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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民族服饰之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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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和服作为日本的传统民族服饰出现在国际上的重大场合时，中国的领导人多穿着西装和礼服出席国 

际会议和重要活动。我们都知道和服虽然是日本的传统服装，但其设计最早源自中国，其宽袍大袖，和襟衣领的服饰 

风格早在中国秦朝便 已出现 ，并随着隋唐时期的日本大量遣唐史来到 中国，中国的唐服便传播至 日本，那么为何远 

比和服更早的中国的汉服却没有作为中国的传统服饰流传至今呢?所谓旗袍和唐装是汉族的民族服饰吗?本文从历 

史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汉族的民族服饰的发展 ，探讨中国汉服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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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这个又被称为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其 

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一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 

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日华，大国日夏。”《左 

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 ， 

谓之华。”)那么，所谓大国的华服是什么样的呢?2001年，上 

海 APEC高峰会议，各国领导人来了个唐装集体亮相，世界人 

民都认为这就是中国汉族的民族服饰，然而，这种服装是跟 

“唐”根本就不沾边，它实际是满旗服饰的一种西化欧化，或者 

说是对满族人马褂的一种改造。 

这种式样在上世纪70年代也流行过一段时间，主要用在 

冬天的棉袄上，被称作“中西式棉袄”，实际上就是满族服装的 

领子，在肩膀处安装袖子的时候是按照中山装(人民装)的制 

作方法而已。中国56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 

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我国发行的第 

三套人民币 10元券 ，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 

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 

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 

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 10元券上面的汉族 

和 1角券上面的满族 。却穿着同样的服装，2004年的56民族 

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 

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礼 

仪小姐的服饰在设计上最初也是考虑汉服的设计，但因与日 

本和服十分相象而放弃，而采取以旗袍样式和西式礼服为主 

的设计，兼有中国元素，比如青花瓷系列等，但我们都知道无 

论改良的中山装或唐装还是带有中国元素的旗袍都不是汉族 

的传统服装 ，或者说当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齐聚一堂时，汉族的 

服装究竟是什么呢?时至今 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 

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在国外．对中国认可度最高可以代表中国的民族服饰是 

旗袍和唐装(或者说更注重西式剪裁的中山装)，而中山装太 

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 

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袍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 

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 DRESS”，旗袍所用的 

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 

所谓“CmNA DRESS”和“CHINA BUTrON”。与占中国人 口 

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 ，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而带 

有满族浓厚的服装特点．而满清的传统服饰在经过汉族的融 

合和时代的变迁之后，逐渐演化为女子的旗袍和西化的中山 

装．而这与中国早在汉朝时期的宽袍大袖的服饰风格早已大 

相径庭，至此，作为占有中国主要人口的汉族失去了自己的民 

族服饰的传承。 

尽管传统的汉式服装在中国绝迹，却在东邻 日本生根开 

花。13本古坟时代(公元 4世纪至 7世纪)，汉族服饰就开始逐 

步进入13本，奈良朝代向中国大量派遣“遣唐使”后，日本更是 

积极引进唐朝汉式服饰 ，13本民间也大举流行所谓“唐风”服 

装，日本今天的“和服”，就是在唐朝汉式服饰基础上形成的。 

在13本文化服装学院、文化女子大学合编的《文化服装讲座》 
一 书中。编者将飞鸟、奈良以及平安时代前期称为日本服装的 

模仿隋唐时代。无论从传世或出土的艺术形象看，这一时期的 

男女服饰形象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唐装。据《正仓院刊》记载： 

“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高贵织物，促使 日本的 

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启发。”至今，13本纺织印染技术书籍 

中，仍大量沿用绞缬、蜡缬、罗、毡、绫、羽等中国唐代的汉字名 

称。今天，中日韩三国男女结婚，日韩都有 自己的传统的服装， 

即受中国影响至深的和服和韩袍，唯独中国没有统一的传统 

服装，既有西式婚纱，也有长袍马褂、中山装和旗袍，正是各式 

各样，中西混杂。而一谈到传统婚礼，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更是 

模糊不清，这使得作为传统服饰文化源头的我们不能不感到 

万分惭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 自己的民族 

服饰。日朝韩的传统服饰的传承至今恰好说明了宽袍大袖。襟 

式衣领是我们汉人的传统民族服装。近观中国的历史，除去元 

清两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以外。中国传统服饰虽历 

经各个朝代不同的发展和变化。但自秦汉甚至春秋时期起传 

统的宽袍大袖 。不以塑形为主的汉式服装基本是我国汉族的 

服饰的特点，从上古时代开始，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 

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 

明的重要象征。那么汉服为何没有传承至今，又是怎样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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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为何在今天改革开放成果如此卓著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 

经济体的中华儿女，占有 90％人口的汉族唯独缺乏符合中国 

大国气质的汉族服装呢?这就要追溯满清入关后剃发易服的 

命令而开始。 

17世纪初 。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 

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 

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 

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明崇祯九年(清 

崇德元年 1636年)，皇太极称帝 ，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 

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 

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 

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 

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 

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 

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 

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诫满 

洲贵族，应恪守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 

下“上谕”强调这一点。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 

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 

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汉化”， 

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 ，就会有 

“祖业衰歇。以迄于亡”的危险。满洲贵族不但恪尊 自己民族的 

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 

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 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 

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 

廷官吏则把坚守 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 

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同时也导致了宽衣大袖 

的汉族传统服装到了清代时突然绝迹。在屠刀下被迫改饰易 

服。满族入主中原后，开始推行强制性的剃发易服运动。汉族 

男性传统上一直是把头发盘在头顶上梳作一个发髻，用发簪 

来固定。满族人人关后，除了用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 

方式强迫汉族男性按照满人的习俗剃发梳辫外 ，还禁止汉族 

男性穿戴传统的宽衣大袍。强制推行满族的紧身长袍马褂。至 

此延续了两千多年汉族的宽衣大袍传统服饰从此灭绝。汉族 

成了没有 自己传统服装的民族。 

清朝满人成功地消灭了汉族服饰。等到辛亥革命汉人复 

辟后。革命党人思想西化，所以在服装问题上也考虑采用西洋 

式的服装式样，但又不能沿用满人的长袍马褂，辛亥革命时的 

革命党人多为留学 日本的留日生，那时日本大学的学生一般 

都穿学生服，据说孙中山本人为了躲避清廷侦探的耳目，在13 

本时也常穿学生服化装为学生模样，因此革命党人对 日本大 

学的学生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革命成功后 。孙中山根据日本 

大学的学生服为原本，稍微改动了一下式样，就为大汉族制定 

了新的民族服装 ：中山装。而民间服装设计师结合传统满服和 

外来西服的特点 ．设计出了多种款式的新式服装，其中最为成 

功的就是“旗袍”。本来旗袍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 ，但 

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袍。是指 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 

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袍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 

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 ，充分显 

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新式旗袍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 

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袍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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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40年代 ，旗袍进人全盛期 ，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 

装。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3O年代旧上海的中国的男性既有 

穿西装的，也有像蒋介石那样穿传统长袍的，而女性则是旗袍 

加西式剪裁的洋装，可谓是中西合璧的服装年代。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服装慢慢的进入到了中山装的 

时代 ，一时之间，各类款式的西装和洋服消失了．中山装一夜 

之间成为了中国人的标准服装，在那个年代上到国家主席和 

总理，下到普通军民，无不穿的是颜色单调沉闷的各类中山 

装 ，和各种蓝色黑色的工人服，乃至今天还有不少外国友人还 

以为中国停留在蓝黑黄绿的自行车年代。这种服饰风格直到 

80年代改革开放后慢慢的得以改变 ，时至今 日。中国人的服 

装已与世界接轨，但是所谓的中国汉族的民族服装依然处于 
一

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从满人的长袍马褂到今天的中山装和 

旗袍，尤其旗袍，已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一个代表。但我们 

都明白旗袍不是汉人的传统服装，所以到现在为止汉人还是 

没有摆脱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窘境。乃至，我们国家领导人出 

席重大的国际场合时，多以西装为主。2010年 1O月 1日的中 

国六十周年庆典上的阅兵式，我们的胡主席也是一席中山装 

站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人民示意。为何我们中国在历经如此 

多的文化变迁而不能重拾传统，恢复我们传统的汉服呢? 

近年来，在中国大国意识的觉醒下，有不少人提倡搞汉服 

运动 ，通过汉服复兴的方式进而推广汉民族传统文化，2003 

年，来自河南郑州的王乐天是现代穿汉服上街第一人．随后许 

多人纷纷仿效，主体参与人群以 70年代和 80年代出生者居 

多，中坚力量是年轻白领和在校大学生，也有不少受周围亲友 

影响的儿童及中老年人加人。各地爱好者组织了多次身着汉 

服的聚会，主要活动形式有 ：于公众场所穿着汉服、祭拜先烈、 

传统成人礼(笄礼、冠礼)、参加武术 比赛、庆祝传统节 日、婚 

礼、举办知识竞赛、进行汉服宣传活动等。有些人在 日常生活 

中也穿着汉服。近年来，汉服推广者也以艺术表演的形式将汉 

服和其他传统文化结合向大众推广．比如 2011年汉服春晚和 
一 些反映汉服复兴理念的电视剧等。这里我并不鼓吹这种汉 

服运动，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保留中国56个民族各 

自传统文化的同时，作为其中最大的一个民族汉族．理应认清 

自己的文化的历史，发展自己的民族服饰和文化传统，以新的 

服饰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让我们的汉服有着与和服一样 

的英文名称，为世界所熟知。这不仅仅是民间的一种倡导 。更 

应该是国家颁布的一种规范的法制，从礼制上的规定。这样我 

们国家的领导人接见外国元首时就可以身着中国传统的汉 

服，而不是西人的西装，来彰显中国大国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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