从设计的

角度来看,没有前者中边缘全装饰的华丽,显得更为清

丽,款式则是相同的。两种背子形制大致是目前市场

上的通用形制,都是以对襟直领为主,两侧开高衩,在
现代生活中难以日常穿着,这也是传统服饰在现代社

会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图5 钟灵记汉服背子

[部件]浅粉色裤子

[部件]黄色裤子

图6 重回汉唐背子款式图

现代服装设计中运用背子作用元素,需要将其独

特的形制艺术与现代服装的时尚性相结合,使其既符

合当代的审美需求,又能够保持其特色,而不是一味的

沿袭,只在特定的场合展示。传统服饰在现代的发展,

应以表达其内涵为主,将其与现代日常服装相融合,以

寻求在现代社会中的日常化与普遍化。[5]

3.2 创新

对背子的形制及文化内涵加以详解,并将其融入

现代女装设计中,以此来表现传统服饰的新面貌。现

代服装的表现形式应该在吸收背子的基本元素上,以
穿着方便的形式呈现出来,既保留传统服饰的精髓,又
适合现代生活。此外,背子独特淡雅色彩的应用是对

传统服饰的一种现代创新。背子面料的现代表达也是

一种方式。服装在现代的发展中,应该随现代社会的

变迁而相对应地发生改变,使之在新的时代表现出新

的面貌。

图7为笔者以背子形制为基础,加以设计的女装。

背子,作为传统服饰的一种,从自身的色彩、款式以及

面料,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以背子形制为设计

来源时,并不是仅仅借用其外观特点,从而忽略内在文

化内涵,那样的设计仅是形似而达不到神似,这是在设

计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背子的款式造型的独特性,

并不符合现代日常服饰的需求。因此,在设计的过程

中,如何使其更好地与现代服装相结合则是设计中的

重点与难点。

色彩预设

图7 设计的女装

设计思路是以背子的形制为灵感来源,外部的罩

衫采用蚕丝与棉质面料,表现出柔和的质地,含蓄而婉

约的外形美。内部衬裙采用棉麻混纺面料,既柔软又

兼具廓形。此外,独特的裙型,既可以独立穿着,作为

单一的外套与连衣裙,又可以搭配成独具特色的套装。

整体既具有含蓄内敛的特点,又表现出其自然清新的

气质。在色彩的配置上,拟采用饱和度较低的色彩,如
灰蓝、鹅黄、水粉等,来表现其淡雅的特色。通过对背

子形制以及其文化内涵分析,设计出既符合现代人审

美,又能够适应于现代生活的女装。

4 结语

背子在宋代普遍性基于其对时代的契合,及对于

不同人群的适应性。从背子形制的不同,可以观其背

后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服饰的解读,来了解其所处时

代的风貌,服饰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

通过对宋代背子形制的解读,了解其在宋代所具

有的普遍性以及地位象征的内涵特征。对其形制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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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重组、创新,从而展现出背子在现代女装设计中

的创新运用。并对中国传统服饰如何在现代服装设计

中的发展加以思考,以寻求传统服饰与现代服装的融

汇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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