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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旗袍与和服浅析中日古代审美文化

徐嘉卉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7）

摘要：中日两国作为隔海相望的友邻之邦，自古在文化与经济交流上便互通有无。时至今日，中日之间的文化渊源已然历史悠久，不管是

风俗文化，还是衣食住行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浓厚的关联性。在此其中，服饰之间的审美特色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逐渐染上了彼此的特点，其

既有文化互通的交互性，又存在地域文化不同的差异性。对此，本文为了解中日古代审美文化的特色与特点，着眼于旗袍与和服的发展历史，

分析二者之间的审美的异同，并就此了解旗袍与和服反应的中日古代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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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自古便是一衣带水的隔海邻

邦，翻看中国历史资料，最早关于日本的介

绍来自于班固的《汉书》，在其《地理志》

一章中标注了“乐浪海”上的倭人诸国，即

现在的日本九州一带。而据《后汉书》记

载，中国最早与日本通商往来可追溯到光武

帝时期。早在公元57年，光武帝赐以印绶，

拉开了中日长达两千年的交流往来。在不断

通商交流的过程中，中日文化产生过摩擦、

碰撞及融合，直至明治维新之前，二者已然

达到水乳交融，并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步产

生了共性与差异。而这其中，自唐朝服饰影

响而发展至今的日式和服，其深受汉族文化

影响，并融合了自身民族精神入服饰文化之

中，最终形成了匠心独运的日式审美；而在

我国，在清文化影响深远的基础上，满族旗

袍作为我国古代代表服饰之一，同样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一大审美特色。对此，本文以分

析中日古代审美文化为目的，探究旗袍与和

服的发展历程与审美异同，从而明晰二者所

反馈出的中日古代审美文化特色。

一、中国旗袍的发展史

中国旗袍的发展历史要追溯到清政府

统治时期，就《辞海》中对旗袍一词的解释

来看，旗袍的兴起源自于满洲妇女的着装，

并在随着时间演变的过程中，成为现代中国

极具代表性的服饰之一。旗袍的款式自清满

时期便大同小异，即使经历了时代的变革也

依然沿用着传统的款式基础，即立领，右开

襟，随身形，衣下摆过膝，两侧开衩，并

分长短袖。不过，进一步追溯旗袍的诞生渊

源，由满族女性着装推广之前，旗袍的前

身——长袍便已经是我国较为广泛穿着的服

饰。《诗经·无衣》中针对“袍”有“岂曰

无衣，与子同袍”诗句，由此证明春秋战国

时期“袍”便已经出现。而在《后汉书·舆

服志》中，袍则被描述为西汉时期较为普遍

的服饰，无论是官员、王亲，亦或是普通百

姓，都会着装袍。此后，到了东汉时期，袍

的发展逐渐从日常私服向“贵人”礼服方向

转变，并有原有的内衣变外外部着装。后至

努尔哈赤时期，统一女真建立满族“八旗”

制度后，袍正是成为满族人典型的特色服

饰。再到清兵入关，统治汉人的满族贵族逐

渐推行满汉一家，并在原有满族旗袍特色的

基础上融汇了更多的汉族元素，进而形成了

先阶段极具民族融合，又有浓厚少数民族特

色旗袍。辛亥革命后，封建政府被推翻，但

其宝贵的服饰艺术却仍获得社会大众的一直

认同，并由此流传至今，成为中国极具特色

的着装服饰之一。

二、日本和服的发展史

日本的和服文化是日本文化中极为典

型的文化之一，作为90%以上属于“大和”

民族的日本人来说，和服文化如其他历史传

承的文化一样，均是当今日本人十分珍视并

谨慎传承的文化。其实，了解中国文化者不

难发现，“和服”一词对于中国文化来说，

是近年来较为普遍的外来词汇。正如中国文

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一样，中国诸多的新

名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日本文化的反影响，

“和服”一词便源自于这种反影响。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和服”一词源自于日

本文化的反影响，但是和服的原型却起源于

中国古代。在《魏志·倭人传》中便记载着

运用一副整布，中置一洞，头至其中，不需

量体的穿着，而其便是后世的和服雏形。在

此之后，和服不断的发展与演变，经历了时

代的变迁，并在大和时代进一步吸收了中国

织造元素与纺织缝纫技术，从而促使和服文

化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发展。随后传至奈良

时代，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唐朝赠予服饰获得

了当时天皇的青睐，故此，以传统服饰为基

础，融入了唐装元素与款式的日式和服逐步

在日本普及，并借助日本本土优质的植物染

料与矿物染料资源实现了自身色彩的丰富化

与多样化。到了室町时期时代，日式和服的

款式已然基本成熟，并根据穿着的人不同而

产生了应需性变化，普通劳作人员穿着窄袖

便装，而上流富足人家则依然穿着宽袖礼

服。但到室町后期，贵族的奢靡引发的战乱

使武家逐步成为政权的中枢，崇尚节俭的武

士逐渐淘汰了宽袖和服，从而使窄袖成为日

本和服的主流趋势。自此以后，经历了江户

时代、明治维新等时代的洗礼，窄袖便装逐

渐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并成为和服创作大师

笔下美丽的代名词，直至今日仍被日本人民

所钟爱。

三、旗袍与和服的审美异同

从旗袍与和服的发展历史中不难看出，

其均源自于中国古代服饰的进化，受到汉文

化影响深远，虽然融入了本地域的风俗特

色，但终究仍保留着传统的基础特点。只

是，既是一脉相承，又各有审美特色的两种

服饰，深究其服饰中存在的审美异同，大体

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旗袍与和服的审美相同点

旗袍与和服传承于中国古代汉文化，

虽然其设计方法不同，穿戴模式有别，但是

其中蕴含的审美相同点却是相同的。具体

来说，旗袍与和服均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演

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迎合人需而产生了

不同的变化。旗袍由“袍”演化而来，在成

为满族人代表服饰之时融入了大量的满族文

化特色；相应的，和服在吸收中国古代制衣

技巧与唐代设计风格的同时，也利用了本土

特色织染技术，结合本土实际文化漂染成漂

亮的和风花色，丰富着和服的款式与色彩。

当然，无论是旗袍还是和服，其最终服务的

主体均是人，因此在旗袍与和服发展的过程

中，其均依照人的意愿而进行改良，这种改

良既凸显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审美思维，同时

也实际的反馈出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不同需

求。以旗袍为例，随着其应用场合的不同与

变化，旗袍由原有的长袍逐渐变为短袍、上

下两件等形式；相对的，和服则在不同时期

与不同穿着人身上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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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变为短袖，并根据不同的场合而改变样

式。由此可见，根据人的需求与文化的差异

来改变服饰样式，从而融汇入自己的民族习

惯，并使其适用于社会需求是旗袍与和服审

美发展变化的共同点。

（二）旗袍与和服的审美不同点

旗袍与和服审美变化存在相同趋势，

但从具体细节中却有极为明显的不同点。

中国自古便拥有独具特色的思维体系，虽

然早期存在百家争鸣，但由于历史及政治

等多方面原因，儒家思想于百家争鸣中异

军突起，由此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

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思维引导下，中华服

饰的变化更讲求内涵化及民族化，各地区

民族服饰的特色极为鲜明。对此，旗袍作

为由汉服演化而来，又通过满汉文化融合

而进一步发展的民族服饰，其在审美设计

上也逐步迎合了中华儒家思想理论，其内

容花色表示等级，设计图案也沿用中国古

代图腾花样。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旗袍

作为清时期典型的服装款式，其本身的时

代性特别强烈，无论旗袍演化发展如何，

其均代表了清代及民国两个时期的社会审

美。相对的，和服演化时间悠久，其传承

与发展也日新月异。即使在如今，和服漂

染技术仍然代代相传，其借助染料渲染的

布匹可呈现出自然的千姿百态。对此，日

本作为崇尚自然，尊重自然，信奉自然的

民族，其本身的文化体系便是由神传人。

故此，在日本的和服发展中，与自然的融

合是其一项注重的。顺天而行的日本在和

服设计中极为忠于使用者的需求，即使在

现代也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和服，

并将其作为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由

此可见，旗袍与和服虽然在审美发展的大

方向趋于相同，但在其内在审美侧重上却

也因文化的差异而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保

证了不同地区民众的文化独特性，从而实

现了地区服饰的特点差异。

四、旗袍与和服反应的中日古
代审美特征

在 满 语 中 ， 旗 袍 被 称 为 “ 衣 介 ” ，

其经历了多年的演化与时代的变革，于现

代服饰中作为具有中国代表特色的服装之

一，在融入了众多新鲜的元素与时代特征

后 ， 已 然 成 为 极 具 艺 术 性 的 服 饰 之 一 。

相对的，在日本，和服于日本人的日常生

活中却经常可以见到。日本女性穿着和服

一 般 被 称 为 “ き も の ” ， 写 为 汉 字 “ 着

物”；男性使用和服被称为“はかま”，

汉字写作“袴”，两者均是正式场合所穿

着的服饰，包括婚礼、毕业礼、丧礼等在

内，虽然不同场合的着装礼仪有别，但日

本人在重要的时刻普遍会选择穿着和服。

由此可见，无论是旗袍还是和服，其在各

自 国 中 均 具 有 一 定 的 文 化 地 位 与 应 用 价

值。对此，借助两种服饰去探究两国古代

在审美发展上的特征，大体可归纳为以下

几点：

其一，注重服饰的作用。服饰原本是用

来遮蔽身体的存在，但当人类社会出现等级

制度，服饰的作用便逐步丰富起来。地位、

权利及金钱决定了不同人的着装差异，而这

些差异也逐渐体现在人类的着装之上。例如

旗袍，不同阶级人所穿着的旗袍无论在质

量、色彩及图案上都有所不同；相对的，和

服也是根据不同的人的职级、分量高度给允

许其穿戴不同的服装。由此可见，在古代的

审美意识中，地位的尊卑是决定服饰穿着的

关键，而服饰本身也是展现穿着者地位的重

要道具。

其二，文化思维的展现。旗袍与和服在

发展过程中不仅注重迎合人需而改变款式，

其花色样式的差异也充分展现了不同地区不

同人的审美差异。现代社会中人们在日常工

作与学习上普遍穿着随性，基本都以西方服

饰为主。但在古代，服装的差异可以表现出

个人的职业、素养及地位。例如，旗袍中根

据穿着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人物

的官位是极为常见的事情，黄马褂便是最好

的例子。而在日式和服中，武将与贵族在和

服穿戴上也有十分迥异的差别。这样的穿戴

差别不仅是展现了不同身份人的不同地位，

同时其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中国普遍

以黄色为贵，因此黄色是帝王象征，黄马褂

自然是帝王的代表。相对的，日本武士崇尚

节俭，并需要经常活动身体，因此比较钟爱

短袖和服。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不同行为

习惯，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侧重都在服饰上

有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也是古代审美趋势的

最终表现。

五、结语

综 上 所 述 ， 旗 袍 与 和 服 在 发 展 中 可

谓一脉相承，但根据地区的不同，吸收元

素的差异而拥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但认

真追求其审美特征不难发现，两者在发展

中都遵循了迎合人需与展现文化特色的特

点，是各地区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容缺失的

存 在 。 和 服 作 为 日 本 人 重 要 场 合 与 庆 祝

活动的主要服饰，一直是日本生活着装的

重要选择。而且，随着日本文化传承的意

识越发浓厚，有诸多注重传统回归的日本

甚至于平日里也开始穿戴和服上街。相对

的，我国的现代都市街头，旗袍的着装率

却并不高，不仅是旗袍，具有中国特色的

汉服、唐装也并不多见，吸纳并融合了西

方文化的现代都市人，已然不会将旗袍等

具有民族性特色的服饰穿着于身。对此，

随 着 中 国 人 传 承 传 统 文 化 的 意 识 逐 步 觉

醒，诸多国人希望借助文化的反影响来激

发国人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热爱与钟情。因

此，现代社会许多注重传统文化保护与弘

扬的青年志愿者，将包括旗袍、汉服、唐

装等众多的中国代表服饰的再设计与再推

广作为自己生活的关键，因此得到的效果

也十分显著，正逐步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中国服饰，热爱中国服饰，传承并发展

中国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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