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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研究

清代皇帝服饰制度及其艺术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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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观念中,服饰不仅是华夏礼仪的重要载体,更是礼制的重要表现。清代的皇帝服饰在中国服饰史中

最繁缛复杂。以之为研究对象,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阐述清代皇帝服饰形式及其制度,不仅反映了

当时经济的发展程度,更代表了一种新的服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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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代服饰缘起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华夏民族。关于华夏民族

的由来,《左传》中有记载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
称夏;有章服之美,故称华。”这句话中的礼仪是古

今所有学者一直在强调的,华夏民族又在外族中常

被誉为“礼仪之邦”。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华夏

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服饰不仅是礼仪的一个重要载

体,更是礼制的重要表现。在《易·系辞下》中也

有:“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记载。自古以

来中国就是一个讲究“衣服有制”的国家,也就是说

要求服饰要“昭名分,辨等威”。例如我们常说的

“布衣”就是指贫民百姓,而“乌纱帽”则是泛指文武

官员,说到“黄袍”就是说皇帝了,诸如此类。
中国是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飘

逸的塔形服饰长期代表了中华服饰。而蒙古族和

满族的服饰也曾一度主宰中华民族的服饰史。尤

其是清代衣身修长的旗装以其严谨的造型、华丽庄

重而清高不凡的风格,在古代服饰史中独树一帜地

打破了千年来飘逸的塔形服饰,在国内外得到了

“一代优美服饰”的美誉。
公元1616年自女真部族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

女真,建立后金政权起,清朝历经11帝统治了276
年。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强盛、衰微以及灭亡,中华

服饰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的统治阶层入

关前是游牧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服饰

文化,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下令汉人剃发、留辫、改穿

旗装,来同化汉族。客观角度看来,虽然清入关后

的服装制度的变化是由于执政者的强制作用而发

生的民主意识及服饰文化的改变,但从衣着的实用

性和传世持久性来看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后来得益于清统治者“十不从”的政令民族矛盾缓

和,清朝的服饰在全国范围内才得以顺利的推行。
更进一步地,清朝旗装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

方便的特点才是汉民易于接受的主要原因和根本

动力。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国力逐渐衰微。在清

王朝末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艺术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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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宫廷,对王室衣着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

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后,
中华服饰也逐渐地趋于贫民化,现代化、大众化。

二、清代皇帝服饰

清朝服饰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与满族服饰中加

入汉族传统服饰以及外来服饰的优点是分不开的。
清代皇帝服饰大体上由以下内容构成:

(一)皇帝服饰的分类

皇帝服饰大致可以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
服、雨衣这五大类。但是除冠服制度的规定外,皇
帝偶尔也可以在宫廷里穿着汉装。在乾隆皇帝传

世的画作中就常有他身着汉装的身影。另外,由于

清朝前期战乱纷纷,皇帝御驾亲征的事情常有发

生,所以,当时的皇帝服饰也免不了“皇帝”级别的

戎装了。在下面的阐述中,着重讲述冠服制度内的

服饰。

1.礼服。清代的礼服是帝、后、大臣、及其后妃

命妇等人在遇到重大的典礼及其祭祀活动时所穿

的配套的服装。皇帝的礼服是由朝袍(或作朝服)、
端罩、衮服、朝珠和与之相配的礼冠(也叫朝服冠)
和朝服带组成。朝服有时又称朝袍,它的基本款式

是上衣与下衣相连的一种长袍,是一件很重要的礼

服,凡是朝廷有重大活动皇帝都要穿朝服。但朝服

并不是机械、单纯、严肃的只有一种款式,根据季节

和场合的不同,朝服在做工、装饰、材料和用色上都

有不同,不仅朝服,其他服饰也如此。一般来说古

人视黄色为贵,所以朝服的颜色以黄色为主。朝服

在不同的场合、不同服饰上还会绣有不同的图纹,
主要是龙纹。根据《大清会典》中的记载、规定朝服

上的纹样有两种形式:一是在祭祀祈雨时的蓝色朝

服上的,“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襞积行龙六,
前后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二是在朝日时的红

色朝服上,“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帏行龙五,
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二龙,行龙四,
披领行龙二,袖端行龙各一,前后列十二章。”上八

章在衣上,下四章在裳上,间隙处绣五色云,下摆处

绣八宝立水。
然而朝服的复杂不仅仅于此,由于季节的变

化,服饰的面料有皮、棉、夹、单喝纱等多种。大致

上朝服分为冬夏两式:冬朝服是每年十一月初一起

至正月十五这段时间穿,所以领口、袖端、下摆和测

摆边缘常用动物的皮毛饰边,面料材质多用绸缎。
夏朝服则采用纱质,边缘处用金片、金绸、金缎或金

纱镶边。
如此的一系列朝服,其款式之多、纹样之精、做

工之细都达到了极致。在制作时也消耗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一般来说制作这样的一件朝服需要优

秀的绣工500名,绣金工40多名,画工十余名耗时

两年才能完成。为了两年后这样一件耗时耗力完

成的服饰可以适合皇帝在两年后的身材的变化,工
匠会在制造阶段就在面料上留够足够的改动空间。

朝珠,又称“素珠”,一般用名贵的珍珠、珊瑚、
绿松石、青金石、碧玺、蓝品石、红宝石、伽楠吞等高

级珠宝制成,尤其以珍珠串结而成的朝珠最为珍

贵,是清代冠服制度的一大特色。
朝珠是朝服的一部分,与黄色朝服一同穿戴,

它长为150cm,由直径为1.2cm 的108颗东珠串

成。由佛教的数珠发展而来,因佛教对清代皇帝有

“曼殊师利”之称,清代皇帝祖先又信奉佛教,所以

朝珠被写入清代冠服制度中不是偶然的。朝珠不

论从隐意文化还是其形制来说都极其复杂。
首先108颗东珠代表了一年有十二个月,二十

四个节气和七十二个侯,同时因为佛寺每天朝暮各

撞一百零八下,寓意醒百八烦恼,所以规定朝珠为

108颗。其中每二十七个东珠加入一颗结珠将朝

珠等分为四段,表示一年有四个季节,结珠的上端

成为“佛头”,在顶端的佛头上用黄绦带系一个猫眼

石“背云”,垂在背后起坠脚的作用,象征“一元复

始”。三串十颗小珠的“纪念”(也做“纪捻儿”)又称

“三台”,左边两串,右边一串,一种说法是表示一月

的上中下三旬三十天;另一种说法是“天子有三台,
即灵台,以观天象;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

鸟兽鱼龟。”但是也有人说“三台”是官称,即尚书为

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补台。不过总结起来都

是寓意高贵之言。

2.吉服。吉服包括龙袍和与之相配的吉服冠

和吉服带,比朝服的等级低,是吉庆典礼时所穿的

一种。龙袍作为吉服的一种,主要在重大节日和皇

帝亲耕的场合。着龙袍时需佩戴吉服冠、束吉服

带、挂朝珠。龙袍上的纹饰主要有“海角江崖”、“水
脚”和十二章纹样。

3.常服。常服是皇帝礼服的等级之下的一种

服饰,是平时宴居时所穿的衣服。他包括常服袍、
常服褂和与之相配的常服冠和常服带。是一种非

正式场合所穿的衣服,不如礼服吉服的制作讲究,
所以又称为“便服”。常服袍的基款式为圆领,右
衽、大襟、马蹄袖,色用石青,花纹不限,质地为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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缎和罗等。常服褂长至膝下,对襟、平袖不设马蹄

袖、色用石青。纹样质地与袍相同。

4.行服。外出时所穿的衣服,它是由行褂、行
袍、行裳和与之相配的行服冠和行服带组成的。是

皇帝外出骑射时所穿的衣服。

5.雨衣以及汉装。雨衣为雨雪天气穿用的衣

服。虽然这样的天气不多,可是皇帝雨衣的形式却

多达六种,一点也不亚于皇帝的任何一件正事服

饰。乾隆虽然声称衣冠服饰应遵循古礼,但是在他

的许多画像中却多以汉装出现,宫廷绘画多为写

实,再好的宫廷画师都不敢对这位九五之尊张冠李

戴,由此更加显示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可以不受制

度限制。
(二)皇帝服饰上的纹饰

纹饰的最初雏形是在原始社会。人们还没有

衣着的时候,很多人用简单的材料在身体上绘制不

同题材的绘画来区别不同的宗族,防止族内通婚。
有了服饰之后人们逐渐把绘于身体的图画移到了

服饰上,之后这种绘画慢慢的被刺绣所替代,经过

长期审美经验成为了系统的、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

纹饰。研究皇帝服饰上的纹饰很大程度上也是研

究服饰的“隐意”文化。
大多数人认为皇帝身上只有八条龙,而另外一

条则是皇帝本人。其实不然,龙袍之上一共绣有四

条正龙分别于前胸、后背和两肩之上的显著位置;
四条行龙位于前后衣襟的下摆,这样无论从前边看

还是从后边看就都是5条龙了,至于最后的那条龙

则藏身于衣襟之上只有掀起衣领才能看得见。这

样龙的总数是九条,从任意角度看都是五条,寓意

皇帝是九五至尊。
龙纹之间还绣有五彩云纹、蝙蝠纹、“海水江

崖”、十二章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五彩云纹是

龙袍上装饰纹样。云纹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种最古

老的纹饰,2008年的奥运火炬就运用了云纹,取名

“祥云”是因为自古就有祥瑞之兆有祈求平安祥瑞

之意,用于龙袍就是有祈求祥瑞、平安的盼望,同时

又在布局上起到了衬托的作用。蝙蝠纹也是历代

皇帝服饰中比较喜爱的一种纹样,其实不是喜欢蝙

蝠本身,而是蝙蝠所延伸出来的隐意思想。“蝠”与
“福”同音,蝙蝠一般都为红色,很容易让人想到“洪
福”,有洪福齐天之意,寓意美好,取其吉祥。

水脚纹位于袍服的下摆位置上,是一种斜着排

列,代表海水的曲线。水脚之上面绣有澎湃的海

浪,海浪之上绣着挺立的山崖和宝物,所以水脚有

时又被称为“海水江崖”除了有福山寿水表示延绵

不断的吉祥之意以外,还有“江山一统”、“万事升

平”的寓意。
在龙袍上最代表皇权的纹饰,不是以上的任意

一种,而是不太被人熟识的十二章纹样。相传在虞

舜时期十二章纹样就已经出现并被使用。但现阶

段发现的甲古文中却没有明确的记载。《虞书·益

稷》是最早记载十二章的书籍。
十二章纹是王权的标志,有极强的等级制度,

上可以兼下,下绝不可以僭上。所谓“十二章”指的

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这十二种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之所以用这

十二种符号是寓意皇帝如日月星辰一般普照大地;
如高山让人敬仰、镇重四方;如龙随机应变,兴云作

雨;如华虫之彩、明德昭著;如宗彝知深浅之智、不
忘先祖;如藻水中涤荡、清爽洁净;如火蒸蒸日上;
如粉米可以养人;如黼(斧)切割果断;如黻(弓形)
君臣相济、见善背恶般至善至美的帝德,和至高无

上的权利。
十二章纹是“儒家经典对周代的礼治精神和冠

服制度不断进行的理论上的发挥,把服装的审美意

念和象征意念与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及神学观念

混成一体。”同时也是满族统治者汉化以及民族融

合的一个表现。当一个强大的落后民族征服了一

个的先进民族之后,其必定会被先进民族的文化征

服。十二章纹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记。这些纹样

结构严谨、寓意深远,既有古人依托自然,对自然的

崇敬,也有在与自然相适应过程中文化的传承,更
有自我意识的彰显,简单的纹样,蕴含着丰富的艺

术精神。
(三)箭袖

箭袖其实就是箭衣的袖端,正式形成于明代兴

盛于清,在清代又称“马蹄袖”。从此成为清代服饰

的一大特色写入冠服制度。这不仅与统治者的政

治态度有关还与统治者前期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

大的关联。箭袖是箭衣袖口上接出的半圆形“袖
头”与马蹄形状相似,顾得名“马蹄袖”。女真族世

居北方天气寒冷,半圆形的袖头不仅可以防寒护

手,这样的窄袖设计还便于骑射。大清入关后统治

者因祖辈是于马上得天下所以主张“不废骑射”,并
将箭袖用于礼服之上。并在《大清会典》中明文规

定,帝、后的龙袍百官的蟒袍上都要带有箭袖。不

仅于此下马蹄袖也是清代的一大礼节。每当遇到

把自己地位高的人就要下马蹄袖以示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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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 代 皇 帝 服 饰 的 重 要

艺术地位

皇帝作为一代贵胄,他不单是统治集团的核

心,他的服饰也是当时服饰的巅峰,集一时之盛,反
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程度和高度集权制度等等。
清代皇帝的衣料、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缎匹长阔

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

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

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对质量不合

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
现在看来,清代不光是皇帝的服饰,就是其他

服饰也在不时的影响着现代人类的生活。如在现

代时装大潮中,中国的旗袍等民族服装始终以其典

雅的文化气息,鲜明的民族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深受国内外众多的时装设计师和消费者的青睐。
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融合冲突的今天,挖掘研究

民族传统服饰及其历史的演变过程无疑对于形成

鲜明的设计风格及适应现代市场需求有着重要的

参考价值。从历史文化变迁对服饰型制影响的角

度来研究清代皇帝服饰的艺术特色及价值观、审美

规律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
清代,作为满族统治下的时期,同时也是西方

文化疯狂涌入国门的时期,激烈的东西文化冲突、
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侧面,也深

刻地影响着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为它

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延续与传承,从文化的艺术

的角度都有着十分显著的特征。如材质是丝绸;色
彩多用黄色;纹案离不开龙等等。而这些元素正是

纯真的中国传统元素,几千年沿用,几千年不衰。
也可能是中国人难以改变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的缘

故,无论是先民还是我们自己都崇尚龙,崇拜龙,同
样认为龙会给人们带来吉祥,带来好运。而黄色是

色彩中的原色,黄色也是所有色彩中明度最高的色

彩,具有美学、光学、数学、物理等学科的科学属性。
色彩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视觉元素”的刺激物,而
这种刺激物必须具备一定的新奇形象特征才能引

起注意,成功运用明度高的黄色能给人留下至高无

上、权威、富丽堂皇的视觉印象,更赋诱惑力,同时

能增强民族自豪感。
中国服饰经过几千年的不断传承、发展和创

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因此服饰史是一个国

家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笔者

希望通过对清代皇帝服饰的探讨会给人们一些更

深层的启示,有利于设计者不但设计的服饰能与国

际接轨,还不失本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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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EmperorCostumeintheQingDynastyandItsArtistic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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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stumeisnotonlyacarrierofritualactioninChineserealm,butalsoanimportantpresenta-
tionofritualsystemaccordingtotraditionalconcept.EmperorcostumeintheQingDynasty (1644—

1911)isthemostcomplicatedinChinesecostumehistory.Thispaper,basedonhistoricalrecords,illus-
tratestheformsofemperorcostumeandtheformationofitssystemintheQingDynasty,holdingthatit
notonlyreflects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attime,butalsorepresentsanewkindof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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