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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服装文化比较研究 

屠恒贤 

(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上海200051) 

摘 要： 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服装文化是一种单源性的文化。 

在其形成过程中，与中国的巫觋和礼乐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注重形的内涵，具有浓厚的社会政 

治伦理倾向。在其发展进程中，因袭、守旧，继承性与连续性远大于变异性与创新性。西方服 

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将服装视作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注重形式，认 

为形式即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时代特征明显，风格变化昭然。变异与创新性远大于继承与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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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是一种文化，中西服装文化由于发生的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积 

淀的内容不同，因而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 

很大的差别。 

一

、单源与多源 

从服装文化的源流来看，中国服装文化是一 

种单源性的文化，而西方服装文化则是一种多源 

性的文化。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其起源时间至少 

在5000年前，由于中国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东部 

是浩瀚无际的大海，西部有帕米尔高原与喜马拉 

雅山的阻挡，北部是荒漠寒冷的大草原。造就了 
一 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很少受到世界上其它古老 

文明的影响，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 

点，并且具有巨大的连续性，主干脉络清晰。以中 

华文化为主体的特征，始终贯穿着整个发展过程。 

中国服装文化在此大环境下，也不例外，保持 

着鲜明的特色和独立性。大致在传说时代的黄 

帝、尧舜时期我国已经采用上衣下裳服装形制。 

从商代出土的玉雕人像中，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到 

这种上衣下裳的形式，上衣长度至膝盖，衣襟右掩 

相叠，称为右衽，形成交领，腰间用一根带子系缚 

固定。下身着围裳。中国古代将右衽的服装以及 

束发的装扮视作文明的象征，并将其作为古代华 

夏民族区别于周边其他民族的一种特征，而披发 

左衽则为异族服饰的特点。孔子曾感叹：“微管 

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 ·宪问》) 

西方古代文化发源于地中海沿岸，古希腊文 

明曾受到同处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古埃及文明、两 

河流域文明、西北小亚细亚文明的影响，诸多古代 

文明的因子有机地碰撞、互摄、嬗变而铸成了古希 

腊文明，为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础。 

西方服装文化也是如此，发源于地中海区域。 

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的地中海先后孕育了一系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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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古代文明。远在公元前 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 

开始使用羊毛纤维，采用羊毛织物包缠在人体上，形 

成服装。在公元前3000年的塑像上，可清楚地可看 

到：“妇女与国王的身着包缠形的围裙和大披巾。束 

穗状羊毛组成了多层荷叶边。”⋯ ’ 

几乎与苏美尔文明发生的同时，非洲北端的 

尼罗河流域也产生了古埃及文明。它是世界上最 

早使用亚麻纤维的地方。由于地处温热带，古埃 

及人着装很少，下层阶级一般处于裸体状态，或用 

布块简单地缠在下身，形成胯裙或围裙。上层人 

士也穿围裙但布料精细并且带有整齐的放射状的 

衣褶(象征太阳的光芒，崇拜太阳神)。 

公元前 1750—1450年位于地中海东部爱琴 

海上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进入了全盛时 

期，这个被称为希腊上古文明的爱琴海文明，是古 

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之一。 

王宫壁画人物与小雕像上的服装，无论在款 

式还是工艺制作上，在以后的将近3000年内都是 

空前绝后的。荷叶边状多层下摆重叠的喇叭裙， 

露胸的紧身短上衣，服装典雅、造型精致，与 19世 

纪的欧洲时髦服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公元前 1200年左右，来自巴尔干半岛西北伊 

利里亚的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半岛，希腊文化几乎 

失去了与古代世界的一切联系，原有的高度文明 

被破坏殆尽，昔 日服饰上的亮丽与辉煌被完全湮 

没，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往日米诺斯服装完全不 

同的风格，以披挂包缠形服装为主，简朴、和谐。 

古希腊的服装无论从款式还是面料上，都受 

到来自地中海区域各文明的影响，披挂包缠形服 

装是古埃及人、苏美尔人常用的形制，它们甚至被 

视为文明的象征，而裁剪缝制的服装则被视为野 

蛮标志，以至有一个时期罗马法律规定：穿裁剪缝 

制服装者要被判处死刑。【l J(蹦’ 

综上所述，中国的服装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 

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滥觞期，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 

保持着独立性与单源性。以古希腊为基础的西方 

服装文化，受到古老的地中海多个文明的影响，具 

有多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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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巫觋、礼乐文化与特殊人体艺术 

中国服装文化在其滥觞期就与中国古代的巫 

觋文化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j，《易 ·系辞》称“黄 

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于乾坤”。黄帝颁布 

了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制，上衣象征天，服色用玄 

色，为天未明时之色。下裳象征地，服色用黄色， 

地为黄色。将服装形制与天地联系在一起，从而 

达到了天下大治的目的。在古代巫觋文化中，服 

装的功能与作用是如此强大。 

唐虞尧舜之时，更有以冠履衣服为刑罚的所 

谓象刑。“⋯⋯上刑，赭衣不纯 (衣服之缘饰谓 

纯)；中刑，杂履 ；下刑，墨蒙。”“唐、虞象刑，而民 

不敢犯。”(《尚书大全》)象刑取得了很大的威慑 

效果，应是服饰与古代巫觋文化中巫法与巫力结 

合的结果。 

在中国服装文化的成熟期则与西周礼乐文化 

的形成密切相连【2 。中国服装文化在表现礼乐 

文化以等级性为内容，以形式性为特征的制度体 

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特点主要有： 

(1)周礼中规定了一整套冠服制度，也称为 

冕服制度。强调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等级概念， 

在重大礼节场合，包括祭祀与朝会，用事场合，服 

装等级差别严格，上能兼下，而下不能僭上。 

(2)强调服装文化的政教功能，服饰在籍形 

象以表达义理方面达到了极点，从伦理道德的角 

度来对待服装的结构形制，服装的图案纹饰(章 

纹)，服装的佩饰，以起到正风俗、治天下、安定社 

会的政治教育功能。 

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发达，在服装文化步 

人成熟的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 

的高度，古代纺织品所使用的纤维原料丰富，织成 

的面料所产生的风格大不相同，丝、麻(大麻、苎 

麻)、葛、毛织物间，本身就存在着贵贱之分，加之 

中国古代纺织加工技术的发达(提花、染色、练 

漂)，即使对于同一种纤维，加工方法与深度不 

同，所产生的效果与风格也可截然不同。这些绚 

丽多彩、品种丰富的纺织品在客观上为服装的外 

观变化提供了条件，也为服装文化体现以等级性 

为内容，形式性为特征的礼乐文化精神，提供了不 

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第二，中国的祭祀文化发达：在殷商时期，对 

天神、上帝的崇拜，几乎支配着一切思想和重大行 

为，难怪“殷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几乎元 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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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祭祀”， J(nö ，周因于殷礼，在祭祀方面殷、 

周有相承相因的关联，由祭祀礼仪而衍生出一整 

套规范的体系——礼。服装在人的仪容上，作用 

显著，尤其在礼文化中，它可以彰明等级制的界 

分，增益等级制的色彩，强化等级制的功能。同 

时，礼文化也为服装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内容。 

第三，周的礼乐文化是一套具有明显政治功 

能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它除了规范人的道德行为， 

使之合乎于礼外，它还将物象看作是人的某种伦 

理品格的表现和象征，其实质是将物象拟人化和 

伦理化。在礼文化中，服装与佩饰也不例外，具有 

“比德”作用，强调了某种政教功能。这一点与西 

方服装文化有明显的不同。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古希腊文明，它和其他所 

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 

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 

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所 

独有的智慧特征。”C41(~12) 

在服装上，古希腊人也是如此。他们采用了 

古埃及文明与中东文明中所常用的披挂形服装， 

但又具有希腊人对服装的独特理解：服装本身并 

无一定的结构制式，仅仅是一块方形的衣料，根据 

穿着者的身高，及所要形成的款式，在织机上织 

成。然后以人体为模架，衣料不经裁剪，以不同的 

方式披挂、围缠在身上，形成不同的款式风格。这 

种披挂、包缠形的服装，以简洁、明晰为特色，不经 

任何裁剪和缝制，因此，在描述希腊早期职业的语 

汇中，无裁缝(dressmaker，tailor)一词。 

希腊人最早使用的纤维是希腊高原本地所产 

的羊毛，后来几经辗转，爱奥尼亚人将埃及的亚麻 

织造技术传人希腊，并将埃及人在亚麻布上打细 

褶的技术与希腊的披挂、包缠形服装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希腊服装所特有的动态美，服装的形式、衣 

料的褶裥与运动三者之间处于和谐的统一体中。 

这种和谐与平衡的审美基调也体现在古希腊 

的一切艺术之中，如雕塑、建筑等诸方面。“在古 

希腊艺术与技术是不分的⋯⋯因为它们都遵循一 

定的规律、法则和技巧。”-5 希腊人认为：绘画、 

建筑、雕塑是艺术，服装与美发也是艺术。由于古 

希腊的服装不经裁剪和缝制技术，直接在人体上 

披挂包缠成形，因此他们更注重形的艺术，而不是 

通常的结构制作技术。 

对于形的理念与定位，中国与西方的理解完 

全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的是形的内涵， 

即形所隐喻的意义，立象以尽意，它是为礼的文物 

昭德属性服务的，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的倾 

向。形的审美在于它所表达的意。 

而希腊人则不同，他们用理性的科学的观点 

来理解形，认为形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法则才能 

达到美的效果，他们注重形的本身结构，把形分解 

成数学的组合，研究形的各个部分的数量大小及 

比例关系，以及何种数量比例才能使形达到完美 

与和谐。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就是数 

的和谐，著名的黄金分割法就是他们发现的。 

因而希腊人认为形式即本质，艺术家给石头 

以形式，“按照美的比例创造雕塑时，既给了石头 
一 个外形，又给了一个本质”，[5】( 雕塑形式各 

别不同，所表现的个体本质也各异。在服装上也 

是如此，同样是一块织物，在人体上披挂包缠的形 

式不同，即形成了不同类别的服装，根据安排的形 

式，分别产生了基 同(chiton)、克莱梅斯 (chla— 

mys)、希马欣 (himation)等多种服式。希腊人这 

种注重对服装形的安排的理念，是西方服装文化 

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它对西方服装的演变与发展 

有着重要的影响。 

古代希腊是众多城邦的联合，这种城邦联合 

的体制，含有民主制度的雏形。因而希腊人思想 

自由，富有探索与思辨精神，不似中国人等级观念 

强烈思想保守。他们对服装有自己的独特的理 

解，仅将它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用品。在当时比 

较发达的雅典，“公民生活简单，全部衣著只有一 

双凉鞋，一件基同，外披一件希马欣，公民没有多 

大的生活需要和享受”，-6 ’衣著十分简单，而 

且衣料是普通的亚麻布和羊毛织物，平民与贵族 

间在衣著上也无明显的差别。 

希腊人对服装的理解也与他们对人体本身的 

理解有关，他们欣赏、崇拜裸体，尤其是健壮的裸 

体。古希腊人认为：“公民需要强健的体魄⋯⋯ 

崇拜具有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捷，擅 

长各种运动的裸体⋯⋯ 连青年女子运动时，差不 

多也是裸体。在竞技场上也是如此，在四年一次 

的以敬神为目的的全民大会都是展览与炫耀裸体 

的场合。’’ ‘H’ 

正是由于古希腊文化的这种独特的背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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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方服装文化的早期即注重形式与人体的协 

调的概念。古希腊人采用理性和艺术的观点来对 

待服装。服装的形是衣料与人体共同创造的，服 

装上衣褶的大小与数量，和人体是一种动态的平 

衡，只有两者和谐地统一、共同作用才能产生美的 

效果。这种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数量与比例的和 

谐，是一种技巧的美、理性的美。 

因而在西方服装文化的形成时期即将服装视 

作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注重形式，注重人对形式 

的组织与安排，重视形式与人体的协调，这是用理 

性与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服装的体现。这些特点对 

以后西方服装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因袭守旧与变异创新 

随着中国文化从巫觋文化发展到礼乐文化，中 

国的服装文化也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进人了成熟期。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不变的宇宙 

观，不变的政治制度，不变的伦理信条，不变的人 

生理想中，毫无间断地延续下来，” J( ”中国的 

服装文化也是如此，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服装文 

化的继承性、连续性要远远大于变异性、创新性。 

纵观 3000年来的中国服装史，从商的上衣下 

裳到周的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深衣的出现，经历 

了一次服装制式的变化。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将 

胡服引入赵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服制改革，以适 

合山地骑兵作战的胡服，替代宽衣褒带的汉服。 

但这种改革并没有在整个中原地区得到推广。从 

秦汉开始，几千年来男袍衫，女襦裙为主体的基本 

形制一直是中国各个朝代的服装的主要形式。只 

有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才为中华服饰注入一 

些新的内容形式，如南北朝时期的裤褶、两裆衫， 

元代蒙古族的顾姑冠、辫线袄，清代满族的马褂， 

但这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浪花与点缀，波 

澜过后重又溶人传统中去。 

西方的文化是在剧烈的斗争中不断进取与发 

展的，西方服装文化也是如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 

中重心不断转移，从希腊、罗马、拜 占廷、到意大 

利、荷兰、法国，时代特征明显，风格变化昭然，不 

断否定，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与形式。 

继古希腊以后，罗马在几个世纪里成为西方 

的文化中心，在对服装的理解上完全继承了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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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的风格，服装的形制是古希腊的翻版。 

拜占庭成为罗马帝国东部的新首都后，东方 

的影响逐渐加强，同时，自从公元 312年米兰赦令 

颁布后，基督教的影响日益扩大，服装不再裸露。 

古希腊的服装形制，基督教的蔽体思想，东方华丽 

精美的织物构成了拜占庭服饰的特征。 

中世纪初期，欧洲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肉体 

被认为是罪恶的，与古希腊崇拜、赞美、欣赏健美 

人体的观念完全相反。中世纪浑厚的罗马式教 

堂，增加了人的沉重的负罪感。与此相呼应，男女 

都穿遮蔽严实、宽松略肥的吐尼卡，人体的线条不 

再显现，行云流水般的美丽的衣褶也消失得无影 

无踪，形式与内容本质达到了新的统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使文化与艺术达到了 

空前的繁荣，封建神学的禁锢被打碎，人们把追求 

天国来世幸福的热情，转移到现世的人间中来。 

服装的形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色彩丰 

富、鲜艳，其宗旨在于突出人体着装的美。服装的 

审美重心在于突出男女的性的特征，华丽的装饰 

使造型夸张到了极点。服装的形式与追求个性解 

放、恢复古希腊自由的精神相一致。 

近代欧洲的政治中心不断转移，服装文化重 

心也随之变化，l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称雄欧洲， 

西班牙服饰主导整个欧洲的时尚。 

l7世纪上半叶，荷兰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 

资产阶级共和国，称霸欧洲。以自然舒适为特点 

的荷兰服饰很快地取代了原先极度夸张的造型与 

僵硬的模式，成为欧洲的时尚。 

l7世纪下半叶法国成为欧洲的政治文化中 

心，自此，法国确立了在欧洲的不可动摇的服装文 

化中心地位。同时服装与艺术风格紧密地联系在 
一 起。成为时代的服饰时尚的特征。在服装上结 

构造作，装饰华丽的巴洛克服饰取代荷兰风格的 

服饰流行欧洲。l8世纪上半叶，体现纤巧细腻女 

性风格的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服饰。取代了雄壮伟 

岸的巴落克风格服饰。l8世纪的下半叶，新古典 

主义风格的服饰主宰法国的服装潮流，古希腊风 

格的简洁服饰，再现于欧洲。l9世纪，继浪漫主 

义风格后，是新艺术风格影响了欧洲的服饰时尚。 

纵观西方服装文化发展的历程，服装文化的 

历史重心不断转移，形式变化跌宕起伏，古希腊、 

古罗马、拜占庭、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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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欧洲等时代特征明显。服装变化周期越来越 

短，从古希腊至欧洲中世纪间的数百年的一个变 

化周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后的 5O年一个轮换，再 

至 19世纪的25年一个变化周期。进人2O世纪 

后更换周期缩短至 1O年，交替更迭愈益频繁。 

服装受艺术风格的影响，不断变化发展。从 

欧洲中世纪的罗马式艺术、哥特式艺术到近现代 

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浪漫主义艺术、新艺 

术、迪考艺术、POP艺术、OP艺术等等。服装的形 

式的表现与艺术风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西方服装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特点，与下 

列因素有关：首先，在西方服装文化的形成期，古 

希腊人即认为形式就是本质，以科学理性的态度 

来对待形式本身，所以在西方服装文化的发展中， 

也重视服装的形的变化和发展。与中国服装文化 

的重“意”轻形，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次，在西方 

服装文化的初期，古希腊人 “艺术与技术是不分 

的”，把服装也作为一门艺术来对待。这种理念 

对以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长期将服 

装形式与艺术风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文 

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思想更加 自由解放。 

禁锢与枷锁被打破，促使服装发展变革更快。所 

以中世纪后的西方的服装文化是一个不断创新、 

进取的文化，标新立异被认为是一种时髦，因而一 

种风格不断被一种更新的风格所取代，服装的形 

式的变化层出不穷。而中世纪后的中国，依然受 

到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理学的统治，礼的约束与 

严格的等级制度，缺乏创新，变革。这是中西服装 

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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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ress 

Culture and W estern Dress Culture 

TU Hengxian 

(College ofTextile，Dong 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1，China) 

Abstract：There aIe plenty of differences in the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ess cultures．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 

ison between the two dress cultures in their origins，background of formation，and evdufion．Chinese dress culture，which has a 

single origin，has been influenced by Chinese m~sie culture and etiquett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form ation．It attaches great im‘ 

portance to the connotation ofthe dress form and tends to b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olitics，ethics and hierarchy in China．In its 

process of development，there have been more succession and continuity than variation and innovation．On the contrary，Western 

dress culture，which has multiple origins，l00l【8 on the dress as a special art of human body，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dress 

form ，and equates form  with content．In its process of development，it has displayed its obvious style features in each era，with 

more variation and innovation than succession and continuity． 

Key words：culture，dress，Chinese and Western，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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