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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传统女性服饰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探讨
一一以唐代仕女服、明代女服、旗袍为例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研究生：龙妹伶 指导教I／ili：屈小玲

摘要：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深厚人文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传统服

饰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和反映时代特征的服饰制度及服饰风俗。认识

与了解中国传统女性服饰及其文化内涵，有利于开拓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的趣味

性与实用性。本论文研究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传统妇女服饰概况及其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其中重点介绍唐代仕女服饰、明代女服和旗袍；二、

中国旗袍教学探讨；三、中国传统女性服饰引入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认识与思考。

论文主要以旗袍为例，探讨如何应用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课堂，以此得出教学经

验。

关键词：唐代仕女服饰 明代女服旗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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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traditional clothing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deep

humanistic tradition，in the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women in traditional dress iS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costumes system and costumes．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male clothing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to develop the literacy clas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more interesting and practical．This paper studie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ly，I made a simple comb for the Chinese ancient women’S

apparel，then focu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female clothes，Ming Dynasty female clothes and China dress；The second，

China dress is applied to cultural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Thirdly，

Chinese traditional female clothing introduc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of the

cultur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The goal is to allow studen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to understand China，rai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Finally，on the basis of lessons learned，draw awareness．

Keywords：The Tang Dynasty female clothes Ming Dynasty female clothes

China dress Cultural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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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1序言

1．1研究对象及选题价值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与世

界各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汉语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语言是

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外语交际能力与社会文化因素有着密切

的关系，并受到后者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

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它出现开始，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富有审美价

值。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文化也愈来愈精彩呈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作为中国

深厚人文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走过了漫漫长路，打下了历朝历代的

烙印，从中折射出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深刻内涵。在服饰文化领域中，女性的服

饰更显得绮丽多姿，这与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很大关

系。随着中国几千年的朝代变迁，环境、地域、民族的不同，中国汉民族女子传

统服饰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和反映时代特征的服饰制度及服饰风俗。对外汉语

教学是一种跨文化教学，了解和掌握目的语的文化，进而形成文化适应能力，这

是目的语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体现。所以向留学生介绍中国女性服饰知

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从而更好地学习汉语。

我们发现，将中国传统服饰特别是传统女性服饰融入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

的研究很少。一个方面是重视度不够；另一个方面是这个领域涵盖的内容太多，

教师不易讲解。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时要考虑教学实施的可操作性，选取几个

传统女性服饰的典型代表进行分析研究就具有必要性。对此，本论文拟在前人的

研究成果之上，对中国传统女性服饰中的唐代仕女服饰、明代女性服饰以及从清

代到近代、民国的旗袍作一简单概述与分析，主要从服饰特点及体现的文化内涵

方面入手，重点用清代旗袍服饰设计出运用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之中的教案，试

做一种教学尝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中国传统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不只是一种物质文化的

表现形态，更是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不同的朝代呈现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状况，我们可以通过服饰获得了解。所

以，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服饰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第一次对中国古代的服饰做了比较

1王治理《传统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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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论述。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历史朝代为编排的顺序，通过出土文物和

传世文物的图像，并有机结合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兴革及其与当

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反映了我国自殷

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发展沿革情况，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的服饰

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书中对唐代、明代女性服饰也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2

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也对中国古代的服饰进行了比较细致

的研究。周锡保教授以中国自古代以来至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从周代一直到辛

亥革命后为主线，系统地分章节分时期阐述了中国服饰的形成，以及其后的服饰特

色和制度的演变发展。每一章都用文献和图例的方法对古代男子的官定服饰和日

常服饰以及妇女的服饰和发式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且还叙述了历代的风

俗礼仪。3

黄能馥、陈娟娟的《中国服饰史》从中华服饰的起源开始，依次对中国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服装发展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主

要内容包括各个时期的服装制度、服装面料、服装样式、首饰配饰、服装纹样等。

全书附有大量的插图，分类较详细，也是研究古代服饰的重要参考书目。4

在我国，对于服饰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论著

逐渐增多。近年来对妇女服饰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中对妇女服饰研究的专著有孟

晖的《中原女子服饰史稿》，此书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中原汉族妇女服饰作

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汉族妇女服饰的演变特点进行了阐释。5

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对唐代仕女画中的女性服饰、明代女性服饰以及

旗袍作了分析和研究。

刘一萍的《从仕女画看唐代女子服饰》一文，以中国古代服装史的角度，对

唐朝时期著名的仕女画画家张萱与周防的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

和《簪花仕女图》中的服饰进行了解读。6

任艳的《从唐代仕女服饰看中国唐装的发展》从唐代女性服饰特色、唐代仕

女服饰的发展、唐代仕女服饰对中国唐装发展产生的历史价值等三个方面来探讨

唐代仕女服饰美学。介绍了唐代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7

薛莉的《论唐代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及审美观的形成》一文在考察唐代仕女

画中女性形象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唐代宫廷女性独特的审美观及其形成与当时

2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

3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4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5孟晖《中原女子服饰史稿》，作家出版社，1995年。

6刘一萍《从仕女画看唐代女子服饰》，四川丝绸，2008(2)：53—54。

7任艳《从唐代仕女服饰看中国唐装的发展》，设计与人文，2005(4)：1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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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8

周婷的《浅析唐代仕女服饰的特色》一文介绍了唐代“袒胸装"、女裙、“半

臂”、“披帛”等服饰，认为唐代仕女服饰的发展与女权主义的觉醒有很大关系。
9

有关明代女性服饰研究：

闰晶、仇华美、尹利琴的《中国明朝服饰文化探析》一文运用历史考察等方

法对中国明朝服饰及其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明朝服饰体现了当时的政治诉求、

经济发展与文化精神，并继而挖掘服饰现象下蕴藏的社会文化及艺术内涵。10

赵勇的《明代汉族服饰探究》一文也提到妇女服饰方面的规定， “朝廷官员

之命妇有其特殊的服饰，一般庶人妇女有一套服饰，奴婢又一套规定，并且禁止

僭用”。H

尹志红的《从<金瓶梅>看明代女子服饰僭越现象》一文从《金瓶梅》中女子

服饰的视角，阐述了明代官员夫人、丫环、甚至妓女们服饰僭越现象。12

刘璇的《明代女性民服的形态研究与设计应用》一文主要以中国传统汉民族

服饰里的明代女性民服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其廓型特征、裁剪方式和细部结

构特征。13

陈芳的《明代女子服饰“披风”考释》一文就“披风”的形制、材料、流行

时间、穿戴搭配方式以及流行的原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追溯了明代女子

服饰形制的改变与西亚、中亚服饰的关系。14

清代旗袍的研究：

国内对清代旗袍研究很热。第一，以专著形式进行研究。目前为止，已出版

较多关于中国旗袍的专著，如：袁杰英的《中国旗袍》15包铭新主编的《世界服

饰博览一一中国旗袍》16这两部专著主要分析了旗袍的起源以及演变。还有郑嵘

和张浩的《旗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17李霞芳的《时尚与典雅旗袍》18于金

兰的《中华旗袍》19等，这几部作品主要介绍和分析了旗袍的传统工艺结构及制作

量裁方面的内容。

5薛莉《论唐代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及审美观的形成》，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2006(5)：200一20l。

9周婷《浅析唐代仕女服饰的特色》，学术论坛，2008(12)：144。

”闫晶、仇华美、尹利琴《中国明朝服饰文化探析》，东华大学学报，2007(7)：45—48。

“赵勇《明代汉族服饰探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

“尹志红《从<金瓶梅>看明代女子服饰僭越现象》，服饰导刊，2013(6)：61—63。

¨刘璇《明代女性民服的形态研究与设计应用》，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纺织大学，2011年。

“陈芳《明代女子服饰“披风”考释》，艺术设计研究，2013(2)：25—34。

b袁杰英《中国旗袍》，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

”包铭新《世界服饰博览一一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

“郑嵘、张浩《旗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

埔李霞芳《时尚与典雅旗袍》，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于金兰《中华旗袍》，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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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以论文形式进行研究。关于旗袍改良方面的论文比较多，如卞向阳教

授的《论旗袍的流行起源》20包铭新的《20世纪上半叶的海派旗袍》21张浩、

郑嵘的《旗袍》22等都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地对近现代旗袍的改良进行了某些方

面的论述。

国外对我国旗袍也有一些专门研究。如日本文化女子学院的冉旭光以我国旗

袍为研究对象，写了《民族服装的时代感和传统性一一调查不同地区、不同年龄

的中国妇女对旗袍的认识》23的专题论文。还有一些国外的博物馆也保存有我国旗

袍，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等，特别是加拿大的安

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了2500余件晚清民初服饰，并作有相关研究记录。

将中国传统女性服饰以及旗袍运用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有关论著却很

少，笔者搜索仅找到邵宇婷的《<旗袍>教学设计》一文，该文结合《旗袍》一课

作为切入点，具体以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设计。24但该文侧重于字词和语法教

学，对于服饰文化内容涉及很少。本文则试将妇女服饰文化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

文化课，以此探讨中国传统妇女服饰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实践，目的是让外

国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广泛的认识，既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有

利于汉语学习。

1．3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法、定性分析法和经验总结法等。

通过调查中国传统服饰相关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中国传统

服饰，特别是唐代仕女服饰、明代女性服饰以及旗袍，然后对获得的资料进行整

理加工，把它们运用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从中总结一些经验。

20卞向阳《论旗袍的流行起源》，装饰，2003(11)。

21包铭新(20世纪上半叶的海派旗袍》，艺术设计，2000(5)。

22张浩、郑嵘《旗袍》，装饰，1997(9)。

23冉旭光： 《民族服装的时代感和传统性一一调查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中国妇女对旗袍的认识》，收录于

潘坤柔主编： 《首届北京国际服装基础理论研讨会文集》，轻工业出版社1990版

24邵宇婷《<旗袍>教学设计》，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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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传统女性服饰概况
中国传统女性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

展得以形成。本章首先对中国传统女性服饰发展进行概述，着重介绍唐代仕女画

中的仕女服饰、明代女性服饰以及从清代到近代、民国的旗袍。

2．1中国传统女性服饰概况

2．1．1历代妇女服饰源流

远古时期，人类居住在深山密林的洞穴中，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人们只知

道用树叶遮挡身体，后来逐渐懂得用动物皮毛可以抵御寒冷，才开始用兽皮裹身。

到了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达到了繁荣

阶段，人们将采集而来的野麻加工成麻线，然后织成麻布，制成衣服。

商周时期的妇女服装形式，主要是采用上、下分裁的“上衣下裳”制。据有

关研究介绍，上衣的样式一般为交领，衣长到大腿，颜色多用正色，即青、赤、

黄、白、黑等五种原色。下裳为前后两片的围裙，长度到膝盖以下，颜色多用间

色，即用正色相互调配而成的多次色。这个时期的服装，一般多用小袖，衣长大

多在膝盖处。在衣服的领子、袖口及边缘处，都织有不同的图纹，腰间用绦带系

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服装，叫“深衣”。它是把上衣下

裳分裁再缝合到一起，分裁是因为要尊重“衣”和“裳"的制度，再缝合到一起

是为了外形的美观和气度的庄严。25

汉代妇女的礼服，在前代服饰上有了发展。汉代妇女服饰仍以深衣为主，但

又与战国时期有所不同。比较典型的特点是衣襟的绕转层数增多，衣服下摆增大。

此外，妇女也穿襦裙，裙子大多以四幅素绢连接拼合而成，上窄下宽，裙腰两端

分别延长一截以便系结，整条裙子没有任何纹饰，也没有缘边，名叫“无缘裙”。

另外还有裤子，这个时期的女裤无腰无裆，只有两只裤管，穿的时候套在腿上，

上端用带系住。26

魏晋时期的服制，大体上仍沿用秦汉旧制。汉族妇女的服装，有衫、裤、襦、

裙等形制。衣衫以对襟为多，领子、袖口处都作有缘边。下着长裙，腰间用帛带

系扎。北方少数民族妇女除穿衫裙外，还有穿裤褶的服饰，这时的裤子形制比较

宽松，尤其是两只裤管做得很肥大，而和裤相配用的上衣就比较合体，称为“褶”。

隋初服饰比较朴素，自隋炀帝起，社会风气发生变化，服饰渐渐华丽，直到

唐代依然如此。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妇女服装除了古已

有之衫、襦、裙以外，又出现了半臂、披帛等装饰性服饰搭配，盛唐时还流行过

25朱宁虹《中华民俗风情博览》，中国物质出版社，2005年，7—28。

26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4l—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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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袒胸装”，在天宝年间还曾流行过女子穿着男装的风气，本文将在下面作

具体介绍。

宋代的衣冠服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变得比较拘谨和保守。宋代服饰

式样变化不多，色彩也不如以前那样鲜艳，给人的感觉比较质朴自然。这个时期

的妇女服装，上衣的种类有所增加，计有襦、袄、衫、大袖、背子、半臂、背心

等多种形制，下裳通常穿裙。在用色上，一般上衣比较清淡，大多使用淡绿、粉

紫、葱白等色，比较清秀自然。下裙颜色则较为鲜艳，有青、蓝、绿及杏黄等色。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元代是蒙古族统治中国，蒙古族妇女服饰以袍服为主，

它的行制多用左衽，袖口较为紧窄。下体则穿套裤，这种套裤无腰无裆，仅有两

只裤腿，穿时需要用带系在腰际。汉族妇女服饰仍保留汉族传统服饰，以襦和裙

为主。

明代妇女服饰模仿汉唐。明朝废弃了元朝服制，将服饰制度作了大规模的调

整。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和裙子等。衣服的基本样

式大多模仿唐宋，一般都用右衽，其特点将在下文具体介绍。

清代妇女服饰具有满、汉不同风格。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统治中国后，强迫汉

人遵照其习俗，改穿满族服饰。汉族妇女服装，在“男从女不从”(即对汉族男

子严格要求遵从满族服制，而对妇女则放宽)的规范下，变化比男服少。后妃命

妇，以凤冠、霞帔作为礼服。普通妇女则穿披风、袄裙。满族妇女的便服，一般

都穿长袍，领子、袖口处绣有花边。妇女的下体多穿裙子，颜色以红为贵。27

中国近代妇女服饰。中国近代妇女服饰的最大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

本是满族妇女的服装，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汉族妇女也开始模仿穿着，并在原

来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本文将在第二节作具体介绍。

中国妇女服饰源远流长，不同时代在传统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因此服饰样

式不断积累、发展，最终使中国妇女传统服饰呈现出丰富多样。以下将对中国历

史上几个重要时期的妇女服饰的特点作一简单分析。

2．1．2唐代仕女画中的仕女服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尤其在

盛唐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安定的政治局面，为服饰

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朝首都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兄弟民族及外国使者

大量云集长安，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对于外来的衣冠服饰，唐朝政府采取兼收

并蓄的态度，从而使唐代的服饰变得更加丰美华丽，尤其是妇女妆饰之盛，达到

27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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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唐代的“仕女画”为我们提供了形象而直观的唐代上层妇女

的服饰衣着。

“仕女画”是人物画的一种，就是表现“仕女”的绘画作品。“仕”，古时

指做官的人。“仕女”，就是指官府人家的女子，也泛指上层社会的妇女，特别

是封建社会的宫廷贵族妇女。唐代的仕女画高度发展，展示了贵族妇女的日常生

活，并能从中看出这个时期妇女服饰的特点，本文选取了周防28的《簪花仕女图》

和张萱29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试作简析。

图2．1《簪花仕女图》

初唐时期的妇女服装和隋代相似。上穿小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

腋下，然后用绸带系扎。盛唐以后衣袖日趋宽大，衣服的领子也有各种形式，如

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尤其在盛唐之后，还流行过一种袒领，里

面不穿内衣，袒露胸脯，体现了当时思想的开放。另外还有一种服装，里面不穿

内衣，外面只穿一层轻纱，这是中晚唐时期常见的妇女服饰，一直延续到五代。

我们从图2．1《簪花仕女图》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装束，其中典型的就是“披帛”和

“曳地长裙”。

披帛

从图2．1中可以看到妇女的肩背上披有一条帛巾，即“披帛”。它通常用轻

28周唠，生卒年不详，唐代画家，字仲朗，一字景玄，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曾官
越州I长史、宣州长史别驾。

29张萱，生卒年不详，京兆(今陕西诬安)人，唐代开元天宝间享有盛名的杰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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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纱罗制成，上面印着各种图案和花纹。披帛大体有两种形制：一种横幅较宽，

长度较短，使用时披在肩上，就像一件披风；另一种横幅较宽，但长度较长，通

常在两米以上，妇女平时使用时将它缠绕在两臂，走起路来如同两条飘带。

曳地长裙

妇女下体穿裙，是汉代以后开始流行起来的，但裙子的款式、色彩都随着社

会发展和生产技术提高而不断变化。唐代妇女所穿的裙子，大部分以六幅布帛拼

制而成，还有用七至八幅拼成的，跟唐之前相比更为宽大。另外，女裙的长度也

比以前更长，裙裾曳地是常见的现象。当时妇女在穿着裙子时，多将裙腰束至胸

部，有的甚至束至腋下，然后再将裙裾下垂到地上，这样显得裙子很修长。图2．1

中的妇女，就穿着这种曳地长裙。

图2．2《虢国夫人游春图》

幞头30袍衫装

即唐代天宝年间出现的妇女男式装。唐代国家繁荣，文化开放。尤其在盛唐

时期，西域文化传入，受时代风气影响，唐代妇女生活比较自由，社会对于她们

的言行较少严格限制。唐代上层妇女摆脱束缚，在女性修饰上特别讲究，服饰也

更为大胆开放，在女性服饰上做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在天宝年间，许多妇女就开

始模仿起男子的装束，戴幞头穿袍衫，先是在宫廷流行，后来渐渐流传到民间，

成为普通妇女的日常装束。我们从图2．2《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就可以看到宫廷妇

女穿着男装出行春游的画面。

这里简单说明古代妇女的上衣下裳。上着短衣是为了日常生活的便利，而裳

的作用主要是遮羞。商周时期，由于缺乏生产技术和服制的不完备，那时的裤子

只有裤管，没有裤裆，穿时套在双腿上，这样隐私部位就无法遮挡，所以要用裳

来遮蔽。到了汉代，出现了有裆的裤子和前后两片缝合起来的裙子，裳的遮羞功

30幞头，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一般将布帛的四角裁成带状，戴时将两带系于脑后，使其自然下垂，另外

两角反曲折上，系结于顶，故又称为“折上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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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被它们所取代。但裳也没有消失，一直沿用到清代。它与上衣搭配，是礼服

的主要形式。

2．1．3明代女性服饰

元末的长期战乱，使全国的许多地区土地荒芜、百姓贫苦。明朝建国之后，

复兴汉族文化，服饰方面也得到复兴。明代废弃了元代服制，根据汉民族的传统

习俗，参照周汉，模仿唐宋，对服饰制度作出了新的规定。明代处于封建社会后

期，封建专制思想更加强烈，为了达到思想和政治上的绝对统一，对服饰制度的

规定也相当严格，在服装颜色及款式等方面都有明确禁令。

明代上层妇女的礼服和常服。明代命妇31所穿的服装，按规定分为礼服和常服。

“命妇”是中国传统时代被赐予封号的妇女，一般为官员的母亲和妻子。礼服是

命妇朝见皇后、参加祭祀等庄重场合的服装。其具体形制也有严格规定，不能随

便穿着。常服是命妇平常所穿的服装，通常是长袄长裙，其花纹和边饰也有具体

规定。明代既出现了上层妇女礼服中的“霞帔"，也有在上层妇女和普通妇女服

饰中出现的“背子”，以及普通妇女的“比甲”。

霞帔

明代命妇的重要礼服。据说霞帔在南北朝时期就己出现，当时称作“帔子”。

到了隋唐，人们经常把它比喻成天上的虹霞，所以名“霞”。宋代以后，开始将

其作为正式礼服。霞帔的形式跟披帛差不多，只是质地更为厚实，上端较宽，下

端较窄，并绣有云凤等图纹，在其下端的尖锐处还缀有一枚圆形牌饰，叫做“帔

坠"。如图2．3

图2．3明代皇后像

31命妇，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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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妇女的礼服，最初只能穿紫色粗布，不能用金绣。袍衫按规定只能用紫、

绿、桃红等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及黄色。到了洪武十四年，准许农民家

庭穿绸、纱、绢、布，商人家庭只能穿绢布。如果农民家庭中有一个人是商人，

则全家人都不能穿绸纱。这一规定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初期所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

策。

到了明代中后期，在我国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发展迅速，

百姓的思想也更加开放活跃，他们开始不按规定穿戴，经常出现“僭越”32现象。

妇女也开始流行穿“背子”和“比甲”。

背子

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在秦代就已经出现。它原是婢妾的服装，因婢妾通常都

侍立在主人背后而得名。背子在汉晋时是官员上朝时的外衣，在宋代流行于民间，

并深受男女喜爱。到了明代，背子的用途更加广泛。它的基本形式一般分为两种，

分别是宽袖背子和窄袖背子。宽袖背子一般是合领，领子缘边只到胸部，在袖口

和领子处有缘边装饰，按规定是贵族妇女的礼服，如图2．4；窄袖背子通常是直领，

领子一直通到下摆，对襟上也有缘边作装饰，为普通妇女的便服，如图2．5。

图2．4宽袖背子

32僭越，超越本分。古时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者的名号或器物等等，尤指皇家专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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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窄袖背子

比甲

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但长度比后来的马甲更长。和背子相比，它的

长度比较随意，到臀部，到膝盖，到脚踝的都有。据说产生于元代，开始为皇帝

所穿的服装，后来才普及到民间，成为一般妇女的服装。明代妇女对其进行了改

造和创新，在比甲上绣满各式纹样和图案，也有添加各种色彩和装饰，所以深为

年轻妇女所喜欢，如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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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比甲

2．2旗袍——民族融合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女性服饰
旗袍，本来是满族男女老少都穿的服装，因满族人实行八旗制度，所以有“旗

人”之称，满族人所穿的袍服就被统称为“旗袍”。满族人的旗袍一年四季同一

式样，只有单、夹、皮的分别。随着清兵入关，满族贵族建立清朝统治，强迫汉

民族根据他们的习俗改变服制。后来，旗袍的含义渐渐明确，即专指八旗妇女平

时所穿的长袍。随着时代的变迁，旗袍也不断演变，在现当代成为中国妇女的传

统服饰。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2．2．1清代旗袍

最初的旗袍是一种四开衩长袍，基本款式为圆领、窄袖、左衽，下摆宽大，

束腰带。它的形成与满族长期居住在高寒地区，并过着迁徙不定的半游牧生活有

关。满族入关后，妇女旗袍袖口渐渐变大，长度也较长，有的甚至可以把脚遮住，

领口也较低。并且为了区分身份等级，贵族和平民也有不同规定。贵族妇女所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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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旗袍颜色艳丽，绣有大面积的精美纹样，如图2．7；而普通妇女所穿的旗袍色彩

则比较灰暗。

图2．7清康熙荣宪公主(1672-1728)墓出土的彩蝶袍

清代中后期的旗袍由于不断吸收了汉族服饰特点，其样式就与清初明显不同。

最大的特点是宽敞，从外形上看，一般用平直线条，曲线很少，腋部没有明显收

缩，长度可到脚踝；衣服上绣有许多复杂的花纹，在领子、袖口及衣襟处也加镶

花边；衣服的材质经常用绸缎。如图2．8

图2．8清代中后期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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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民国旗袍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传统的封建礼教慢慢被打破，人

们思想开始解放。虽然汉族妇女因受满族影响，仍喜爱穿着旗袍，这一期间的旗

袍在原来基础上不断改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袖口渐渐缩小，下摆也没有

以前那么宽敞。稍后受到西方文化和西式立体裁剪方法的影响，旗袍样式发生了

巨大变化，衣长缩短，腰部收缩，按身形宽窄裁剪，使其比以前更为合身贴体，

从而衬托出女性的曲线美。民国政府在1929年正式将旗袍定为妇女国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时期，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女性都喜爱穿

旗袍，其样式变化也更大，主要表现在衣领、袖子、衣长及色彩方面。先是流行

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后来慢慢又开始流行低领，甚至出现无领旗袍。袖子也

不像以前必须把手臂盖住，而是裸露出手臂及手肘。衣长时而流行长的，长到能

衣边扫地；时而流行短的，通常在膝盖以下。在色彩上，也不像清代那样崇尚华

丽艳美，而是追求淡雅，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青布旗袍就最受当时女学生的欢

迎。另外衣摆开衩也变高了，有的甚至到大腿根部。如图2．9

14

图2．9民国烟卡上的身穿旗袍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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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女性的喜爱，与它的经济性和美观性密不可分。经

济性指旗袍作为服饰具有衣着化繁为简的简洁性，以前妇女从上到下一套服装包

括衣服、裤子、裙子等许多种类，而旗袍一件就能解决，大大减少了布料和制作

方面的成本。美观性主要是指改良后的旗袍贴身合体，时尚前卫，更能衬托出女

性的形体，展现婀娜身姿。

2．2．3现当代旗袍

新中国成立后，旗袍渐渐不被妇女日常穿着。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

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旗袍也开始在国外被接受和喜爱，一些名牌设计师在设计时

也会采集旗袍的某些元素，在一些大型时装秀场上也能看到旗袍的身影。在这期

间，旗袍的样式没有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日益简单，省去了许多复杂的花边修

饰，穿起来更加轻便。

进入21世纪，为了与现代生活相适应，服装设计师们依然在对旗袍进行改良，

融入创新意识，使其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世界流行服装的趋势。虽然现代女

性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穿旗袍，但在一些重要场合，旗袍依然是最隆重的礼服。

如图2．10，这些服装既充满中国传统元素，又体现了现代气息。另外，在礼仪、

饮食等服务行业，旗袍也经常被用作职业装；大型节目主持人及电视电影演员也

时常穿着旗袍参加节目拍摄。

图2．10现代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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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旗袍独特的文化内涵及教学意义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说：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

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33张英

在《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1994)也提到“语言与文化具有天然联系，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不是互相分割、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依存、

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34所以，对外汉语中的文化教学是重要并且必要的。它

不仅可以使留学生了解中华文化，了解中国，也有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全世

界的传播，从而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服饰折射出不同的文化意蕴。

旗袍从起源，到满族入关被带入中原，吸收汉族服饰特点而改良，再到辛亥革命

后受到西方文化及裁剪方式影响，直到现在，至少有四百年的历史了。旗袍的发

展演变史，就是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缩影。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封建等级制度依然严明，强调皇权至

上。在旗袍上的反应就是，宫廷皇族所穿的旗袍颜色华丽，上面绣有龙、蟒等象

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并采用绸缎等上等布料；而普通百姓所穿的旗袍颜色比较暗

淡，上面不能绣象征皇权的图案。所以从一个人身上所穿的旗袍就能看出他的身

份地位，旗袍被赋予了政治意义。

旗袍是满汉民族服饰文化的融合，又吸取了现代西方服饰特点，是中国妇女

的一种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民族服饰。从清代旗袍到民国旗袍，再到现代旗袍，吸

取了西方以人为本的意识以及不同的裁剪制作方法，不断改良，不断创新，与时

俱进。从一个侧面衬托出中国传统文化善于吸取外民族优良先进的元素，使自己

文化不断发展、创新，并继续延续下去。

因此，在对外汉语文化课中向外国留学生介绍以旗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服饰

的发展演变史，不仅能让他们了解到旗袍在各个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以及其中蕴

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更能让他们深刻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中国现代妇女的民族服饰旗袍深受人们喜爱，对旗袍的介绍可以加深外国学生对

中国文化的直观感受和认识，从而更好地获得中国文化气息的熏陶，以利于学习

汉语，提高利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33【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34张英《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汉语学习，1994(8)。

16

万方数据



3服饰文化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传播：旗袍文化教案

3服饰文化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传播：旗袍文化教案
3．1教案设计有关事宜

教学对象

教学对象为进入第二学年学习，汉语水平达到中级以上的外国留学生，他们

已经基本能够用汉语就日常生活、学习和一般性交际话题等进行比较熟悉、顺利

的交际。

教学内容

1．结合《旗袍》35一课，学习有关服装方面的名词。

2．旗袍的起源、发展演变、特点及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3．教学重点：大量专有名词，旗袍的发展演变及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教学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在理解大量名词的基础上了解旗袍，包括旗袍的起源、

演变、特点以及文化内涵。

2．促进学生对中国服饰、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进而

与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进行对比，使学生通过对旗袍的审美感受，加深对中国女

性传统服饰的认识，进一步培养对中国文化气息的感受。

3．通过本课的学习，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教学方法

1．课型特点：文化知识课

教师讲授的内容比较多，同时也需要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

2．采用灵活丰富的授课方式，讲授与讨论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

合。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强调学生参与课堂讨论，介绍各自国家的传统服饰，

同时观看一些影像资料以及进行参观博物馆、旗袍服装店等活动，通过图片展示、

多媒体等生动直观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旗袍、唐代仕女服饰及中国

传统文化的了解。

3．2教学内容与过程设置

第一课时教师简略介绍中国妇女传统服饰概貌，重点讲解《旗袍》一课中出

现的大量名词。

第二课时主要讲解旗袍的起源、发展演变、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以及旗袍所

蕴含的文化内涵，并让学生介绍各自国家的传统服饰。

第三课时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旗袍服装店，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

35《旗袍》，出自徐桂梅、牟云峰编著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发展汉语》(中级汉语上册)中的第
十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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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

3．2．1第一课时：生词及课文学习

中国妇女传统服饰图片引入简单介绍：唐代两幅仕女画、明代妇女服饰图。

引入清代旗袍。

导入：教师身穿旗袍出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仔细观察旗袍有什么特点。接

着播放电视剧《旗袍》中女主角身穿旗袍的片段，视频播放结束后向学生提出问

题：同学们看老师今天穿的服装和视频中女主角穿的服装是不是很像?(学生回

答：是)那你们知道这种服装叫什么吗?(有的学生知道，有的学生不知道)是

怎么发展而来的?相信很多同学对这种服装还不了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在了解这种服装之前，让我们来学习一些名词。

一、学习生词

(一)旗袍满族清朝蒙古族

老师身上穿的服装叫做“旗袍’’(叫学生跟读)，那同学们来猜猜为什么这

种服装叫做“旗袍”昵?(请学生说出他们的看法)

刚刚同学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都非常棒。其实它名称的由来与生活在中国

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有关，这个民族叫“满族"(学生跟读)他们的先世是女真。

15世纪初的时候，女真是分为三个部分的。后来出现一位英雄努尔哈赤，他统一

了女真各个部分，在1616年时建立后金政权，创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一种军

事和政治统一的制度，把军民分为八旗，平时就是普通百姓，耕作狩猎，有战争

的时候就出征作战。1635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把女真改名为满洲，简称

满族。

其实旗袍本来是满族男女老少都穿的服装，因为满族人实行八旗制度，所以

有“旗人”之称，他们所穿的袍服就被统称为“旗袍”。随着满族贵族率领军队

不断向南扩张，推翻了明朝统治，建立清朝政权，同学们肯定从一些电视剧里也

了解到了清朝，他们强迫汉民族根据他们的习俗改变服饰制度。后来，旗袍的含

义渐渐明确，专指八旗妇女平时所穿的长袍。

(出示蒙古族人身穿蒙古袍的图片)同学们看这张图片里的人就属于蒙古族，

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也是一个少数民族。

(二)袍子大衣连衣裙

同学们刚刚听老师说到很多次“袍子”，那么袍子是什么样的呢?(出示袍

子图片)同学们看看它有什么特点?(比较长，有点厚，还有毛)没错，这件厚

厚的有毛的衣服就叫做“袍子”。因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冬天很冷，穿上这种厚厚

的有毛的袍子就会很暖和，来跟着老师齐读“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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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大衣的图片)那同学们把袍子和这张图片上的衣NLI'．较一下，有什么

相同的地方啊?(都比较长，比较大)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这张图片上的衣

服比较薄，没有毛)同学们说得真好，没错，这两件衣服都比较长，都到膝盖下

面了，这件薄一点的衣服叫做“大衣”(学生跟读)。同学们穿不穿大衣啊?(穿)

(出示连衣裙的图片)同学们看看，这是什么衣服?(裙子)同学们真聪明，

(出示短裙的图片)那这张图片呢?(也是裙子)没错，它们都是裙子，那同学

们比较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第一张图片的裙子和上衣连起来了，第

二张的裙子没有上衣)非常正确，第一张图片里和上衣连起来的裙子就叫做“连

衣裙”(学生跟读)。同学们觉得连衣裙好看吗?(好看)那喜欢的女同学可以

买一件穿哦。

(三)袖子领子衩

同学们看老师身上穿的这件旗袍，哪里是袖子?(学生指出)哪里是领子呢?

(学生指出)哪里又是衩呢?(学生指出)同学们真棒，那现在跟着老师来读一

读这三个词(学生跟读)。现在老师说词语，同学们指出在自己衣服上的哪个部

位，领子在哪里?(学生指出)袖子在哪里?(学生指出)

(四)裁缝式样材料

(出示一个正在做衣服的裁缝的图片)同学们看看这张图片的人正在干什么

啊?(在用剪刀剪布料)没错，这个人在用剪刀剪布料然后做衣服，那同学们知

道我们把这种人叫什么吗?(不知道)这种做衣服的人叫做“裁缝”。 (学生跟

读)以前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让裁缝做。

(出示不同式样的旗袍的图片)同学们看看这些旗袍是不是不一样啊?(是)

那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有的袖子长，有的袖子短，有的领子高，有的领子低)

同学们真棒，用上了刚刚学习的新词语。没错，这些旗袍的袖子有长有短，领子

有高有低，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些旗袍是不同的“式样”，来跟着老师一起读。(学

生跟读)

(找两位穿着不同材料衣服的同学上台)同学们来摸摸这两位同学的衣服感

觉一样吗?(学生摸后回答：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昵?是因为这两件衣服是

用不同材料做成的。看这位同学穿的衣服，摸起来很柔软，是用“棉”这种材料

做成的，再看另外一位同学穿的衣服，摸起来有点粗粗的感觉，是因为它是用“麻”

做成的。

二、练习词语

(一)老师领读生词，学生跟读。

(二)学生个人练读生词。

(三)抽学生认读生词，并纠正不准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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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齐读生词。

三、学习课文

(一)先让学生默读一下全文，熟悉课文内容。

(二)学习课文1—4自然段。

1．让学生带着问题朗读1—4自然段。

问题一：课文中提到人们关于“旗袍”名字的产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这些

看法是什么?

问题--：旗袍的名字跟哪个民族有关?它的名字是怎么产生的?

2．请学生回答问题，检查他们是否读懂课文。

3．老师领读课文1—4自然段，学生跟读。

(三)学习课文5—8自然段。

1．让学生带着问题朗读5—8自然段。

问题一：旗袍的两侧为什么要开衩?

问题二：不同的人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旗袍?

2．请学生回答问题，检查他们是否读懂课文。

3．老师领读课文5—8自然段，学生跟读。

四、布置作业

(一)将今天学习的生词读一读，写一写。

(二)熟读课文。

(三)下节课我们将学习旗袍的发展演变及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请同学们

收集自己国家传统服饰的相关资料，下节课相互交流。

3．2．2第二课时：了解旗袍服饰的发展与文化内涵

一、复习导入

在开始学习新知识之前，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习的词语。现在老师

读一个词语，同学们跟着老师读。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对旗袍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旗袍作为中国传

统女性服饰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文化内涵呢?下面就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二、旗袍的分期简介

同学们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了解吗?(学生大多不太了解)板书介绍：

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1644一一1911)：清代旗袍

民国时期(1912一一1949)：民国旗袍

新中国(1949一一)：现代旗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维持大概两百多年历史的清朝统治。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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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民国政府。在经历了抵抗日本侵略，国民

党共产党内部战争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以我们把旗袍的发展演变也大概分

为三个时期：清代旗袍，民国旗袍，现代旗袍。

三、旗袍的发展演变及各个时期特点简介(结合图片展示)

同学们请仔细观察这几张旗袍的图片，看看它们有什么不同?可以相互之间

讨论一下(教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不同时期旗袍的图片)

(一)清代旗袍(传统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张图片，它们分别属于清代前后不同时期的旗袍，同

学们猜猜哪件旗袍是清代前期的，哪件是清代后期的?(学生回答)嗯，同学们

很聪明呢，说正确了。那你们比较下它们有哪些不同?(学生回答前期的旗袍下

摆更大，衣袖比较窄；后期的旗袍花纹更多，衣领、袖口处有花边)同学们都找

得很准确，那老师来具体介绍一下。

最初的旗袍是一种四面都开衩的长袍，圆领、袖子比较窄，下摆宽大，扎腰

带，而且一年四季都是同一式样，只有单、夹、皮的分别。它的形成是因为满族

长期居住在东北地区，气候比较寒冷，以放牧、狩猎为主，住所不固定。满族建

立清朝后，妇女旗袍袖口渐渐变大，长度也较长，有的甚至可以把脚遮住，下摆

比较宽大，领口较低。并且为了区分身份等级，贵族妇女所穿的旗袍颜色艳丽，

上面绣有许多美丽的图案花纹，而普通妇女所穿的旗袍色彩就比较灰暗。

那么到了清代中后期，由于满族人长期与汉族人生活在一起，旗袍就受到汉

族服饰的影响，样式就有一些改变。最大的特点是宽敞，我们从外形上来看，是

不是衣服的线条比较平直了呢?下摆也没有前期那么大；衣服上的花纹更多、更

复杂，在领子、袖口这些地方还有花边。

(二)民国旗袍(改良型)

同学们看这张图片是民国时期的电影演员身穿旗袍，是不是跟清代的旗袍有

很大差别?(学生回答：是)那让我们一起来比较一下。袖子长还是短?(学生

回答：短)袖口宽还是窄?(学生回答：窄)衣服的下摆呢?(学生回答：也变

窄了)衣服的花纹多还是少呢?(学生回答：少)

辛亥革命后，汉族妇女也喜爱穿着旗袍，这时候的旗袍就有一点改变了。据

说最早穿旗袍的汉族妇女，是一群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蓝布旗袍走在

街上，其他女性觉得非常漂亮，穿得人就慢慢多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由于

受到西方文化和西式立体裁剪方法的影响，旗袍样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衣服的长

度缩短，腰部收缩，该宽的地方宽，该窄的地方窄，比以前更合身贴体，更能衬

托出女性的曲线美。民国政府在1929年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旗袍最流行的时期，各个阶层和年龄段的女性都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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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旗袍，其样式变化也更大。衣领有时流行高的，有时流行低的；袖子变得更

短，露出手臂来；衣服的颜色比较淡雅；衣摆侧面开衩比较高。我ft']NIN看的视

频，就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拍摄的电视剧，里面女主角所穿的旗袍就有这个时期

的特点。

(三)现代旗袍(现代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旗袍渐渐不被妇女日常穿着。到了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旗袍也开始在国外被接受和喜爱，一些名

牌设计师在设计时也会采集旗袍的某些元素，所以我们在一些大型时装秀场上也

能看到旗袍的身影。在这期间，旗袍的样式没有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日益简单，

省去了许多复杂的花边修饰，穿起来更加轻便。

进入二十一世纪，服装设计师们依然在对旗袍进行改良，使它既具有民族特

色，又符合世界流行服装的趋势。虽然现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穿旗袍，但

在一些重要场合，比如婚礼、晚会，旗袍依然是最隆重的礼服。

同学们了解了各个时期的旗袍，那你们最喜欢哪个时期的旗袍呢?(学生各

抒己见)

四、文化内涵

(一)历史悠久

中国旗袍从满族起源，到清代吸收汉族服饰特点而改良，再到辛亥革命后受

到西方文化及裁剪方式影响，直到现在，至少有四百年的历史了。旗袍的不断发

展，从侧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积累形成的。旗袍

的发展演变史，也是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缩影。

(二)反映封建等级制度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封建等级制度依然严明，强调皇权至

上，贵族和平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反映在旗袍上就是，宫

廷贵族所穿的旗袍颜色艳丽，上面绣有龙、蟒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并采用绸

缎等上等布料；而普通百姓所穿的旗袍颜色比较暗淡，上面不能绣象征皇权的图

案。

(三)与时俱进的特点

清代旗袍到民国旗袍，再到现代旗袍，吸取了西方以人为本的意识以及不同

的裁剪制作方法，不断改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从一个侧面衬托出中国传统

文化善于吸取外族好的、先进的东西，使自己不断发展、创新，并继续延续下去。

五、学生交流讨论各国的传统服饰

通过学习，相信同学们对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服饰的旗袍有了大概的了解，那

么现在就请同学们就以下两个问题深入理解旗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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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发表对中国女性传统国服旗袍的认识与看法。

2．联系旗袍的发展与改良，谈谈你们国家的妇女传统民族服饰。

3．2．3第三课时：实地感受旗袍服饰魅力

这一课时主要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和旗袍商店，让他们近距离地接触、观察

中国传统服饰和旗袍，重点是指认旗袍样式各个部位：

总体特点：合身，线条合乎妇女身材特点

领子：高领、现代低领、V字领。

用料：绸、缎、布料、毛料。

色彩：各种颜色均可。

华丽滚边型：领边、袖边、袍边。

旗袍盘扣：蝴蝶扣、梅花扣、盘扣、8字型扣。

藉此让留学生直观了解旗袍特点，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和吸收，提高学习

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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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饰文化引入对外汉语教学的认识与思考
4．1从教学反应看女性服饰文化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位置

从教学反应看，外国留学生对旗袍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爱和喜欢。他们喜

欢图片、视频等形象直观的授课方法，也喜欢参观博物馆和旗袍商店等文化体验

活动。旗袍商店里售卖着各种各样的旗袍，有夏季穿的、春秋季穿的，有棉、麻、

绸缎等各种材料制成的，还有上绣不同精美图纹的。留学生看到这些美丽的旗袍

都连连赞叹，有的女学生还去试穿。她们觉得旗袍穿着舒适省事，还能凸显身体

的线条美，都购买了适合自己的一件旗袍，有的男学生还给母亲或者女朋友购买。

通过学习与亲身感受，学生不仅学习了旗袍、满族、清朝、蒙古族、袍子、

大衣、连衣裙、领子、袖子、衩、裁缝、式样、材料等名词，扩充了服装方面的

词汇量。他们对旗袍也有了具体了解，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服饰及文化的认识，同

时他们在交流讨论中对各自国家的传统服饰及文化也有了更全面更清楚的了解。

所以，以旗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服饰文化有必要融入到对外汉语文化教

学中，有利于提高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文化，从

而促进他们汉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4．2从教学效果看教案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这堂服饰文化课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汉语词汇、历史背景等方面的问题。

4．2．1汉语词汇的问题

因为本篇教案设计针对的教学对象是汉语水平达到中级以上的外国留学生，

教学内容主要是服饰文化，所以在课文生词讲解中主要选取了有关服装方面的名

词，对其他一些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没有讲解，可能造成学生对这些词汇的理解

有困难。而且这些服装方面的名词还涉及到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会加重学生理

解记忆的负担。

另外，在讲解生词后没有让学生进行造句练习，没有做到随讲随练，不利于

知识点的接受和巩固。

所以，对一些重点动词、形容词也应该讲解，便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在讲

解过程中要尽量做到随讲随练。

4．2．2历史背景的问题

通过服饰文化课的学习，留学生虽然对各个时期旗袍的不同特点有了具体了

解，但他们对旗袍在不同时期受欢迎的程度不同的原因感到困惑。这里就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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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背景的问题。

民国时妇女将旗袍作为日常服饰，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倡导学习西方，但外国

列强的入侵、抗日战争等都令中国社会民族主义高涨，所以中国民众既接收西方

服饰，也很重视自己的民族服饰，旗袍就成为女性服饰的“国服”。

另外，现今中国几代女性对旗袍的接受程度也并不一样。解放时出生的那一

代中国妇女，到了五六十年代已经不时兴穿旗袍了；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

中国妇女到了中年时，中国有传统文化回归潮流，她们可能会接受旗袍，但并不

是日常服饰；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潮流中出生成长，大概更

容易接受西方服饰。

所以，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中国历史发展背景的认识，容易造成

对知识理解的困难。这就要求老师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历史背景这方面知识的涉

及，同时学生自己在课下也应该多学习了解。

4．3对中国传统女性旗袍服饰文化对外传播的认识与思考

笔者通过对中国历代女性服饰发展进行梳理与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

女性服饰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属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将旗袍服饰文化运用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课的教学过程与

研究中，’发现了留学生对旗袍的喜爱程度，反映了中国的女性旗袍所具有的审美

价值。旗袍具有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意义，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传统的。旗袍代

表了中国妇女的民族传统服饰，从清代至民国，曾经是中国满汉民族各阶层妇女

深受喜爱的“国服”。旗袍服饰的历史发展表明，旗袍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意义，

同时又具有现代性。

因此，旗袍服饰文化具有对外传播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应该通过对外汉文化

传播，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旗袍服饰文化得到更好地保护和复兴，让其延续和传承

下去。另一方面，令中国的传统旗袍在世界女性服饰文化中，仍然占据一席其应

有的独特位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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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本文在对中国历代女性服饰尤其是唐代仕女服饰、明代女性服饰及旗袍的特

点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将旗袍的发展演变及文化内涵融入到对外汉语文

化教学中。中国旗袍具有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时代意义。在对

外汉语文化课中，在认识介绍中国女性传统服饰的发展演变的基础上，重点突出

旗袍文化教学，不仅能让外国留学生了解到旗袍在各个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以及

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更能让他们深刻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国

现代妇女的民族服饰旗袍深受人们喜爱，对旗袍的介绍可以加深外国学生对中国

文化的直观感受和认识，增进留学生对中国服饰文化的了解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

并藉此促进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

由于时间和个人能力有限，本文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服饰

文化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设计的教学案例还不够完善等等，还需要继续学

习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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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徐桂梅、牟云峰编著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发展汉语》(中级汉语上册)第十二课

旗袍

“旗袍”翻译成英语为“China dress”，意思是“中国连衣裙”。可见，人们把旗袍看

成是中国传统服装的代表。那么“旗袍”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旗”和“袍”又是什么关系

呢?有人用这两个问题考过许多中国人，也问过不少喜爱和赞美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回答真

是五花八门。

有的说，最早的旗袍就是有人把旗子围在身上，大家都觉得好看，于是纷纷模仿。所以，

不用推广，旗袍就流行开了。有的说，最早的旗袍是用旗子做的，因为在战争期间东西缺乏，

而旗子有的是，于是人们就让裁缝把旗子做成了衣服，旗袍因此得名。还有的说难怪这种衣

服叫旗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红色，旗子和旗袍大多数都是红色的。如果衣服像旗子一样色

彩鲜艳，那么，人们远远地就能看见。甚至有人说，由于旗袍像旗子一样能在风中飘动，所

以叫旗袍⋯⋯这些猜想是多么美丽的误解呀!

其实， “旗”在这里指“属于八旗的”。“八旗”和清朝满族人的组织有关，满族人建

立的清朝实行“八旗制度”，所以满族人又被称做“旗人”。“旗人”穿的服装自然就被叫

做“旗袍”了。满族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17世纪以前，满族人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地

区。因为气候寒冷，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比如蒙古族、满族等都穿袍子。袍子是一种大衣，

又肥又大。他们不论男女都骑马，为了上下方便，袍子的两侧都是分开的。穿袍子的时候，

为了防御严寒，里面必定要穿裤子。17世纪以后，他们来到北京，无论男女，都还是喜欢穿

旗袍，只是式样和材料有所不同了。

1911年以后，清朝皇帝被推翻了，满族人爱穿的旗袍也遭遇冷落。一来满族人不敢穿，

而来汉族人也还不太了解旗袍。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由于广大妇女的喜爱，旗袍就又

流行起来。那个时期的旗袍基本还保留了清代旗袍的特点。到了20世纪末，一些裁缝受西方

服装的影响，带头做新式旗袍，完全按照女人的身材裁剪，女人的胸部不再被束缚，而是高

高地挺起，显示出曲线美；原来肥大的袍子逐渐变短、变瘦了，袍子里的裤子换成了长袜，

露出了女性美丽的小腿，旗袍就此成了女性特有的服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女性，都把旗袍当成自己最喜欢的服装之一。1929年4月，当时的政府才正式把旗

袍确定为“国服”。

40年代，是旗袍的繁荣期。旗袍的式样越来越多样化，领子有高有低，袖子也有长有短，

夏天甚至有了无袖旗袍。由于旗袍越来越瘦，为了走路方便，两侧的开衩也越来越高，女人

穿起旗袍来显得身体更加苗条。因此，现代旗袍比传统旗袍变得更受妇女的喜爱了。

旗袍的盛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穿旗袍可以任自己的爱好选择，不分地区，不

分季节，不分年龄。

夏季可以穿又轻又薄的丝绸旗袍，冬季可以穿厚厚的旗袍，春天、秋天更是穿旗袍的好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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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年纪大的人可以穿长点儿、肥点儿的旗袍，年轻人可以穿短一些、瘦一些的旗袍。脖

子长的小姐可以穿领子高的旗袍，而脖子短的可以穿领子低的旗袍。想表现自己具有现代感

的人，可以选择方领子；想显示自己传统美的人可以选择圆领子。人们还可以自由选择做旗

袍的材料，棉、毛、丝、麻可以任意挑选。既可以朴素，又可以华丽，适合在各种场合穿。

对于讲究穿戴的中国女性来说，旗袍是衣柜里不可缺少的服装。平时，旗袍是漂亮的时装；

出席晚会，旗袍是吸引人目光的礼服；结婚时，新娘穿上旗袍，更能显示中国女人的美丽。

最近几年，旗袍又热起来了，不仅中国人喜欢，而且外国人也喜爱。一件小小的旗袍，

包含着中国历史，也包含着中国人对美的看法。如今，中国女人穿着它走出了国门，把旗袍

文化也带到了世界各地。要是你看见一位蓝眼睛、黄头发的姑娘穿着旗袍在大街上行走，那

一点儿也用不着奇怪。因为无论你走到哪个国家，在繁华的商业街上，都可以找到卖旗袍的

商店。旗袍既保留了民族风格，又随着时代的要求而变化着。大家都相信，明天的旗袍就变

得更加美丽。

生词

1．旗袍(名)

5．五花八门

9．裁缝(名)

13．少数(名)

17．侧(名)

21．材料(名)

25．初期(名)

29．裁(动)

33．曲线(名)

37．袖子(名)

41．盛行(动)

45．感(名)

49．华丽(形)

53．出席(动)

2．连衣裙(名)

6．围(动)

10．因此(连)

14．地区(名)

18．防御(动)

22．推翻(动)

26．妇女(名)

30．束缚(动)

34．特(副)

38．衩(名)

42．任(动)

46．棉(名)

50．适合(动)

54．如今(名)

3．赞美(动)

7．纷纷(形)

11．猜想(动)

15．袍子(名)

19．严寒(形)

23．遭遇(动)

27．特点(名)

31．挺(动)

35．身份(名)

39．更加(副)

43．冬季(名)

47．麻(名)

51．场合(名)

55．繁华(形)

专名

1．清朝 2．满族 3．蒙古族

4．真是

8．有的是(动)

12．称做(动)

16．大衣(名)

20．式样(名)

24．冷落(动)

28．身材(名)

32．显示(动)

36．领子(名)

40．苗条(形)

44．厚(形)

48．任意(形)

52．时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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