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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古 千七女 性 服 饰 美 的 民 族 特 征

祁 嘉 华
陕 西 省 广 播 电视 大 学

‘

‘、

摘 要 在 世 界 服 饰文 化的大领 域中
,

中国 女 性 服饰与西 方 以 表 现 人 体为 美 的 服 饰观 念不

同
,

中国 女性 在服饰上 更加喜欢 创造 一 种 含而 不 露的美
。

这种 创造 具 有极大 的装饰性
、

整体性 和 轻

柔 飘逸 的美学 效 果
。

本文 以 中国 古代女 性 的 社会生 活 实践 及其 积 淀 而 成的文 化背 景 和 审关心理 结

构为切入 点
,

对 中国女性 服 饰美及其 特征 进行了 历 史的分析
。

关 键 词 古 代女性 服饰 美 学 服 饰民族 特 征

在千 姿百 态
、

婉 紫 嫣红 的 世界女 子服 饰领 域中
,

中国女性 的服 饰 装束 自有 其独特 的 格调

和风 韵
,

在很 大 程度 上 代 表着 东方 女性 所 特有 的审美理 想
。

随着时 代的发 展
,

中国 女 性 服饰

也在 不断 地发 生 着更 替与 变迁
。

然 而
, “

人 是 人
、

文 化
、

历 史 的产物
”

费尔 巴 哈
。

作为 一 种

文化 现 象
,

服 饰 的发展 又 脱离 不 开 历 史的 继 承 性
。

中国女性 在漫 长历 史进 程 中形成 的服 饰 习

惯和 服饰 美学 观
,

不 仅在历史 上 对 中华 民族 的 生活起过 重 要 作 用
,

即 使在 中西文 化 不 断 交汇

的 今天
,

对 当 代女 性的 服 饰观 念 仍然 会发 生 一 定的 影 响 作用
。

因 此
,

对 中国 古 代女性 服 饰 美

的 民 族特 征 的探 索
,

不 但有助 于 揭示 历 史 上 女性 服饰美 学 魅力之奥 秘
,

而 且 有 利 于 对 中国 当

代女 性 服饰 装束 习惯 和 审美取 向获 得 深层 的理 解
。

本文 试 对 这一 问 题 作如 下几 方 面 的分 析
。

共 同 的生 活 地 域 及生 活 方 式
,

是 形 成 民 族的 客观 条件
,

共 同 的文 化积淀 以 及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的共 同的心 理 素质
,

则 构成 一 个 民族 的 基 本 精神 风 貌
。

这 些 决 定 了 中

国古 代女 性服 饰美 学追 求的 民 族 特 征
,

既 是 一 定 历 史 条 件 下社会生 活 的产物
,

打 有深深 的时

代烙 印
,

同 时又 是一 种 精神 的结 晶体 必 然表 现 出某 种 民 族 形式和 民族 风 格
。

将 中国女性 服

饰 和欧 洲女性 服 饰作历史 的 比 较
,

我 们将 会发 现 许多 不同 点
,

而 其 中最 为突 出的一 点
,

是 中

国女性 服饰 更注 重装饰 美
。

德 国 世 纪 艺术 理 论家 温 克 尔 曼 曾对 古希 腊女子 服 装给予这 样 的描述
“

希腊人 的 衣 服

式 样十 分得 体
,

对身 体的 自然发 育丝 毫 无 碍
。

优美形 状的 身体完全 没 有受到 像我 们现 代 衣 服

款 式 的限制 ⋯ ⋯ 希腊女 性从 来不 担心 在衣着 上 令 人 不安 的限 制
,

斯 巴 达 少 女 穿着 短 小轻 便
,

她

们被 称作
‘

裸 露腿 部
’

的 人
” 。

这 种以 表 现 人 体 自然 美为特 征 的 服 饰倾 向
,

不 仅是 古 希腊 服 饰

的基 本特 点
,

而 且 对 后 来 整个欧 洲服 饰习 惯 的 形成 也起 了某 种奠基 的作用
。

中 国 古代 服 饰却

从 来 没 有 出现 过 这 种情况
,

特 别是 女 性服 饰
,

在 对 美 的迫求 中
,

不 仅 注 意 表现 身 体的 自然 美
,

本文 年 月 日 收 到
。

〔德〕 温 克尔曼 《论 古代艺术》
,

邵 大簌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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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特别 强 调 从 服 饰 打扮 上 下 功夫 不 仅 注 重 服 装 式 样
、

质地
、

色彩
、

纹 洋的 关
,

而 且 注
一

改

一 替 一 笋的 配 搭 与 和谐
。

这 种 自上 而 下
、

通 体 修饰的 创造 精神
,

体现 了 中国 女性 喜 欢通 过 外

在修 饰 来达到 自身美 化的 服饰 习 惯
。

这 一 特 点首 先表 现在 对服 装所 用 材料 的 精心 美 化上
。

出土 文 物显 示
,

我 国最 早的 人 工 服

装 材料 是 麻
、

葛 等 纤维 织物
。

陕西 西 安 半坡 遗址 和 华县 泉 护 村 出土 的新 石 器 时代 的陶 器上 都

有 明显 的麻 布印 痕
。

年
,

南 京 博物 院 在江 苏 吴县 草鞋 山新 石 器 遗址 上 出土 了 块 葛 麻织

物 残 片
,

是 我 国 迄 今 出土 的 最早 的纺 织 品 实物
。

这 些 距 今 千 多年 的织 物 虽 然粗 糙
,

但 却是

纬起 花 的 罗 织物
,

上 面 有 明显 的 山 形 和 菱形 花纹
,

表 现 出 当时通 过 纹 样对织 物进 行美 化 已达

到 一个 很 高 的 水 平
。

到 了 春 秋战 国 时期
,

出现 了 专门 负责 印 染 的官 职
“

染 人
”

来
“

掌 染丝

帛
” 。

从史 料上 看
,

高贵 的丝 织 品 在染 色以 前要 经 过
“

暴练
”

处 理 相 当于 现 在 的精 练 工 艺
。

丝织 品 经 过 这 样的 处理 之 后
,

纤 维 表 面 的 丝 胶 被除 去
,

然 后 再 进 行染 印
。

这 样 的染 花 织 物 不

但 色彩 鲜艳
,

而且 经 久 不退
。

在染 花 的同时
,

还 出 现 了 在 织物 上 画 花
、

缀 花
、

绣 花
、

印花
、

提

花 等 技 术
。

这 些 技 术 的广 泛 使 用
,

对 我 国 历 代 女性 服 饰 起到 了 令 人 惊 叹 的装 饰 作用
,

从 出土

实物 和 文 献资 料 看
,

历 代 女性 服 装上 都 程 度不 同地 表现 出染
、

画
、

印
、

缀 、 绣
、

提 的花 色图

案
,

成 为美化 服 装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
。

除 了 通 过 织物 本 身进 行美 化外
,

中国古代 女性 还 经 常 创造一 些纯 装饰性 的 服 装配 件 来美

化 自己
。

比 如唐 代 流行 的
“

半 臂
’,

就是 一 种装 饰性 大 于 实用性 的 服装 配件
。

它 的形 状 特 点 是

短 袖
、

身长 只 及 脐部
、

领 口 较 大
,

以 花 色较 繁的织 锦制 成
,

这 样 狭小 敞露 的服 装 很 难起 到 御

寒作 用
,

但是 从 穿戴 的实 际 效 果看
,

由于 紧身
,

花 色也 较一 般服 装艳
,

对 于 突 现 女 性上 半 部

身 体起 到 了 很 好 的装 饰 作用
。

这 仅 仅是 古代妇 女众 多服 饰配 件 中的一 个 例 子
。

实 际上
,

历 代

女 子都 以 丰 富 的 想 象 和 非凡 的创造 能 力制作 了 自己喜 爱的服 饰配 件
。

如 宋 代 的
“

背 子
” 、

明 代

的
“

霞 披
” 、

清代 的
“

云 肩
”

等 等
,

它 们或 者施 于 外
、

隐于 内
,

使外 衣 和 内 衣 色 彩上 对 照 生 辉

或 者平 展 垂 直
,

突 出 女子 的修 长 体 态 或者 以 鲜 如 霞 云 的 色 彩
,

来衬 托女 子的 面 部容颜
。

这

些 小 巧 玲珑 的 服 饰 配件
,

表现 了 古 代女 子 对装 饰美 的 刻意追 求与 大胆 创造
,

也 确 实对 古 代女

子 的服 装起 到 了画 龙 点 睛的美 化作 用
。

中国 女 性 喜欢 装饰美 还 非常突 出 地 表现 在对 面 部 和 头 部的美 化上
。

中国 女 子 历 来有 以 长

发 为美 的传 统
。

从 孩童 长至 成 人
,

头发 可长达 数 尺
,

成 年女 子将 头 发 缩成 髻攫
,

并用 发 并 固

定
。

由于 插 异意 味着女 子 已 经 成 人
,

可 以 婚嫁
,

因 而
“

笋
”

便 成为 古代 女子 获得 社会 承 认 体

现 自身 价值 的一 种 标志
,

受到 女子 们的 普遍 重 视
。

随着 生产水 平 的不 断进化
, “

笋
”

的形 式 和

质料 也 发生 着变 化
,

从 竹
、

骨
、

荆
、

玉
、

象 牙
、

牛角 等 自然 植物 形
,

进 化 为铜
、

银
、

金 等 金

属 工 艺品
,

直 至 发 展 为 后来
“

飞 莺 走凤
”

的
“

花 冠
” 、 “

凤 冠
”

和
“

高 如 牌 楼
”

的
“

大 拉翅
” 。

至 此
,

早先 完 全 是 用来 固定发 髻 的
“

异
” ,

也 变成 了侧 重审 美意 义 的
“

首 饰
” ,

成 为女子 美 化

自身 的重要 装 饰 品
。

我 国 古 代女 子 也很 讲究 面 部装 饰
。

由子 粉脂 具 有 变端 为妍 的作用
,

所 以 深 受女 子 们的 喜

爱
。

早 在春 秋 战国 时 期
,

我 国 女子 已经 使用 白色 的妆 粉修 饰 自己的面 颜 了
。

最 早 的粉状 画 妆

品有 两种
,

一 是 研 细 的大米 与 香料的 混 和 物
,

即 米粉 一 是 由粉 碎的 铅矿 石 而 成
,

即铅 粉
。

后

来 由西 北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传入 了 由花 中提取颜 色
,

再加 入 动 物脂 肪而 成 的 膏状 画 妆 品

—
胭 脂

。

由于 胭 脂 具 有 极好 的装 饰效 果
,

所 以 被历 代女子 所喜 爱
。 “

红 妆
”

也 成为 中国 女 子 最为 普遍 的

耘

周汛
、

高春 明 《中国 历代服 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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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容 方式
。

到 了唐 代
,

女 子对 面 部的妆 饰达 到 了极 至
,

名 目有 画 眉
、

点唇
、

贴 花锢
、

描 斜红
、

染 面 履 五 种之 多 而 且 是 浓妆重 彩
、

一 应俱 全
。

唐 诗中就 有
“

归 到 院 中重 洗 面
,

金 盆 水量 泼

红 泥
”

的记 载
,

形 象 地反 映了 当时女 子对面 部妆 饰的极 度重 视
。

中国女性 注 重装 饰美 的服饰 传统
,

是 和 历 史上 女子 在 整 个社 会生 活中的地 位分 不开 的
。

千

百 年 来
,

中 国 女 性 一 直 是 男子 的 附 属 品
,

未 嫁 从 父
、

既 嫁从 夫
、

夫 死 从子 成 了 不 可违 背的
“

夭 条
” 。

形形 色色的封 建伦理 观 念
,

又 杜绝 了女子 在社 会生 活 中发 挥特 长的一 切可 能
。

她 们

的聪 明 才智
,

几乎无 法 在社 会生 活 中找 到 施 展 的机 会
,

对 服饰 的精 心 修饰 实际 上 已成 为 她 们

寻找 寄托
、

自我安 慰的基 本途 径
。

另外
,

在封 建时 代
,

女性 一 生 中仿 佛 只 有通 过 婚嫁 的 唯一

集道 才能体 现 自身 的存在 与价值
。

对 绝大 多 数 没 有 任何社会 地 位 的女性 来说
,

自身的美 与丑

将 直接 关 乎着婚 姻的 成与败 因而
,

在 绝大 多数 女子 心 目 中
,

自身条 件的美 与丑 与 自己 的终

生 幸 福几 乎就是 一 回 事
。

她 们对 服装
、

头 饰
、

面 饰的高 度重 视与 刻意美化
,

不能不 说是 这种

心 态 的一 种 表现
。

当然
,

装 饰本 身也是 一 种 创造
。

通 过 装饰 实现 审 美理 想
,

其 根本 原 因 仍 然

是 脱离 不开 中国 女性 勤劳而 富于 创造
。

西方 女性 崇 尚自身条 件 的美
,

中国 女性 仿佛有 着 更高

的 审美 追 求
“

世界不 会 满足 人
,

人 便决心 以 自己的 行动来改 变 世界
” 。

事实证 明
,

通 过 改 造

的世 界不仅 能够 弥 补原来 的许 多不 足 而 且
,

由于 打上 了
“

人 的烙 印
”

而 使 人 倍感 亲切
。

今 天
,

中国 女性 的社会 地 位 已经 发生 了 恨本性 的改 变
,

但是
,

她 们服 饰方 面 表 现 出来的

习惯 与 追求
,

仍 在很大 程度 上表 现 出对 传统 观 念 的继 承性
。

在 服饰 中追求 装恤美
,

已 经 积淀

为 中 国女性 服饰 美学观 中最 具 民族 特 征的 习惯 之一
从 以 上 分 析我 们不难 看 出

,

在 中国 古代女性 心 目中
,

服饰之美 来 源于 创造性 的

装 饰
。

值 得 注意的 是
,

中国 古 代女性 对 自身的 装饰不 是零 散
、

局 部地 进 行 的
,

而 是

从上 到 下
、

有 主 有次
,

是 一 个完整 的考虑
,

这 也是 我 们要 谈的 中国 古 代女性 服 饰美学 理 想 的

第二 个 特征 追 求服饰 的整 体美
。

对服 饰美 的 整体性 创造
,

首先 表现 在 中国女性 服装的 形 制上
。

历 史上
,

中国 女性 服 装的

款式 可 以 说 千姿百 态 但是
,

如 果 我 们将众 多的女性 服装 加 以 归纳
,

便可将 它 们划 分 为两 大

基本 类 型 一 类 是上衣下 裳
,

一 类 是衣 裳连体
。

从 出土 文 物和 文 字资 料看
,

周代 以 前 上 衣下

裳的 式样 比较 普 遍
,

不 分 男女 贵贱
,

服装一 律做 成两截 一 截 穿于 上身
,

称 之为
“

衣
” ,

一 截

穿 于 下 身
,

称之 为
“

裳
”

据 《周礼
·

夭 官 》 记载
,

当时 的贵 族 女子 有
“

六 服 伟 衣
、

榆 狄
、

胭 狄
、

鞠 衣
、

展 衣
、

椽 衣
” 。

值得 注意 的是
, “

六 服 皆采用 衣裳 不 异其 色的 袍制
,

意谓 妇 人 尚

专 一
’,

就是 说
,

在古 人 眼 里
,

衣裳统 一 的 色彩是 女子 忠 贞专 一 美 德的 一 种象 征 于 是
,

衣

襄 的形 式问 题便 与 伦理道 德联系 了起来
。

因此
,

衣 裳的上 下配 合被 当时女子 普遍 重视
,

并 形

成一 种 时 尚
。

之 后
,

在 上 衣 下裳的 基 础 上 又 出现 了裤褶
、

孺 裙 等新的 服装 样式
,

虽然 打破 了

上 下 同 色的 陈规
,

而 变 得色 彩纷呈 但 是
,

讲 究服 装的上 下呼应 搭配
,

追 求服装 整体和 谐的

传统 美 学思 想却 被继承 了 下来
。

例如 兴 起 于 魏晋 时期 的大袖衫
,

便是 由衫和 裙两 部分 组成 色

彩上 下 不 一 甚 至 形 成对 比
,

反映 出 当 时女子 追求华丽 的 服饰 倾向
。

但是
,

与此 同时 又 出现

了 “ 披 之肩背
,

不及 下也 ” 的
“

被
” , “

抱 裹 其 腹上
”

的
“

抱腰
”

和 扎 束在腰 间
、

垂 于 腿 下 的
“

束 带
”

这 些服 装配 件的 出现并 非偶然
,

而 有其 潜在的美 学道 理
。 “

抱腰
”

和
“

束 带
”

皆施 于

腰 间
,

可 以对 不 同 颜 色
、

质 料的衫
、

裙起 过 渡 或贯通 作用
“

被
”

虽然 是一 种 披于 上 身 的服 装

丫

〔奖〕马 斯洛
·

《动机 与人 格》
,

华夏 出版社 年版
。

周锡保 《中国 古代服 饰史 》
,

中

国戏剧 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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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
里

‘

委

配 件
,

却可 以 在 色彩或质 料上 与下 身的裙 子 相配 搭
,

形 成 呼应
,

这样 一 来
,

尽 管 当时女 子 的

衫 裙 色彩 纷呈
,

但是 经 过各 种服 装配 件的
“

过 渡
”

,

和
“

配 搭
” ,

在 整体上 是 一 个 有机 统一 体
。

衣裳 相连 的服 装较 上衣 下裳 的服 装 出现 得 要晚
,

战国时 期称 之为
“

深 衣
” 。

汉 代学 者 郑玄

说
“

名 曰 深 衣 者
,

谓 连衣 裳而纯 之 以 采 也
” 。

唐 代学 者孔 颖达 说
“

所 以 此 称 深 衣者
,

以 余服

则 上衣 下裳 不 相连
,

此 深 衣衣 裳相连
,

被 体深 邃
,

故 谓之 深衣
” 。

可见
,

深 衣是一 种上 衣 下

裳 合成 一体
、

连 成 一 件 的服装
。

其 中
“

连 衣裳 而 纯 之 以 采
” ,

明显 是继 承 了前代
“

衣 裳不 异其

色
”

的 传统
,

强 凋的仍 是服装 的整 体性
。

这 一 点可 以 从许 多图画 资 料得到 证 明
。

值 得注 意 的

是
,

这 些
“

纯之 以 采
”

的深 衣并 非通 体无二 色
,

在其 领
、

袖
、

襟
、

据 等部 位 都镶有 边缘
,

其

色 彩
、

纹 样与 质料 都与 衣 裳 本 体的不 同
。

尽管 它 们属 于 深 衣 的 次要 部分
,

但 是 考 证起 来 却能

使我 们体 会到 古 人 制 衣时 的 良苦用 心
。

古 时制 衣多 以 绢
、

丝
、

麻 为面 料
,

质 地都 比较 软
,

用

质地 较硬 的面 料沿 边
,

不 但可 以 增强 衣 服 的牢 固程 度
,

同时 也是一 种装 饰
—

纯 色的衣 服 和 彩

色 的边 缘不 但形 成了色 彩 对 比
,

使 服 装 的 色调 明快 了起 来
。

而 且
,

四 周连 续 的 彩色 边 缘 又 可

以 对 服 装进 行 整 体装 饰
,

增强 服 装 的整 体美
。

随 着历 史 的发 展
,

上 古 时期 的上 衣下 裳
,

很 快

被 后来 的糯 裙
、

衫裙 所取 代 秦汉 时期 的深 衣 也被 后 世 的袍 服
、

连 衣 裙所取 代
。

但是
,

上 下

搭 配
、

整 体和 谐 的审 美效 果
,

却 始终 是中国 古 代女性 服饰 中一 脉 相承 的美 学特 征
。

中国古 代女 性 对服 饰美 强烈 的整 体意 识
,

是 有其 深远 的文化 基 础 的
。

在 生产 力极度 低下

的历史 环 境 中
,

人 们对 自然 万物 特别 是 自身 赖 以 生存 的天 地有 着浓厚 而 神圣 的崇 拜心 理
,

认

为天 地 是 至 尊 无 上 的主 宰
。

这种 迷信以 无形 的 然而 却是 巨 大的 精神 力量 影响 着 人 们各 方 面 的

生 活
。

反 映 到 服 饰方 面 便出现 了
“

黄 帝
、

尧
、

舜垂 衣 裳 而 天 下 治
,

盖 取 之 乾坤
” 《易

·

系 辟

下 》 的思 想
。 “

乾
”

在上 为夭
, “

坤
”

在下 为地
,

上 古时 期 出现的 上 衣 下裳 的 服装形 式
,

就 是

当时人 们受 到 夭 地对 立 统 一 这 一 自然 现 象 启 发 的结 果
。

随 着人 们对 自然 万物 认识 范 围 的 不 断

扩 大
,

大 自然给 予 人 们

样的 记载
“

予 欲观 古 夕

上 更 丰富 的想象 力和 创造 力
。

今 文 《尚书
·

皋陶 漠 》 中就 有这

日
、

月
、

星
、

辰 一 以 五彩 彰施 于 五 色
,

作 服
” 。

所 说 的就 是

将 天 地 间 各种物体 的形 态
、

色 彩施 于 服 装之上
,

成 为古 代服 装最 为简 朴的 装饰
。

于 是
,

自然

万 物 的有 机统 一
,

便象形 地 体现 在 了 服装上
。

人 们对 自然 的原始 崇拜
,

也 转换 成 了 对象 征 着

自然 界整 体 和 谐
、

有机 统 一 的装 饰效 果 的 赞美 与欣赏

中国 古代 女性 在服 饰上 追求 整体美 的特 征还 有一 种 更 为深 层 的表 现 形 式 根 据 自身 的 内

在 条 件来 选择 服饰
,

使 服饰 为表 现 人 的 内心 世 界服务
,

进 而 使 人 的 内在 美和 服饰 的外 在 美有

机地 统一 起来
,

产 生 一 种 仅靠服 饰本 身很 难产 生的 更加耐 人 寻 味的 审美 效 果
。

中国女 性 在历

史上 的特 殊地 位
,

不 但限 制了 她 们的 活 动范 围
,

而且 也极 大地 约 束 了她 们的 眼 界和 胸 怀
,

很

难产 生 男子 那种
“

修身
、

齐家
、

治 国
、

平 天下
”

的宏伟 志向和 愿望
。

中国 古 代女 性 普遍 存在

着 轻社会
、

重 家 庭
,

长 于 心 理 体验
、

短 于 流 露 表达 的 内向型 气质
。

她 们有 较强 的情 感体 验 能

力
,

并 喜欢 在现 实生 活 中寻找 那些 自己喜 爱 的形 象 或 色彩 来 寄托 自己 的 嗜好
、

兴 趣
、

理 想和

心 境
,

通 过 有形 的东 西来 反衬 自己 的 内心 世 界
。

古代女性 善 于 根 据 自己 内心 体 验选 择相 应 的

服 饰
,

追求 外在 与 内在完 整统 一 的 服饰
,

来反 映她 们的美学 观
,

正 是 她 们内 向型 气 质所 决定

的
。

这 个 特点在 古 典 小 说中表 现 得 尤为 突 出
。

林黛 玉 和 薛宝钗 是 《红 楼梦 》 中两 个 重要 人 物
。

她 们 同属 于 名 门 闺 秀
,

青 梁 锦绣 的生 活 使她 们拥 有荣 华富 贵
。

然 而
,

从她 们的穿 戴 上 我 们感

到 的 并不都 是
“

富 贵
”

气
“

头 上挽 着黑 漆油光 的纂 旧 时妇 女梳 在头 后 的 髻 儿
,

蜜 合色棉

《礼记
·

深 衣 》 郑注
,

孔疏
。



妖
,

玫瑰 紫二 色金银 线的坎 肩儿
,

葱 黄续子 棉裙 一 色半新不 旧 的
,

看去 不 见 奢 华
,

惟觉 雅

淡
。 ”

这 样 的装束 和 当 时富 家小 姐 那 砷珠光宝 气
、

极 力打扮 比 较起来 简直 有些 寒酸 了
,

使 我

们很 难一 下子 看 出人 物 的实 际 身 份
。

然而
,

这 种打扮 却 十分符 合薛 宝钗 那 种
“

怒 于 中而 不 行

于 外
” 、

, 合如 城 府之严
”

的性 格
。

而 林 黛 玉 却是 另 一 种装束
“

黛 玉 换上 掐 金 挖 云 掐 金 缝

里 嵌 金线 挖 云 挖 出 云 头 形 花 边 再 垫 上 其 它 颜 色的里 子
,

构成 装饰 图 案
,

红 香羊 皮小 靴
、

罩上 一 件 大红 羽 终 面 白狐 狸 皮 的鹤 瞥
,

系一 条 青 金 闪绿 双 环 四 合如 意 绦 上 罩了 零 帽 ⋯ ⋯
” 。

比 较起 来
,

林 黛玉 的穿 戴却显 得 要 显 眼 些
。

然 而
,

细 细 体 会
,

我 们 便会 发现 这 并 不是 作家 的

随意 安排
,

而是 人物 特有 的心 灵 世界 的表 现
。

孤 苦的 身 世
,

寄 人 篱下 的处 境
,

形 成了 黛玉 多

愁善感 和性 情 阴 郁的 一 面 而 且
,

她 又 不 像薛 宝 钗那 样安 分随 时
,

含 而 不露
。

她从 不 隐瞒 自

己的锋 芒
,

具有 孤 傲
、

自尊
、

富 于反 抗的性 格特 点
。

两 位 名门 闺 秀的 不同服 饰正 是 她 们不 同

性 格 的一 种外 化
。

当然
,

艺术形 象离 不开 作 家的 加工 创造
,

较之 实际 生 活 肯定 会有些 出 入
。

但

是
,

作 为对 中 国 女性 有着深 刻理 解的 曹雪芹
,

在 刻划 人 物形 象 时 却非常 准确 地 突现 了历 代女

子
,

特 别是 才女 子讲 究
“

形 神兼 备
”

的服饰 审美 传统
。

中国 古 代女性 服饰 审美理 想 的 第三 个 特点 是追 求轻柔 飘 逸 之 美
。 “

柔
” ,

既 可 以

概 括为 中国 历 代女 性身 上 普遍 存在 的气 质特点
,

也 可 以 视 为 中国 历 代 女性 服 饰 美学

食奋

巴

追 求 中的一 种荃 本风 格
。

中国 传统美 学 是 建立 在儒家
“

仁
”

学 基 础 之上 的
, “

仁者 爱 人
”

的学 说 又 将 个人 的一 切 同

社 会的 伦理 规范 交融 在一 起
。

社 会成 为 体现 人 存 在价值 的唯 一 舞 台
,

然而
,

在 以 体 力 作 为 主

要生 产 和 战 争手段 的 漫长 历 史时期
,

女性 始终 无法 在社 会舞 台上 扮 演有 力的角 色
。 “

男主 外
,

女 主 内
”

的 社 会分 工
,

反映 到意识 形态 领域
,

便 形成了 男尊女 卑 的思 想
。

从 孔 夫子
“

女 子与

小人 难 养也
” ‘ 《论语》 起

,

女 子在社 会生 活 中一 直处 于 被 歧视 的位置 上
。

甚至 近 代大 思 想家

顾 炎武 在发 出
“

天 下兴 亡
,

匹 夫有 责
”

的呼 吁 时
,

也将
“

匹妇
”

排 除在外
,

这 样的社 会 文 化

氛 围
,

不 但从 根 本上 阻 绝 了历 代 女子参 加 各 种社 会活 动
、

经 受 多种 锻 炼 的机 会
,

使中 国 女性

很难 养成 像 欧 洲女 性 那样强 健 结 实的 体魄 同时
,

也压 制 了封 建时 代女性 的 自强 意 识
,

在女

子 的心 灵 深 处 形 成 了 以 自我 否 定 为主 要 内 容 的心 理 定势
。

这 种 心 理 定势 的不 断 加 强
,

既 派 生

出了 中国 古代 女性 在审美 理 想中 以 柔 和 温 顺 为主 要 内容 的传统 心 态
,

也在 社会 范 围 内积 淀起

一 种 以 柔 和 温 顺 作 为衡 量女 子备种 行 为美丑 的准 则
,

从 社会 舆 论 的角度 进 一 步 强 化 着 中国 古

代女 性 在各 种 活 动 中必 须随 时注 意 自身 的
“

阴柔 之 美
” 。

这种情 况 反 映 到 历 代女 性 的服 饰 中
,

便形 成 了 以轻 柔飘 逸 为特征 的审美 迫求
。

在 中 国
,

男女服饰 的分 野大 体 出现 于 汉 代
。

汉 代的 服装 以 袍 为主
,

但是和 男袍 比较
,

女

子袍 服 的袖 子要 长得 多
。

从 出土 的陶 俑看
,

一 般 男俑的 衣 袖都 比较 简捷
,

手露 于 外
,

女 俑的

衣 袖则 显 得 较长
,

手 藏于 内
。

长 沙马 王 堆汉 墓 出土 的女 服实物 更证 明了这 一 点
。

例 如
,

一 件

素 纱禅 衣
,

衣 长 厘 米
,

两 袖展 开 竟长达 厘 米 一 件 穿在外 面 的红 纱 绵袍
,

身长 厘

米
,

两 袖通 长 达 厘 米
。

与 当 时女子 的实 际 身高 比较
,

这样 长 的 衣 袖 垂下 几 乎拂 地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限 制 了 女子 的活 动
。

但 是
,

从 整 体上 看
,

长袖 比之 短 袖无 疑 更具 有装 饰效 果
。

加 之

以 丝
、

绵
、

纱
、

绢等 柔 软舒 展 的 材 料 制成
,

大大 增 强 了 女子 服 装 的 轻 柔 飘 逸 之 美
。

汉代 男 女

头 饰 的分别 也很 大
。

男子 以 冠 为贵
,

同时也 常 以 巾
、

幢 包 裹头 发
。

女子 则 以发 髻 为主
,

髻上

《红 楼梦 》第 回

年版
。

《红 楼梦》 第 回
。

周 汛
、

高春 明 《中国 历代服饰 》
,

学林 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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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

插 以 各种 首 饰
。

其 中最富 代表性 的是 一 种 以 金 属 丝 编结 为花 枝形状 的饰 物
,

上 缀珠 宝 彩玉 并

有各 色 花 饰 垂 下
,

插 于 髻上
,

既 可 固 发
,

又 具 有 极好 的装 饰效 果
。

特 别是 当 人 体 动作 时
,

下

垂 的彩 色 饰 物 也会不 停 地摇 曳
。

这 种头饰 和 发 笋 比较 起来
,

不 但更 具 色彩
,

而 且 还 产 生 了 一

种 动 中有静
、

静 中有 动 的神 奇之美
。

求轻
、

求 柔 在 魏晋 时期的 女性 服饰 中蔚 然成 风
。

衣 带 飘

舞
、

宽 袖如 云
、

长 裙拂地
、

高 髻 岐峨
,

成 为 当时女性 服饰 的主要 特 点
。

据 说 后代 画家 们 在创

造仙 女 的服 饰时
,

就 主要 以 魏 晋 时期 的女 子服 饰特 点为 依据
,

来 表 现 仙女 们 的翩 翩仙 态
。

唐

代是 我 国 服 饰发 展 的 极 盛 时期
,

女性服 饰在溶 合了 中 外服 饰特 长之 后
,

呈 百 花 齐 放之 势
,

但

其 中仍 不失 轻 柔 飘 逸 的 传统风 韵
。

唐初女 子 的一 般 服 饰
,

以上 着短 小 的衫袄
,

下 着紧 身 长裙

为普遍
。

裙 腰束 至 腋下
,

用 丝 带 系扎
,

显 示 出女 子 的修 长体 态
。

后 来
,

女 子 的裙 幅 日益宽 大
,

裙 身也 明 显 增 长
,

从 孟 浩然
“

坐 时衣 带 萦纤草
,

行 即裙 据扫 落梅
”

的诗 句 中
,

我 们可 以 想 见

当时女 子 衣 带摇 曳
、

轻裙 漫舞 的飘 逸 情 境
。

除了 通 过 裙 带
、

裙 身来 体 现 飘逸 之美 外
,

唐 代女

子还 普遍 喜欢 在 肩上 披 搭一 条 名叫
“

披 帛
”

的彩 巾
。 “

披 帛
”

通 常 以 轻薄 的 印花 纱
、

帛为 材料
,

其形 制大 体有 两 种 一 种横 幅较 宽
,

长 度较 短
,

使 用 时 披在肩 上
,

形似 一 种 披 风 一 种 横 幅

较 窄
,

但 长度 达两 米以 上
,

平时 将其缠 绕在 手臂
,

走起 路 来
,

酷 似两 条徐 徐飞 动 的彩虹
。

宋

代女 子服 饰仍 保持 以 轻 柔 飘逸 为美 的 传统
,

其 衣
、

裙的 式样
、

质 地
,

以 及
“

披 帛
”

的 习 惯 都

继承 了唐 代
。

所 不 同的 是
,

程 朱理 学 的严格 制约
,

不 但压 抑 了人 性
,

束缚 了人 们 的思 想
,

也

在很大 积 度上 钳 制 了 人 们对美 的大 胆迫 求
。

反映 到 服饰 上
,

这一 时期 一 般女 子 的服 饰在 色彩

上 都 趋于 淡雅
,

唐代 那种红
、

绿
、

黄
、

紫等 对 比 强 烈 的 色彩 已不 多见
,

代 之而 出的是 淡绿
、

粉

紫
、

银 灰
、

葱 白等 素淡 的颜 色
,

虽然 仍不 失 轻柔 飘 逸 的风 韵
,

但 是
,

罩在
“

以 瘦 为美
”

的 身
体上

,

在 轻柔 飘逸 之 中不乏 屏弱 的病 态
。

从 汉 至 宋一 千 多年 的继 承 发 展
,

到 了明 代
,

汉 族 女

性 以 轻柔 飘 逸 为美 的 服 饰 风 格 已 基 本 成熟
。

元
、

清两 代 由少 数 民 族 统 治 的历史 时 期
,

尽管 都

出现 过 由官 府直接 参 与
,

强 制汉 人 改 服 的 事情
,

但为 时都难 以 长久
。

汉 民 族 女 子 的服 饰 传统

与 少 数 民族 的服 饰 习惯 相融 合
,

又 将 轻柔 飘 逸 的服饰美 学 传统 以 新 的面 貌表现 了 出来
。

例 如

清 代 的旗袍 原 是一 种 典型 的少 数 民族 服 装
,

最 初的式 徉以 园 领
、

大袖
、

下 摆宽 阔 为特 征
。

服

装 整 体造 型 简练
、

色 彩素 雅
,

表 现 着少 数 民 族 崇 尚简朴的 审美 思 想
。

辛亥 革 命后
,

汉 族 女 子

开始 穿 着旗 袍
,

并 在原 有基 础 上 加 以改造
,

将 衣 身缩 短
,

腰 部 收紧
,

比原 来的 样式 更加 简 洁
、

轻 便
、

适 体
。

值 得 注 意 的是
,

新 旗 袍最 大 的特点 是一 改旧 式 旗袍 的粗 大造 型
,

加强 了肩
、

胸
、

腰
、

臀部 的 曲线
,

从而 大大 突 出了女性 体态 的轻 柔之美
。

中 国 古代 女性 以 轻 柔飘 逸 为 美的 审美理 想
,

还 表 现 在 对 自身装饰 的 一 些特 殊 寓意 上
。

我

国 很早就 有
“

比兴
”

为美 的创作 思 想
,

不 但指 导 着 艺术 创 作
,

而 且 也 表 现 在对 服 饰 的美 化方

面
。

例 如 将 日
、

月
、

星 辰 绘 于 天 子的 冕服 上
,

隐喻 其光 照 人 间 将 麒麟
、

狮 子
、

熊 黑
、

犀牛

等动物 图 案绘 于 武士 的官 服 匕 隐喻 其勇 猛 漂 悍
。

女 子 服 饰则 以 突 现
“

阴柔 之 美
”

为 特 征
,

喜

欢 运 用 花
、

鸟
、

祥云 等具 有温 和
、

小 巧
、

流 动 意味 的图案 来修饰
,

从 一 个侧 面 表 现 出中 国 古

代 女性 以
“

柔
”

为 美 的 审 美 理 想
。

值 得 指 出 的 是
,

在 各种 装饰性 图 案 中
,

花 一直 是 历 代女 性

服 饰 中最 为普 遍 的一 种饰 物
。

从 战 国时期 的
“

制 艾荷 以 为衣 兮
,

集 芙蓉 以 为裳
” 。

屈 原 《楚

辞 》 到 汉 代上 插
“

九华
”

即 花 的步摇 首饰 从 隋唐 以 各种 花 卉 为服 饰 图 案 的丝 绸织 物
,

到

宋代
“

牡 丹芍 药蔷 薇朵
,

都 向 千宫 帽 上 开
”

的冠 花 风 气 从
“

三寸 金 莲
”

的小脚 银 鞋 上 的铸 花
,

到 清 代 身绣 牡丹 的
“

凤 袍
” ,

不 但反 映 出花 在 中国 历 代女性 服饰 发 展 过 程 中的重 要 历 史地 位
,

而且 表 现 出古代 女性 对花 的特殊 感情
。

可 以 说
,

像 中国女 性这 样通 体 以 花为 饰 的
,

在世 界范

围内也 不 多 见
。

对 花 的热 爱
,

固 然 因 为花 卉本 身就是 美丽
、

鲜 艳
、

纯 洁的化 身
。

同 时
,

也因



为 在不 同的 社 会 条 件 下
,

自然界 的 花 往 往和 一 定的文 化观 念相 联 系
,

成 为某 种美 好精 神 的象

征
。

如荷 花 的 出污 泥 而 不染
、

梅花 的 俏丽 孤 独
、

牡 丹 花的 端庄安 祥等等
,

都是 在不 同社 会 条

件 下形 成 的一 种 以 花 为寄 托的文化 心 态
。

在封 建妇道 的礼教 的 压 制下
,

中国 女性 在 社会 和家

庭 生 活中 注 定 只 能是 弱 者和 失败 者
,

现 实生 活 中的 各种挫 折和打 击
,

使 她 们几 乎无 法在 生 话

中找到 自己 的位 置
,

而 只 有 在大 自然 中发 现 一 切 美好 的东西
。

中国 女性对 花的 热爱
,

一 方 面

出于 她 们对美 的 热爱
,

另一 方 面 也 反 映 出她 们从 花 中受 到的 多种启 发
,

反 映 出她 们 对花 寄托

着 多种在 现 实生 活 中无 法实 现 的理 想和 追 求
。

那位对 花 有着特 殊痴 爱的 黛玉 姑娘
,

之 所 以 时

时 以 花 自喻
,

不就 在于 她 从 花 中悟 出 了 自己 的前途 和 命运 吗 由此 可见
,

历代女子 喜 欢 用 花

来 装 点 自己的 服饰
,

既 是 爱美 之心 的 表现
,

也是 生活在 社会底 层 的女性 们对 美好 生 活 的一 种

寄托 和 向往
。

中国 历代女 性 在 日常 服饰 中对装 饰美
、

整体美 和轻柔 飘 逸 之美 的刻意追 求
,

构成 了 中国

女性 服饰 的 民族 特征
。

各 个历 史 时期女性 的审美 理 想
,

各 个历 史 时期 女性服 饰的美 学特 点 都

可 以 在这几 方面 得到 生动 体现
。

在 中西 文化不 断交 汇 的 今天
,

中国 女性 服饰 尽 管发 生 着深刻

变 革
,

但是
,

讲 究装 饰美
、

整 体美 和 轻 柔 飘 逸 之美
,

仍然 具 有现 实的美 学魅 力
。

人 们仍 然在

自觉或 不 自觉 中 将这些 特 征 作为 中国 女性 服饰 中具 有东方 民 族 典 雅 之美 的主要 构成 因 素
。

英

国学 者 约 琴 阿
·

雷 诺兹 说
“

艺术 的全 部美和 伟大
,

就 在于 能 够首先 获得 非 凡 的形 式
、

地 方性

的 风 格
、

各 种各 样的特 征和 细 节
。 ’,

应 该看到
,

中国 古代 女性 服饰正 是凭 借着 自 己
“

非凡 的形

式
”

和
“

地方性 的 风 格
” ,

才在历 史上 放射出 灿 烂夺 目的光 彩
。

认 真研 究这些
“

形 式
”

与
“

风

格
” ,

不 仅有 助 于 总结 前人 的经 验
,

美 化我 们今夭 的生 活
,

而 且 对 于 弘扬 中华 民 族 的 优秀 服饰

文化
,

无 疑 也具 有 重要 意义
。

〔资任 编辑 王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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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师 范大 学思 想 文化 研 究所 成 立

暨 三 秦 文化研 讨 会在 我校举 行

陕 西师范大学 思 想文化 研 究所成 立 暨三 秦 文化研讨会 月 日在我校 举 行
。

来 自省内有关高校和 科研
、

出版单 位以 及 我校 文科各系所的专家 学 者 多人 出席 会议
。

副校 长宋文周教授代 表学 校党政领 导 在会上 讲

了话 我校斯维 至 教授
、

黄永年 教授
、

何 清谷 教授
、

赵吉惠 教授
,

西 北 大学周伟洲教授
、

戴南海教授
、

任大

援教授
,

西北 政法 学 院赵馥洁教 授
、

王 士 伟教授
,

《人文杂志 》主 编王 玉 梁研 究 员
,

陕西 人 民 出版 社 总编 周鹏

飞 编审
,

陕西 教育志主编 吕效祖先 生等十多 人先后 发言 会议 主要 围绕三 秦文化的涵 义
、

结构及特 征
,

三 秦

文化的生成
、

流 变与文 流
,

三 秦文化的 中外 比较等问 题进行 了认真热烈 的讨论
。

一 致认为 三 秦文 化是 陕西

在 厉史 上 形成和 发展 起来的 区 域性 传统文化
。

它 同齐备文 化
、

荆 楚文 化
、

巴蜀 文化等其他 区域性文化一 样
,

都是构 成 中国 传统文 化 的有机 部 分
。

研 究 三 秦文 化
,

对 于更好地 发捆
、

整理
、

宏扬陕西 传统文 化
,

建设 社会

主义 新 文 化
,

以 至 建设 有中国特 色 的社 会主 义 都具 有积 极 意义

陕 西师 范大学 思 想文化研 究所 由赵吉 惠 教授 任所 长
,

下 设 中国 传统思 想文 化
、

三秦文 化与关学
、

宗 教
、

中西文化 比较四 个研 究室
,

以 中国传统 思想文 化
、

三 秦文化为主要研 究方 向
,

计划在近 年内编撰出版 《三秦

思 想文化典籍丛 书 》
、

《三 秦思 想文化名人 丛 书 》

师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