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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传统服装的现代“茶人服”形制研究 *

庄立新

(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服装造型、结构和色彩等特征，揭示了传统服装衍生“茶人服”所应遵循的“造型整一”、“结

构平直”和“五行五色”等形制构成规律。阐述了根植传统文化，选择流行时尚，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创制新造型、新结构

是塑造现代“茶人服”的基本路径 , 为现代“新中式服装”理论研究进行了补充，对中国传统服装研究和创新应用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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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转向被国际时尚所同化的立体形态 [1]，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着传统服饰话语权的丧失过程，而“茶人服”

的出现似乎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西风东渐”和“全面

西化”的一种逆反。但从服饰文化现象和时尚流变的规

律来看，“茶人服”这类新中装的出现实际是流行时尚

呈螺旋式上升规律的又一次印证，是东方风格通过茶

文化这一媒介重新回归东方民族生活方式的必然显现，

也是文化发展和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话语权的回归思潮

在服装上的体现。

3.茶人服”的基本特征

“茶人服”是顺应现代社会需求，在传统文化中

衍生出来的新生事物，其标识传统的文化特征是其存

在的根本，因此，茶人服的特征必然体现出凝聚历史和

文化的一系列印迹，其主体形制必然以中国传统服装造

型、结构和色彩为范本，在整一、平直的形态构成中，在

意象化的色彩设计中体现出东方式的设计意韵，但同

时，“茶人服”也不是历史旧物的翻版，有选择地融合流

行趋势和现代审美取向是其获得市场认可的重要因素，

因此，成功的“茶人服”设计，应该是承载传统文化标

识而又体现“温故而出新”的创意服装作品。

二、传统服装与“茶人服”的关系

1.中国传统服装的成型理念与方式

直线裁剪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主要裁剪方式，其结

构构成决定着形制的基本特征，这一方式之所以历经

数千年不变，根本原因在于，首先在服饰造型的理念上，

寓意“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服装一贯强调“大而方正”

以示“昭名份”、“辨等威”，这些理念所形成的服饰审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一些彰显

中国传统元素的服饰及其品牌赢得了人们的追捧，蔚然

成为新的流行时尚，人们把这种融合时尚理念，重构传

统服饰元素，采用现代工艺，兼具古典意韵和现代风格

的“新中式服装”称之为“新中装”。

“茶人服”就是“新中装”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服

装。所谓“茶人”，原指采茶、制茶，以茶为生计之人，现

在则专指精于茶道程式，热衷茶事活动，乐于研究茶

文化的爱茶之人。中国历史上，茶人并没有专门的服装，

“茶人服”的出现如同茶文化的复兴一样，是近年来国

家经济发展，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个性情趣日

益彰显的结果，是现代茶道爱好者参与茶事、茶会等相

关休闲活动所穿着的主题性服装，是当代茶文化在衣

生活领域中创新出来的衍生产品。

一、现代生活与“茶人服”的源出

1.传统文化回归的外因与内因

“茶道”、“雅集”、“琴会”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

化活动之所以在当今社会重新流行开来，除了经济发

展、文化复兴等外因的推动，最主要的是由身处激烈竞

争中的人们寻求心灵休憩的内因所致。正所谓“心远地

自偏”，这些慢生活时代的文化活动，看似远离现代生

活，但却是一个个承载减负功能的精神家园，其情境和

程式引导着人们在体验中重拾本真恬淡的心性，暂时抛

却现实压力而获得心灵慰藉。

2.传统服装的逆袭与再生

伴随现代茶文化而生的“茶人服”正是应时而出的

衍生品。就服装而言，近代中国服装由自成一体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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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取向决定了扩张感强烈的服装必须具备“造型整一”、

“结构平直”的特征。其次，在突显穿着的舒适性、身

份地位标识性等方面，宽松整一的造型和平直的结构，

相比立体服装更适于肢体的舒展运动，更能完整、清晰

地展现色彩和纹饰的细节，彰显出穿着者的身份和地

位。再次，在服装材料的使用上，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

低下，获取服装材料非常困难，杜绝浪费的“备物致用”

观念和“限制裁剪”的技术塑造了人们的衣生活习惯，

尽可能保持服装材料的完整成为提高材料利用率和可

塑性的最佳途径。此外，在服装制作工艺上，由于中国

传统服装大多以柔软、轻薄的丝绸或棉麻为主，平直裁

剪和平铺缝制可以使服装制作起来更加方便和容易。

2.“茶人服”的设计理念

茶道所倡导的是一种融合禅意趣味和修身养性的

传统的隐逸休闲文化，所谓 " 和、敬、清、寂 "，追求的

是超然物外和洗尽铅华的那份恬淡自然的心性，茶道

的复古意向和传统规程直接影响着茶事活动中茶人们

的服饰审美观照，同时，环境和氛围也潜移默化地引导

着茶人们的仪表装束。虽然，“茶人服”以及所有“新

中装”在本质上只是现代人借鉴传统服饰元素新创制

的时尚服饰，是在继承传统服装文化精髓基础上的现

代化改良和创新［2］，但是，正如目前流行的诸多网络新

款茶人服那样，如果能从传统服饰的形制规律出发，通

过传统服装造型结构一脉相承地衍生出服装设计创意，

这无疑更能生动地诠释出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气韵，也

更有视觉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造型整一”、“结构

平直”作为传统服饰的基本特征不仅为现代“茶人服”

设计提供了审美取向和形制规范，也为创新创意架设了

路径。

三、传统服装造型结构衍生“茶人服”形制

1.传统服装造型与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服装造型是按照人体两臂平展、两腿稍

劈站立姿势的结构形态设计的 [3]，一定程度上，服装

造型、结构及其工艺是传统服装形制得以呈现的重要

基础。传统服装造型的整一性，就技术层面而言就是

面料的整一性，是尽可能减少裁剪导致面料损耗，保

持面料完整，以便于“备物致用”，而使“物”更尽其

用的一种工艺特性。这种“限制剪裁”的理念及其技

术实施方式通过历史积淀，逐渐上升为传统服饰的审

美理念和服装习俗，成为古人敬畏自然的自觉行动 [4]，

并以文化的方式传承至今，也已成为新中式服装的范

式特征。

2.传统服装衍生“茶人服”基本造型

参照中国传统服装的典型形式，从外部造型线的

形态而论，“茶人服”的基本造型一般可以沿用“大”

字型、“丁”字型和“目”字型。“大”字造型线的典型

服装是古代直裾深衣和男式袍服，其宽松而整一的造

型用于“茶人服”中，具有容天地乾坤于一体，纳清风

明月入袖底，使天、地、人合而为一的自然风范；“丁”

字造型线的典型服装是宋代的“褙子”和近代的直身

长袖旗袍，平直的线形用于“茶人服”，可以突显造型

的简约和率真的意韵，动静之间充满“平静”、“洒脱”

和“至纯”；“目”字造型线的典型服装是宋、明时代的“比

甲”，用于茶会中可作为配穿的长罩衫，其造型线如行

云流水般流畅而似乎“纤尘不染”，极富“清寂”的禅意。

另外，无袖旗袍同属“目”字造型，一度被国内茶会所

推崇，但随着人们对茶文化认识的深入，显身露体的

旗袍渐渐疏离于茶道，而由传统服装衍生的现代“茶

人服”或将成为茶事活动的主流。

3.“茶人服”的衣身与领型结构

服装的穿着方式决定着衣身的开合形式，同时

也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领型。中国传统服装的衣身

开合形式主要有“交襟式”、“直襟式”、“大襟式”

和“对襟式”。现代“茶人服”设计为了方便和舒适，

一般采用五种典型的衣身开合形式，除了延续上述

四种之外还吸取了古已有之的“套头式”，其他创

新式样大多在这五种形式基础上变化而成。

与衣身开合形式相对应的常用领型有“交襟式

交领”、“直襟式直领”、“直襟式翻领”、“对

襟式翻领”、“对襟式立领”、“对襟式领口领”、“大

襟式立领”、“大襟式领口领”和各种“套头式领口领”

以及身片与领子不裁断的“连身式原生领”等结构。

由于茶道“和、敬、清、寂”的本意限制了“茶人服”

不以显身露体为美，因而在领口领等领型设计中崇

尚简约并略趋保守，不必过于适体也无须采用恣意

繁复的结构，从而更显潇洒脱俗。

4.“茶人服”袖型结构及其创意设计

传统的连身直袖造型使肩部平滑圆顺，造就了

中国几千年来儒雅而含蓄的服装形象，以此为典型

特征的袖型的结构设计至今仍然是所有“新中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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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极受重视的项目。一般地，平展的“连身直袖”

和去除了肩斜量的“连肩袖”作为“茶人服”袖型

结构的二种基本形式，被从长袖到无袖的各种袖型

沿用变化着。

“连身直袖”是传统服装的典型结构，“连肩

袖”则以此为基础，吸收了西式插肩袖结构，改良

而成的一种既保持造型整一又消除腋下褶余的袖型，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新中装茶人服的设计中，

这种“连身直袖”向“连肩袖”的结构变化说明了

解决腋下褶皱问题的多种形式，即，可以采用斜肩

分片、腋下收量或分片配袖转接等方法解决袖型的

合体造型问题 [5]。而今，一些以此为基础的袖型结构，

如袖裆部加入插片或袖底开片的半合体形式的“连

肩袖”，在“造型整一”、“结构平直”的设计理

念主导下被不断创制出来，形成了以现代“茶人服”

为典型“新中装”袖型的范式结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服装形制衍生现代“茶人服”，

是对传统服装基本造型、结构的存续和创新，其基

本形制同样体现出限制剪裁所呈现的“造型整一”、

“结构平直”的特征，但在现代物质条件下的服装

造型构成已不再受到“备物致用”的局限。因而，

现代“茶人服”在根植主体文化选取流行时尚元素

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运用新方法，创制新造型与新

结构，使赋予受众的视觉效果既有传统神韵，更富

现代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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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客户，增加商场整体形象。

然而，特殊节日往往是在某一段制定的时间内，商

场整体促销时间较短，节日过后消费者往往不再进行

相关产品的购买。此外，竞争者较多，很多商场都进行

相关产品的促销，如若没有自身的特点，很难再激烈竞

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六、总结

经过上述讨论，商场进行各种活动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更好的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促销并不能为顾客带

来较多的利益，然而却能够极大的迎合消费者的心理

上的满足心里。虽然各种折扣活动均体现出一定的缺

陷，但如果各大商场能够基于周边消费主体客户的需

求，融合不通促销方式，最大化的体现出为顾客服务的

宗旨，将会极大的吸引更多顾客消费，进而保证商场持

久的生命力。

（上接 25 页）

这种形式的促销活动主要以给予消费者一定的奖

品的形式，商场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新奇感，促进消费者

进行消费，往往对具备一定资格的消费者发放一定的

奖励，消费者遵循一定的规则方可获得奖励。主要分

为以下形式：

(一 )抽奖促销

将不同奖项的标签掺杂在一起，供消费者进行抽

奖，基于运气的不同对不同消费者发放不同商品。

( 二 )竞赛促销

这种形式的促销能够极大的保持消费者的消费气

氛，商场一般举办一定的赛事，供消费者前来体验，基

于消费者获得的名次不同进行不同奖品的给予。

五、其他促销

重点时节促销

商场基于特定的日期，进行特定商品的促销。

一般来说，消费者往往非常重视在特殊节日中购

买对应商品，因此这种促销方式能够满足消费者消费

心理；借助特殊意义的日期进行相关产品的促销，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