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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日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问的差异 
以旗袍和和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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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旗袍，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民族服装，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日本和服是日本民族 

的传统服装，是日本人对艺术淋漓尽致的表现。通过对旗袍与和服的造型、颜色与着装场合等三方面的比较，来 

展现存在于中日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差异，并通过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探寻存在于两国文化基础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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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经典传承的服装，尤其是大礼时都 

喜欢穿自己的国服。中日文化博大精深，服装更是艳丽多 

彩。具有中国韵味的旗袍，艳丽华美 ；具有日本风情的和 

服，古朴典雅。两者均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两国文化集 

中体现的一个代表。但尽管如此，作为不同文化下的产物， 

其内在都保留着各 自的特点。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将在接 

下来的文章中在对其进行概况归纳的基础上展开分析。 
一

、旗袍与和服的概述 

旗袍是女性服饰之一，源于满族女性传统服装，在 20 

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汉族女性改进，由“中华民国”政府于 

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不属于汉服(即华夏衣冠) 

体系。民国以后，上海、北平等地的汉族女性在其基础上 

予以改良。1949年之后，旗袍在大陆渐渐被冷落，尤其文 

革中被认为封资修象征，大量毁坏。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 

文化的典型标志，它不仅在整体造型的风格中符合中国 

艺术有关和谐的特点(如：前后左右对称裁剪，开衩长短 
一 致)，同时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装饰手法融入其中(如： 

在裁剪上加入盘扣、包边、镶嵌、刺绣等工艺)。而正是这 

种融合了本国文化内涵的独特魅力。使它在中华民族的 

众多服装中脱颖而出、成为能够代表中国服饰文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和服，江户时代以前通常指吴服，是El本的一种传统 

民族服饰。明治时代前和服泛指所有服装，而与这个词相 

对的是洋服，指来自西洋的衣服。后来此词的词意逐渐单 
一 化，通常单指具有Et本特色的民族服装。现在它成了日 

本一种值得夸耀的文化资产。和服种类繁多，无论花色、质 

地和式样，千余年来变化万千。不仅在男女间有明显的差 

别(如：男式和服色彩比较单一，偏重黑色，款式较少，腰带 

细，附属品简单，穿着方便；而女式和服色彩缤纷艳丽，腰 

带很宽，而且种类、款式多样，还有许多附属品)，而且依据 

场合与时间的不同，人们也会穿不同的和服出现，以示身 

份。以女式和服为例，其中就包括有婚礼和服、成人式和 

服、晚礼和服、宴礼和服及一般礼服等等。总之，人们虽然不 

经常穿和服，但是对和服都有一种认同感、信任感，是一种 

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二、旗袍与和服的区别 

首先，由两者的设计上来看 ，旗袍突出了其简练、注重 

贴身的形态美，一方面和服则强调了其包藏之美。 

现代旗袍的外观特征一般要求全部或部分具有以下 

特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 

衩，单片衣料，收腰，无袖或短袖等。开衩只是旗袍的很多 

特征之一，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要的。现代旗袍腰身合 

体，加大开衩，紧扣的高领，微紧的腰身体现出腰臀的曲 

线，选用织锦缎、丝绸、丝绒等制作的旗袍给人以雅致而庄 

重的感觉。旗袍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 

商业气息浓厚；多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而和服属于平面裁剪，几乎全部由直线构成，即以直 

线创造和服的美感。和服裁剪几乎没有曲线，只是在领窝 

处开有一个20厘米的口子，上领时将多余的部分叠在一 

起。如将和服拆开，人们可以看到，用以制作和服的面料， 

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由于和服的裁剪制作具有上 

述特点，所以在量体裁衣方面比较自由。在制作和服时， 

较少为人的体型所左右，高矮胖瘦不同的人，即使穿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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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尺寸的和服，也很少给人衣不合体的印象。因为，它可 

以因人而异，在腰问调节尺寸。由于和服基本上由直线构 

成，穿插在身上呈直筒形，因此缺少了对人体曲线的显 

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这个特点使它呈现出一 

种庄重、安稳和宁静，而这几点也正代表着传统日本人的 

气质。 

接下来，从两者的颜色来比较，旗袍颜色偏重于艳丽， 

而和服则偏重于素淡。以婚礼上的着装为例。 

大多中国女性在婚礼现场或拍结婚照的时候会选择 

礼服穿着，结婚庆典上，除最初的典礼时有时会选择比较 

西式的白色婚纱作为典礼礼服外，在婚宴敬酒时一般会换 

上一套西式的晚礼服或者旗袍，给各位来宾敬酒时，旗袍 

则更为大多数女性所钟爱。尤其是代表喜庆、富贵色调的 

大红大绿，以及印有凤鸟、牡丹等图案的绚丽醒目、款式别 

致的旗袍更备受青睐。可以这么说，旗袍是很具代表性地 

体现出中国女性对华贵和优雅之美的追求，尤其是在那绚 

丽醒目的颜色的存托下。 

而在日本的传统婚礼中，日本的新娘主要是和服装 

扮。整个婚礼期间共有三套礼服，其中主要包括白无垢、打 

挂与深色调的和服三种，期间被选用礼服通常质地非常华 

美，但颜色并不繁复鲜艳。如最初穿上一套白色的和服，称 

为白无垢。原本是 18世纪和19世纪日本武士结婚时新娘 

所穿的礼服。此时的白色既是新生活的开始的象征，同时 

也意味着原有生活的结束。当脱掉白色礼服后，新娘将换 

上一套，以单色调的基础上再配以金、银、红三色的和服。 

其表面上多绣有吉祥的图案(如：仙鹤，樱花等等)，代表未 

来生活的和谐美满。最后，还要换上另一套深色的礼服，这 

种礼服是未婚少女穿的和服，这也是新娘最后一次穿这种 

式样的和服了，作为她纯真少女时代的结束。 

三、两国间影响服饰文化的诸原因的分析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在两国间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服 

饰文化。其根本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存在于两国间文化意识中的差异 

中国旗袍是由满族旗袍发展而来，随着中国的发展， 

中国逐渐趋向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中国人的思想也 

发生了变化，从而旗袍也得到了改良。因此它可以说是一 

个多文化的“融合体”，即保持了的满族游牧文化的豪放特 

征，同时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雍容华贵的一面，近代 

之后又积极结合洋装“量身定做”的特点，最终形成我们所 

熟悉的旗袍。 

而和服的起点则源于中国的唐装，直到9—10世纪日 

本进入武士时代之前日本的服装还大量保留着唐装雍容 

华贵的特点，特别在日本的上层由如：平安时代的十二单。 

不仅如此两国间的这种文化意识的差异，从服饰的选 

色上也得到了体现。中国人偏爱大红大黄为大富大贵的象 

征，古代帝王将相皆以大红大黄为其主要的着装颜色，所 

以，在旗袍上的图案多为牡丹，并且旗袍颜色也以红色为 

主，华丽而有贵气。相反，日本人则认为黑白等素色调为庄 

重之色，因此在正式场合多以素色(主要为黑色)为首选， 

体现其庄重、神圣。在日本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穿衣习惯， 

婚丧嫁娶各不相同，各有讲究。 

2．两国间地理、气候环境中的差异 

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气候为海洋性，较为湿 

润。岛国的日本与别国的交流不是很方便，所以形成了日 

本人保守、闭锁的性格。常常把自己的真实心情隐藏起来， 

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服正体现了这点，把人紧紧地包 

裹起来，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保守、内敛。另一方面，和服 

顺应了日本的自然。日本绝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因此服 

装的通气性十分重要。和服比较宽松，衣服上的透气孔有8 

个之多，且和服的袖、襟、裾均能自由开合，透气性很好，适 

合日本的海洋气候，且又不失日本人的严谨、庄重。所以在 

此基础上，和服当之无愧为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 

中国旗袍是由满族旗袍发展而来，而满族主要集中于 

中国东北地区，气候为温带大陆性气候，由于远离海洋，湿 

润气候难以到达，因而干燥少雨，气候呈极端大陆性，冬季 

在大陆性气候控制下 ，最冷月的平均气温接近 -40℃。所 

以最初的旗袍是棉的，厚厚的，长及脚面的设计可以很好 

地抵御寒冷、保护身体。两侧开衩，不仅是方便活动，在炎 

热的天气也有透风消暑的作用吧。这种式样的袍子，很好 

地适应了当时的环境。 

四、结语 

以袍为服是中国传统服装的重要特征。清代旗袍虽然 

在满汉民族文化交融中不断变化和改进，但还是在袍服的 

基本形式范围内加以演绎。它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 

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 

的性情与气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和服是日本民族的传统服装。和服本身的织染和刺 

绣，还有穿着时的繁冗规矩(穿和服时讲究穿木屐、布袜， 

还要根据和服的种类，梳理不同的发型)使它俨然成了一 

种艺术品。设计师不断在花色和质地上推陈出新，将各种 

大胆的设计运用在花色上，使现代印象巧妙地融入了古典 

形式之中，是日本人艺术智慧的结晶。 

作为文化产物的旗袍与和服，在造型、颜色、穿着三方 

面都很好地体现出了两国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 

式的不同。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艺术中的美与欣赏，也 

是不断深化两国文化交流的切人点。艺术源于灵感，灵感 

来自实践，实践出真知。旗袍与和服就是艺术的深化。这种 

探讨有利于加深对两国文化的了解与交流，也促进对生活 

的观察。生活中处处存在美与知识，例如服饰不仅仅穿着 

美，还有其背后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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