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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为悦己者容：中国古代女性服饰表征与审美取向 

宋金英 

摘 要：抛开表象化的外在因素，从 男权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服饰特点和审关取向，通 

过对典章史籍的资料搜集与整合，发现古代男权社会影响下女性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女 

性对男性特殊的依赖与屈从。这种依赖与屈从 ，主要体现在内在心理上无条件地服从与外在服 

饰审美上的取悦，并深受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古代女性服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缺 

少“己悦者容”的独特性，而更多的是“悦己者容”的迎合性、趋同性、规则性和哲学性。审美取向 

则是 由社会制度的阶级化、道德化 、哲 学化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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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服饰文化研究 ，首先离不开物态服饰和迎合 时政 的服饰 制度 。 目前 ，学术界对我 国 

古代女性服饰的研究 ，虽专 门性 的论述并不多见 ，但在涉及古代服饰 的相关研究 中却有大量涉及 。 

这些研究成果 ，对我国古代女性服装的形制、色彩 、纹样 、穿着方式、产生原因等方面都有较详尽的 

研究与论述 ，并对影响女性服饰产生、发展、嬗变的原因进行 了深入分析与探索 。①但纵而观之 ，这 

些研究的出发点多是从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地域 、气候 、风俗习惯等表象方面人手 ，鲜少从男权 

角度论证女性服饰特点和审美思想的。有鉴于此 ，本文试从男权社会 的角度重新 审视和梳理古代 

女性服饰文化 的发展脉络，挖掘掩盖在表象因素之下的男权社会对女性服饰的影响，重新理解“重 

礼求善”的古代女性服饰文化背后所包含 的无奈 与不甘 ，以图为“古 为今用”的 中国传统服饰在现 

代服装中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定 的思想文化上的借鉴。② 

一

、古代 男权社会影响下的女性服饰特点 

在宗法制度贯穿整个男权社会的背景下 ，注定 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社会地位 的不平等。男性通 

过各种封建义务与整个国家机构形成密不可分的依 附关 系，家庭的义务 只是各种社会 活动 的一部 

分 ，而男权社会剥夺 了女性所有与社会有关联 的权利 ，把她们禁锢在 唯一能够体现 自身价值 的家 

庭当中。女性除了与父母 、儿女 的血亲关系稳定而牢 固之外 ，与 自身 密切相关 的丈夫并不会 因为 

婚姻而变得执着和专一 ，面临着随时离去和被离去 的境况 ，这直接影 响到女性一生 的幸福 与否 。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 ，女性服饰上的迎合性 、趋 同性和规则性的特点实是无奈之举 ，而古代不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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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发展产生出的相关思想与观念 ，也像一把钳子似地牢牢遏制 了女性追求个性 和表达 自我喜好 

的权利 。 

(一)迎合男性审美 

在封建男权社会制度 中，决定社会地 位和话语权 的生产 结构里并没有女性 的一席之地 ，女性 

在封建体系中也因此失去了参与生产活动 的机会 ，只有依 附男性 才能获得生活 的基本保 障，这也 

是女性成为男性观赏 品和消费 品的重要因素之一 。① 因此 ，在古代男权社会下 的中国传统 女性并 

不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对待 ，将女性私有化的婚姻 ，成为男性与男性之间划分女性所 有权 的契约 ， 

而被软禁在男性权威之下的女性 ，则 必须 固守 闺阁，与外界断绝所有联 系。于是长期在封 建礼教 

熏染下的女性也逐渐接受 了这一不平 等的约定俗成 ，并将三从 四德 当成一 种传 统理念 ，甘愿 接受 

男性的奴役 。将女性物化 和财产 化 的男性甚 至可 以根 据 自己的喜好 任意处置 身边 的女 性 ，苏轼 

“以妾易马”的黑色历史就是将女性当成私有物品与商品互换的有力证 明。 

因此 ，古代女性 的私有化社会地位使女性将 大部分精 力用于取悦男性 ，以此来达到 自身价值 

的体现 ，这种取悦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还有投其所好 的着装上 ，整体风貌表达的是男权社会对 “美” 

的理解 与要求。同时被私有化的女性也是男性炫耀 的“物 品”，容貌身姿成 为封建社会女性 文化必 

不可少 的条件之一 。服饰作为人外 在物化 的表 现形式 ，其 审美价值 与文化寓 意也就变 得尤为重 

要 ，并从不同的角度迎合男性 的审美 。因此 无论 是“闭月羞花 ”“沉 鱼落雁”还是 “丰腴 华贵”的美 

人 ，只是满足 了不 同时期男性对美 的要求和标准 。这其 中既有“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 ，国人尽服 

之”②的记载 ，又有南唐李后主因一嫔妃 以帛缠足舞于莲花之上而导致 的、始于五代延至 民国的女 

性缠足陋习③，而女性为迎合男性“尚小足”，不惜通过 自残 的形式来取悦男性 。还有隋炀帝荒淫无 

度喜华贵服饰 ，致使女子专事妆饰的风气盛行④，为盛唐服饰 的雍容典雅 奠定 了基础 。因此 ，古代 

女子服饰是迎合男性观赏和欲望下的产物 ，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古代女性对 自身美 的需求 。 

(--)趋同于礼教要求 

婚姻让女性从一个家庭归属于另一个家庭 ，“妇人 因夫而成”的婚姻 ，其从 属地位并没有得 到 

相应 的改变 ，“从女者 ，女子从人者也 。幼从父兄 ，嫁从夫 ，夫死从子”⑤，可以看 出女性一生从父 、从 

夫 、从子的附属地位 ，其活动核心 主要是家庭 。因此 ，女性生命 本体 和情 感喜好往 往被社 会所漠 

视⑥，而男性对女性 的种种要求与规范 ，更加剧 了女性在婚姻中依附关 系的不稳定⑦，女性 只有极力 

通过改变 自身的条件 以满足男性的各种要求来巩 固其家庭地位 。因此 ，在这种 以“尊尊亲亲”血缘 

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里 ，人伦秩序变得 尤为重要 ，而中国女性 的服饰特 点也由此更加注重社会 

的群体意识 和伦理象征⑧，并 以此基础建立 了一整套 与妇德休戚相关 的妇 容礼仪制度来压制女性 

心理和生理上的欲望 ，从而追求 精神上的洁净 与人格 上的纯粹 。这种审美取 向的界定 ，注定 了古 

代女性服饰具有趋同于礼教要求的特点 。无论是秦汉的庄重 、魏晋的飘逸 、隋唐的雍容 、宋 明的典 

雅 ，还是元清的异族 之美 ，所包含 的 内在本 质都具 有 中国特 色的温 润 内敛 的“美”和 女德 内容 的 

“善”，是一种服饰审美思想的趋 同性 ，是男权社会男性眼中对“美”的定位 ，也是 中国人文思想 的物 

化表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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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赵刚等：《中国服装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O13年，第 62页。 

⑤ 焦传生：《说文释例举要》，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 339页。 

⑥ 罗嘉慧：《古代爱情戏中女性爱欲的生理学解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o6年第 4期。 

⑦ 万光治：《古代女性的价值实现及其文学的悲剧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6期。 

⑧ 宋炀：《美人之美：中西方古代女性妆饰与审美文化比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O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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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古代不同时期的女子服装形制 ，虽然朝代更迭跨越几千年历史 ，但其本质形态和内在审 

美文化并没有发生突破性改变，整个服饰发展脉络都在“尊礼从善”的框架里演变 ，服装造型没有 

刻意的结构线和装饰线来展现女性的性别特征 ，或上下连属 ，或连体通裁 ，所表达的都是遵从祖制 

中的“规矩”与“中和”，是“礼教”影 响下 的内敛与包容。这种 隐藏性 的美 ，更是对女性 “女德”中善 

的要求 。它不仅仅是思想行为上的依 附，装扮上也要满足男性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眼光 ，即思想行 

为要达到的“三从四德”“温婉贤淑”，服饰上更要满足男性欲望 的想象 ，并通过女性服饰上 的嬉戏、 

游离来疏解社会压力 ，以此达到男性 自身的快乐与满足。 

(三)遵循社会规则 

封建男权社会 的女性服饰文化也是伦理政治 的附庸 。② 作 为男性 附属 物的古代女性服饰 ，所 

体现 出来的依 附性是 中国人文哲学“礼”的再现 ，所谓“夫礼 ，地之义也 ，民之形也”④。服饰规制不 

仅在男装上有所体现 ，女性服饰也随男性社会角色和地位 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形成有序 、有制望而 

知贵贱的服饰形态。这种变化是 固化的，有严格 的等级划分 ，具有很强 的制约性。如《唐会要 ·章 

服品第》对男性服饰等级有详细的规定 ：“文武三品以上服紫 ，金玉带十三镑 。四品服深绯 ，金带十 

一 铸 。五品服浅绯 ，金带十镑 。六 品服深绿 ，金带 九筠 。七 品服浅绿 ，银带 九铸 。八品服深青 ，输 

石带九筠。九品服浅青 ，输石带九镑。庶人服黄 ，铜铁带七筠 。”④男性服饰 的社会规则化是为从事 

相应社会活动而制定的，它是社会对男性身份 的定位 ，也是对男性 行为的限定与规范 ，而严 格的服 

饰等级划分涉及到与社会完全脱节的女性身上 ，则是对女性与男性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即“妇 

人从夫之色”⑤。如在唐代就明确规定 ，贵妇所穿之服饰 ，要依其夫 、子而分别有定规 。五等 以上诸 

亲妇女及五品以上母 、妻 ，通服紫 ；九品以上母 、妻 ，通服朱 。另外 ，五品以上官员 的母亲 、妻子所穿 

衣服的领 口袖子上 ，可以使用锦绣 ，凡 间色衣裙 不能超过十二破 ，单 色衣裙 不能超过六破 。@ 这种 

建立在男性地位高低基础上的制度化服饰 ，服饰 的审美性 屈从 于政治 目的的等级划分 ，具有很强 

的标识性和隐喻性 。又如宋代的神衣 ，是王后与命妇 的祭服 ，位 居诸 服之首 ，相 当于君王的冕服 ， 

是皇后最贵重的服饰 。这种服饰主要在受皇帝册封和祭祀典礼的时候才会服用 ，其上下连属 的服 

装形制 ，代表 的是女德的“专一”，深青色的底 色上绣有象征“文采 昭著”的赤色翟鸟 ，衣领 、袖 口、门 

襟 、下裾都用红色的衣料镶缘 ，上缀具有帝王“应变能力”的云龙，与之配套的是凤冠 、青纱 中单 和 

深青 色的蔽膝并挂 白玉双佩及玉绶环的饰物。④ 政治意蕴显而易见 。 

(四)隐含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女性服饰特点 ，除了男权社会 中“礼 ”的制约 以外 ，还包含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的光 

辉 。中国几千年的服饰文化 ，主要受儒家 、道家以及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这些哲学思想不仅是 中 

国传统 的哲学观 、伦理意识的主导 ，还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整个古代服饰走向。@ 对于男性服饰所 

隐含的哲学思想 ，更多的是巩 固男权地位 的“君权”“父权”“夫权”等，男性服饰除却冕服 固化的形 

式外 ，常服也主要在细节上有些微变化。袍 、衫是历代男子服饰 中常用的服装款式 ，主要变化在领 

与袖的局部方面 ，整体款式简洁大方 ，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 。冕服的上玄下 ，象征未明之天和黄 

昏之地 ，上绘下绣的十二章纹代表了照临、稳重 、应变 、文丽 、忠孝 、洁净 、光明、滋养、决断 、明辨 ，既 

① 师爽：《古代服装与身体——古代女性服装解读》，《兰州学刊}2008年第 2期。 

② 尹志红 ：《中国古代服装发展的启示 》，《艺术 百家》2OIO年第 8期 。 

③ (春秋)左丘明：《左传》，岳麓书社，1 988年，第 344页。 

④ (宋)王溥：《唐会要 》卷三 一《章 服品第 》，中华书局 ，1995年，第 569页 。 

⑤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一《章服品第》，中华书局，1995年，第 569页。 

⑥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I989年，第 1o5页。 

⑦ 赵刚等：《中国服装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93页。 

⑧ 吕逸华 ：《中国古代 的服饰审美观》，《艺术设计与研究 》1994年第 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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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着装者的要求 ，更是体现着装者 的不可替代性 。又如始 于唐 朝的补服 ，其 文禽 武兽 的朝服形 

式 ，是用纹样的象征寓意来划分男性 的地位 与身份。这些用 于男性服装 的结构 、工艺 、色彩 、纹样 

等形式 ，更多体现 的是社会功能 ，而不是取悦 和迎 合女性的手段 ，这与女性服饰所体现 的、以男权 

需求为标杆的服饰 审美形成鲜明对 比，因此 女性服饰发展 的整体 风格 ，与其说受古代哲 学思想 的 

影响，不 如理解 为是哲学思想影 响了男性审美的结果 。 

儒家提倡 的“中庸”，体现在服装 中，即是 着装 的适度与适合 。所谓适度 即是合理 的选 择服饰 

装扮 ，反对花里胡哨和奇形怪状的着装形式 。“服奇志淫”①，认为服装不雅 ，则人必不 雅 ，因此“中 

和”是儒家服饰装扮的核心思想 。这一思想 ，体现在女子服饰 的外化视觉效果 则是柔顺 、含蓄 的窄 

肩、长身、直线条的 自由衣褶 。道家 的“乘 道德而浮游 ”②，意为 自由、超脱 与 自然相融合 的哲 学思 

想。“清净无为”是道家思想 的核心 ，表现在 女子 的服装 中就是减少结 构线对人体造型 的束缚 ，如 

宽博随性的衣身 、舒展的袖子、曳地 的裙摆等 。唐朝更是将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极致 ，服装形制在保 

留传统的基础上兼容并蓄 ，破除一切束缚局限 ，成就 了一代盛世华服 。④ “惟物洁净 ，不可异众”④的 

审美定位 ，摒弃有悖于传统的奇装异服 ，审美取 向似乎又重新 回归到 了儒家“服奇志淫”的“中和”， 

“温柔居 中，以理节情 ，以理节乐”的审美 观中暗透 了“灭人欲”的观点 ，使宋 、明女子服饰文 化走 向 

素雅 、细腻 ，女性特征被进一步压制 ，溜肩 、窄袖 、窄身 、束胸 以及腰身造型趋 于模糊 的褙子 和襦袄 

等弱化女性基本特征 的服装形制 ，显示 了“程朱理学”中“灭人欲”的主 旨思想 。这些新 旧哲学思想 

相互接纳 、融合 、渗透 ，从不同层面影响着 中国古代女性服饰文化 的发展与变化 。 

二、古代 男权社会影响下女性服饰的审美取向 

“阴阳殊性 ，男女异行。阳以纲为德 ，阴以柔为用 ；男以强为贵 ，女以弱为美 。”⑨在女为柔 弱、男 

为刚的古代男权社会 ，女性服饰审美取 向主要受 阶级化 、道德化 、哲学观念和男性个体化审美的影 

响。其中阶级化 、道德化审美具有一定 的社会 趋 向性 ，它们 与哲 学观念从阶级和道德层 面对 女性 

服饰进行了规范和管理 ，以巩固封建社会 中的男权地位 ，属于社会范畴 的审美 。男性个体化 审美 

却从男性生理和心理 的角度 ，重新把握对古代女性服饰装扮 的要求 ，在男权不 可侵犯 的前提下 ，又 

渴望女性在服饰上满足男性 自身生理和心理上 的欲望。一方 面女性要遵从社会制度与道德 上的 

束缚 ，另一方面又要迎合男性 欲望的满足 ，这两种看似 冲突 的审美 ，却在不断的碰撞 中对立统一成 

一 体 ，确定 了古代女性服饰审美 的大方 向。 

(一 )“尊卑有序”的阶级化审美 

封建社会里服饰作为人类情感 物化的载体 ，表达的不仅仅是着装者 的喜好 ，更多 的是社会 秩 

序的要求 ，它受社会制度 的制约和限制 ，体现着社 会的进步和制度 的可行性 。正如唐人 白居易所 

说 的那样 ，“划邪窒欲 ，致人于格耻 ，莫 尚于礼”，“惩恶抑淫 ，致人劝惧 ，莫先于刑”⑥，以礼约束 和禁 

锢女性的思想 ，以刑惩戒违背社会规则 的行为 ，礼、刑成为古代维护 阶级化审美 的重要手段 。等级 

制度下产生的衣冠制度 ，具有 明显的阶级性 ，服饰 以形制 、色彩 、图案、质地等视觉化元素形 象地将 

贵胄与布衣 、纨绔与儒士 明确地 区分开来 ，各级冠服不得僭越 ，士农工商也各有规制 ，从而达到“辨 

等威”的等级化服饰 目的。女性服饰 的阶级性 划分主要依附于男性 的身份 与地位 ，并 随着男性 地 

(明)吴从先：《小窗 自纪》，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 182页。 

叶舟编著：《庄子全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205页。 

吴欣：《“魏晋玄学”和“程朱理学”对古代服饰文化的影响》。《丝绸))2007年第 i1期。 

(宋)袁采：《袁氏世范》，中华书局，1985年，第 36页。 

(汉)班昭等撰：《蒙养书集成(二)·女诫》，梁汝成、章维标注，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 41页。 

(唐)白居易：《白香山集 ·刑礼道论》，转引自任喜荣：《“伦理法”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一 基于刑事法律范畴的分析》，《比较研 

究 ))2004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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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的提高而发生相应地改变 。各个朝代的贵族女装都有严格 的等级划分 ，不同的地位 、身份 、穿着 

场合 、从事的活动等对服饰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汉初 曾规定 ，百姓一律不得穿杂彩的衣服 ，只能穿 

本色的麻布。又如 ，明朝命妇与平 民女子的服饰虽然基本形 制为衫 、袄 、褙子 、比甲、裙子等 ，但普 

通女子多以紫花粗布为衣 ，不许用金 绣，袍衫只能用绿色 、桃 红等 间色 ，不许用大红 、鸦青与正 黄 

色 ，以免混同于皇家服色 。① 这种服饰不 同于古代时装 的时尚性和潮流性 ，它存在 于社会制度 中， 

并带有很深的阶级性 ，是对身份和地位的认可，因此也是众多女性 向往的服饰装扮之一。 

(二 )“德言容功”的道德化审美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男性审美取 向影 响很大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 ，“礼”自始至终作为主线 

贯穿其中 ，“宗法血亲”“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 蒂固，形 成一种固化 的习惯 与规程 。这种规程又对 

女性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要求 ，即所谓 的“德言容功”。《礼记 ·昏义 》日：“是 以古者妇人先嫁三 日 

⋯ ⋯ 教 以妇德 、妇言、妇容 、妇 功。”郑玄注 日：“妇德 ，贞顺也 ；妇言 ，辞令也 ；妇容，婉娩也 ；妇 功，丝 

麻也。”②虽然“妇德”占据首位，但 是 占据第三位的“妇容”也不容小觑 ，因为第一 印象是外在 的“妇 

容”，通过妇容辨其“妇言”、了解其“妇行”，再通过“妇行”确定“妇德 ”。而“妇德”中的“贞顺”强调 

的是女性 的贞洁与顺从 ，体现在服饰 中则是一种严谨 、内敛 的伦理美学 。飘 逸、柔顺 、宽博 的整体 

服装不需要过多的结构线来体现女性胸 、腰 、臀 的凹凸有致 ，多余 的面料在锦带 的束缚下 ，形成 自 

由流畅的褶裥 ，体现 的是一种 随遇而安的审美境界 ；曳地的长裙与压住裙身 的环佩 ，行走时形成行 

云流水的步态与步摇 的轻微震颤，表达的是女性的沉稳与贤淑。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③，一方面表明的是圣人的思想态度 ，一方面传递出男性对女性美的关 

注 。男性在个体化的审美中将女性之容置于非常重要 的地位 ，但在社会审美中更为看重 的却是美 

貌以外的附庸与顺从。④ 这种行为、思想意义上的顺从 ，表现在服饰上就是一种形神藏拙 与中和的 

着装之美 ，即神态上的温婉含蓄和行为上 “怨而不怼”的审美定位 ，而所谓的“伦理美学”实际上就 

是对男尊女卑社会基调 的认可 。女为阴，男为 阳，“阴 阳变化 ，各得其宜”，方能“上下顺 通，奏为肤 

功”，反之则“阴升阳伏 ，桀失其室”。⑤ 

(三)“形神兼备”哲学思想影响下的审美 

人的生存离不开 自然 ，在生产力不发达 的古代 ，对 自然的敬畏是古代哲学思想产生 的主要原 

因。同时人又必须立足于群体之 中，“尊尊亲亲”的人伦和谐与外界的社交关系交缠成 整个生存环 

境。在 自然和群体关系的影响下 ，“礼”“道”“玄学”等迎合时代发展 的朴素哲学思想与“乐”的美感 

享受 ，通过实用理性的理智感而纳入制度 ，形成秩序 ，使人 达到“从 心所欲不逾矩”的生活境界。⑥ 

即人的欲望在规定的框架 内不僭越 ，并通过 服饰 中所蕴含 的哲学思想 ，启示 和引导人 的精神世界 

向既定的方 向发展 。因此 ，人与服饰不再只是简单生理上的需求关 系，而是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 

被赋予了更多的哲学思想和人文情怀 ，宽展的服装形 制带 有较多的回旋余地 ，低调隐性的服饰格 

调体现的是一种君君 臣臣、父父 子子以及夫妻之 间的“仁义礼智信”的伦常。通过点 、线 、面、体 、 

色 、纹样 、面料及配饰等，来达致古人哲学观所渴望达 到的“知礼”“尊礼”“知耻”“重伦理”“辨等威” 

等观念要求 。⑦ 

不 同时代对女性美的要求不同，或含蓄，或华贵，或清丽 ，或 柔弱 ，服饰则通过款式构 成、色彩 、 

① 华梅：《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 91页。 

② 《礼记》，崔高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年 ，第 213页。 

③ 《线装经典》编委会：《论语》，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79页。 

④ 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北方论丛))2013年第 2期。 

⑤ (商)姬昌：《周易全书》，吉林大学出版社，2Ol1年，第 179、187页。 

⑥ 苑涛、章亚昕：《中国服饰文化与角色心态》，《齐鲁学刊))1991年第 5期。 

⑦ 宋金英、王婧：《齐国服饰文化特征探悉》，《丝绸》201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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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等元素与女性 自身 的气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从迎合时代审美 的角度 出发 ，通过服饰 的装扮 ， 

完成外在“形”与“神”的和谐统一 。这种外在“形”与 内在“神”的结合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时代的 

要求和男性 的审美观念 。《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 ：“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 髻 ，绾着朝阳五凤挂珠 

钗 ，项 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 圈，身上穿着 缕金百蝶 穿花大红云缎 窄裉袄 ，外 罩五彩刻 丝石青银 鼠 

褂 ，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一双丹凤三角眼 ，两弯柳 叶掉梢眉 ，身量苗条 ，体 格风骚 ，粉面含春威不 

露 ，丹唇未启笑先 闻。”再如对薛宝钗 的描述 ：“蜜合色的棉袄 ，玫瑰 紫二 色金银线 的坎肩儿 ，葱黄绫 

子棉裙 ⋯⋯罕言寡语 ，人谓装愚 ；安 分随时 ，自云守拙。”①这虽是小说 中的描写 ，但 也能看 出不 同 

“形神”之间的巧妙搭配 ，外在“形”在服饰的装扮下 ，将 内在“神”充分地体现 出来 ，形成风格迥异 的 

两种审美 。 

三 、结 语 

影响古代女性服饰文化的因素有很多 ，无论政治 、经济还是思想文化 ，都是基 于男权利益最大 

化的社会化规章制度 ，这种制度从各个 层面维护着男性在社会上 的权 利和地位 ，并将 女性地位变 

得无足轻重 。但这种对女性的压榨往往被表象化 的社会 现象所掩盖 ，多数研究者批判吃人 的封建 

礼教对女性的身心残害时 ，却忽视 了男权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因此 ，在古代封建制社会 ，无论政治 

如何开 明，经济如何发达，哲学思想如何高深 ，甚至政权更迭 ，不 同民族文化 的渗入 以及特定环境 

下的男性个性化 的审美取向 ，改变 的也 只是不 同时期特定 的艺术形态 和审美定位 ，而 古代女性作 

为私有财产和附属物而不被尊重的境况却并未改变 。在此基础上 ，将生存逻辑和情感 逻辑统一于 

艺术审美逻辑的古代女性 ，从根本上不 可能与具 有平等 民主意识 的现代 女性 相提并论 ，那种 以维 

护男权利益的女性审美取向所形成 的严格划一 的封建 服饰构架 ，漠视 和压抑 了女性体现 自我 、彰 

显个性的服饰审美需求 。这正是中国古代女性服饰之所 以会产生、发展与嬗变的重要原因和规律 

之一 。 

① (清)曹雪芹：《红楼梦》，花城出版社 ，2010年，第 2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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