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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文献分析法和资料收集法,挖掘史籍资料、近现代书籍以及当前专家学者们对于汉服形制方面的研究概

况,将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总结,指出汉服形制特点研究的学术成就及微弱环节,一方面推广汉服文化,另一

方面扩充形制知识,为进一步研究汉服形制特点提供参考。

关键词:服饰发展;形制特点;汉服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4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22)12-0011-04

收稿日期:2022-07-10
第一作者:刘荣荣(199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服装与服饰设计,E-

mail:2647220263@qq.com。

  近年来的“汉服热”现象使汉服再一次进入人们的

视野,成为汉服同袍(汉服资深爱好者的统称)们的日

常着装。汉服浪潮的再次兴起,引起了相关领域专家

学者们的关注,汉服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

拓展,取得了颇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在对“汉服”及“形
制”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将目前汉服形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分为史籍资料、近
现代书籍资料以及当下学术论文研究现状三部分,主
要对目前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从不同研究视角进行剖

析,指出其薄弱环节,最后就汉服形制的研究难点与意

义两个方面进行评述,以期为汉服形制研究梳理出一

个较为完整、清晰的脉络,扩充汉服形制知识,助力汉

服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1 汉服概念的界定

“汉服”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中汉民族传统服饰的

简称,亦有人称之为华服、国服。汉服定型于周朝,传
承于秦朝,其历史可追溯到炎黄时期,是汉民族以汉文

化为背景自然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
“形制”一词一方面是指服装的款式,另一方面还

有“典章制度”的含意,因此在谈汉服的时候一般讲“形
制”。中国历朝历代对衣冠服饰极为讲究,在封建专制

时代,服饰更是等级地位的象征。历代《舆服志》中对

服装的形制、材质、颜色、纹样、佩绶等方面都有严格的

划分、明确的规定,衣冠制度用来“分尊卑”“别贵贱”,
来维护统治与礼教[1]。汉服形制从黄帝时代到唐宋明

时代,一直以大袖、深衣、右衽为主流形制,直到清代改

冠易服,汉服的冠冕制度才宣告结束。

2 汉服形制特点的研究概述

2.1 史籍资料

史籍中对于汉服研究的记载较多,其内容主要可

归纳为三类资料:第一类主要是对章服制度的详细描

述,以历代《舆服志》为代表的正史类史籍。作为“二十

四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舆服志》讲述了历代对车

旗、章服、冠履等有关的规章制度及其款式规定等,包
括规定帝王百官服饰制度的舆服令,是可信度较高的

服饰制度史籍资料。第二类主要集中在典制文献中,
以服饰礼俗、服饰制度的记载为主,内容较为详细。如

唐代杜佑等人所著的《通典》[2],该书主要对前代经文

和文集所涉及的服饰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大到君臣

冠冕制度、后妃命妇服章制度,小到后妃命妇首饰制度

都做了详尽收集记载。第三类主要是历代文人墨客整

理的笔记和语录等,如《周礼》[3],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当

时的汉服冠制、社会风俗和礼法制度;《仪礼》[4]主要记

录了战国时期各国的传统礼仪和程式,包括成年礼、婚
礼、丧礼、朝礼、祭礼等,为服饰礼仪制度研究提供了详

实资料;《论语》[5]是把服饰文化与儒家礼文化相结合

的经典论著,是研究服饰形制文化和审美蕴意的重要

参考资料之一。

2.2 近现代书籍资料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近代的专家学者对汉服形

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1909年出版的由王国维所

撰的《古胡服考》[6]一书对胡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
近现代服饰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汉服的研究提供了借

鉴。沈从文所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7]一书拉开了

近现代服饰研究的序幕。作者以时间轴为主线,通过

图形分析、文献比较及综合分析等方法,辅以详实的历

史材料,分析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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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历史沿革的情况。1946年杨荫深先生编著的《衣
冠服饰》[8]是一本较早的系统研究服饰形制的专题论

述,该书介绍了20多种常用衣冠的起源与流变历程。
从帽巾到鞋袜,从布料到脂粉,对其源流演变进行了考

证,同时又附有历代冠服的汇总介绍,内容颇为丰富。
书中对各朝代衣冠服饰的演变做了详细介绍,除了对

袍、衫、袄、帽等正统服饰的介绍外,还对脂粉、首饰等

偏女性化的配饰做了介绍。1966年王宇清所著的《冕
服服章之研究》[9]一书中全面汇集了古代冕服服章的

形制、色彩等方面的知识,为古代冕服制度的研究提供

了重要参考。《细说中国服饰》[10]一书以时间为主线,
对从原始社会到民国时期的服饰历史演变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从服饰发展历史、制作工艺、艺术特色、等级制

度、文化内涵等多种维度,全面、深层次地解析了中国

服饰。《中国服装史》[11]一书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主线,
介绍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宋、元、明、清、民国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服饰,从大的社会背景、意识形

态等方面挖掘,将服装与社会发展进行融合研究,图文

并茂,对历代服饰文化进行了系统综合介绍。
另外,作为汉服复兴运动的一员,中国人民大学博

士、汉服研究者杨娜从2008年开始从事汉服复兴运动

研究,2009年到英国留学创立英国汉风汉服社,在其

所著的《汉服归来》[12]一书中,以2003年以后的“汉服

热”为主线,从思潮的兴起,到民间的实践,再到相应团

队的建立,最后到海外的广泛传播,讲述了“汉服复兴

运动”的从无到有;以汉服为载体,阐述了汉服对于礼

仪、舞蹈、雅乐等文化元素复兴的重要影响,此书是汉

服运动发展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2.3 当下学术论文研究现状

在全球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继承发

扬和推广中国汉服文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汉服文

化、汉服运动相关研究。21世纪以来,涌现出大量关

于汉服文化研究的文章。众多期刊文章或对汉服形制

四大特征进行列举并简单评论[13];或从美学角度浅谈

汉服领型、袖型、穿着方式和结构方式四个方面的审美

意蕴[14];或从文化角度进行符号学及其意蕴研究[15];
或从冠服制度角度浅析服制对现代服装设计的作用及

影响[16];或从服饰形制角度讨论单一形制(交领右衽)
问题[17]。

众多学术论文也对于汉服形制进行了不同方面的

研究。汉服在发展过程中其形制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而这个“宗”就是“上衣下裳制”与“衣裳连属制(也叫深

衣制)”两大核心形制。其中两大核心形制所具有的四

大形制特点(交领右衽、袖宽且长、隐扣与系带、上衣下

裳)在汉服发展史上也是固定不变的[18-21]。汉服是一

个庞大、复杂的体系,除了对其缘起与流变、审美特征

与文化意蕴、形制的改良与创新应用[21-22]等研究以外,
还有更加具体的诸如对单一形制特点(如交领右衽)进
行探究,基于汉服“交领右衽”的形制特点,将交领元素

应用到现代服装的设计中[23]。近两年来,针对民间汉

服爱好者对汉服需求量剧增以及汉服价格昂贵的现

状,有研究者结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对汉服进行了数

字化实现和改良设计,根据市面上出现的汉服女装,收
集并确定了“现代汉服”基本结构样板,对其进行了数

字化实现,也有人结合现代人生活习惯从领型、袖型、
轮廓三个方面对女装汉服进行了改良。

综上研究成果可看出当下学术界对于汉服形制的

研究成果较为显著,所选视角也较为新颖。

3 汉服形制特点的研究视角

对于汉服形制特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将
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并指出其研究的薄弱环节。

3.1 汉服形制与社会史

服饰的出现,起初仅具有“适身体,和肌肤”[24]的
功能,但随着国家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完善,服饰也被

赋予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汉服形制,能了解其形成和得

以保留的原因,如商代服饰不论尊卑和男女都是采用

上下两段的形制,上着衣,下穿裳,后世的“衣裳”一词,
便源自于此;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

的丰富,使社会秩序走向条理化,最初的服式规章制度

从此产生,汉服服式形制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

贱,各有分别,因此西周服饰文化中对后世最大的影响

就是礼服制度(也叫冠服制度)的完善;春秋战国时期,
出现了深衣(将过去“上衣下裳”制的衣裳连属在一起

的形制)和胡服,胡服主要指衣裤式的服装,其主要形

制特点是下身着长裤,上身多穿较窄的上衣,为中国北

方草原民族的服装,方便骑射,这种形制据《史记·赵

世家》记载,是赵武灵王首先用来装备赵国军队的;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整体服饰风格特点呈现“丰富多彩,南
北交融”的特点,南北朝时期,一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的执政者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熏染,提倡穿着汉族服

装,以致形成“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周书》卷七《宣帝

纪》)的状况,而北方人民由于连年战争被迫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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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民族错居杂处的状况,因此形成了一种民族间

相互影响、生活习俗日渐融合的趋势;另外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文人因空有一身才华而无用武之地而想要突破

儒家思想的条条框框,开始强调自我个性解放,因此当

时也出现了宽衣博带的穿衣风尚;唐、宋时期的形制受

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各自成系统;元代是中国历

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前期宫中服制延用宋式,1321
年元英宗时期才出现了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

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肩背挂大珠”服制,被汉人

称为“一色衣”或“质孙服”;汉服终止于明代末期,断代

于清朝,废弃异服、恢复汉服是明朝时期的着装政策,
明朝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服饰制度[25]。明

太祖朱元璋花30年时间,制定出明朝服制,以周、汉、
唐、宋的袍衫为宗,对礼服进行大胆删减、归并和简化,
创造出具有明朝特色的服装,如以补子、纹样、佩绶、牙
牌等搭配组合来区别官员品级[26]。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在对于汉服形制特点与社会

史的关系研究中,史籍、通史类书籍的简单记载居多,
当代学术圈对其研究绝大部分资料均来源于史籍资

料,缺乏系统、深入的挖掘。

3.2 汉服形制特点与服饰色彩

在服饰审美文化中,色彩往往能给人最直观的感

受,学者左娜在汉服形制特点研究中涉及了“五行与五

色”的色彩内涵。汉服的服色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阴阳五行”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李晰的《汉服论》对
于汉服的色彩美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概述,赋予了色彩

人性化的内涵,认为汉服的色彩美取决于视觉所反馈

回来的信息,人的美德是由色彩美去展现的,如戏曲脸

谱的化妆:黑色代表耿直刚正,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红
色代表忠诚、英勇,人们将红色与有德性、有品质的人

划为等号。其次,汉服的色彩与社会制度也有着紧密

的联系,如商朝时期贵族的礼服,上衣多采用青、赤、黄
等纯正之色,下裳多用间色,而平民百姓的衣服就比较

单一;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在秦朝,秦始皇深受

“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因此崇尚黑色,以
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贵;唐朝唐高宗以

后,官职服饰颜色有了明确规定,如三品官服为紫色,
五品官服为浅绯色,六品官服为深绿色,七品官服为浅

绿色,八品官服为深青色,九品官服为浅青色,宫外之

人及庶民服色为黄色,与周朝时期的贵族服饰颜色一

致。最后,服饰色彩与社会生产力也有直接的关系,起
初的服饰色彩单一,直至东周、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

展,使服饰色彩多样,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生
产力遭到破坏,色彩提取受到影响,到盛唐时期,社会

生产力空前发展,服装色彩变得更加丰富。
因此对于服饰色彩与形制特点形成的研究,可归

纳为社会制度、阴阳五行学说及社会生产力三方面因

素。另外服饰色彩的研究还应该从文人墨客的笔记、
小说、书画等方向去挖掘服饰色彩与形制特点的关系。

3.3 汉服形制特点的比较性研究

对于汉服形制的比较性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不同时

期(唐朝-宋朝)汉服形制比较[27]、同一时期汉服与其他

民族服饰(唐朝-日本)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服饰比

较(文艺复兴-明朝)、同一种形制特点(左衽)经过不同

时期的流变比较[28]研究等方面。
汉服形制的比较性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对汉服形

制进行对比研究时,首先要找出研究对象的共通之处

或找出其关联所在,如研究唐朝与日本服饰形制的关

联因素是双方的文化、政治、思想的交融,以及汉服与

和服概念的混淆现状;研究同一形制特点经过不同时

期的流变时要考虑到该形制特点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

发生变化的原因:或与生活习惯相关,或与政治制度相

关,或与审美变化相关等。
该角度研究的主要内容均通过参考史籍、专著等

历史资料进行解读,形制不一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制度、
文化内涵及审美角度等不同。也可从其他角度进行研

究,例如通过挖掘四大基本形制特点得以保留的原因,
进而逆向探索其适应社会的原因。

4 评 述

4.1 汉服形制特点的研究难点

从目前汉服服饰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研究其形

制特点是有难度的。(1)史籍资料收集难。汉服历史

悠久,其形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变迁,无论是

在宏观视野下的跨朝代研究还是微观角度下针对某特

定历史阶段的研究,都需要从古籍、壁画、石刻等史料

中收集资料,而这些史料或不全或残破或四处分散,往
往使人望而却步。(2)汉服形制体系复杂。尽管汉服

形制是历朝历代传承下来的,但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

活习惯均会导致或多或少的差异。从穿着场合来看,
汉服可分为朝服、礼服、常服、宴居服、内服等[18];从穿

着人群来看,汉服可分为帝王服、官吏服、武职将帅、文
人学士、贵妇及仕女民妇[21];从穿着部位来看,汉服又

可分为首服、主服和足衣[22]。因此,汉服形制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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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研究工作不可贪大求全,应针对

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从穿着群体或场合的角度进行

分类研究。
4.2 汉服形制特点的研究意义

从精神层面来讲,汉服研究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
从学术层面来讲,目前由于汉服形制特点相关文

献资料匮乏,导致大多研究内容不够聚焦、不够深入,
多侧重于对传统汉服款式的概述以及形制审美文化研

究,进行表象解读,并未对具体朝代(如明制、唐制、宋
制、晋制等)的汉服形制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对具体

朝代的汉服形制特点进行研究可以扩充汉服形制知

识,进一步完善汉服形制体系。
从现实层面来讲,汉服运动的发展使形形色色的

现代汉服涌上街头,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形制问题。其

一,由于汉服爱好者缺乏汉服形制知识,在穿着汉服时

随意搭配,显得不伦不类(如穿汉服戴新疆帽子)。其

二,由于汉服爱好者在购买汉服时只考虑外观因素,再
加上某些商家的促销误导,因而出现了穿着错误形制

汉服的现象(如魏晋风汉服,是商家们根据看到的后人

临摹的魏晋时代画像想象出来的形制并进行混搭售

卖,没有文物依据)。其三,影视作品里出现演员服装

形制搭配错误,同一套衣服出现了跨朝代搭配的现象。
有的影视剧在拍摄时为了获取更好的视觉效果,在传

统形制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改造,导致形制夸张变形。
通过对汉服形制的具体研究,有利于避免目前社

会上出现的汉服形制问题,减少汉服爱好者们随意穿

搭等现象,同时可以根据传统的形制特点进行创新设

计,修改形制细节,设计出更加符合人体体型特征以及

活动习惯的现代汉服,为汉服爱好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同时也为汉服设计者、影视作品服装造型师们提供设

计依据。

5 结束语

汉服形制特点的深入研究需要众多专家学者的共

同努力,对于汉服文化的继承和推广也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在对汉服形制进行创新设计时既不能摒弃

传统的形制特点又要考虑新时代人们对于汉服的审

美、生活交流等方面的需求,因此汉服形制研究任重道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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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实验工作台

控制要求。设计不仅适用于络筒机的纱线张力控制,
对于其他需要进行张力控制的设备,可结合设备的工

艺要求,进行适当硬件修改和软件升级,即可满足相应

的控制要求。因此,实用范围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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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YarnConstantTensionControlSystemBasedonBrushlessDCMotor
WANGFan

(HenanUniversityofEngineering,Zhengzhou450007,China)

  Abstract:Inthewindingprocess,akeyfactortodeterminethequalityofthebobbiniswhetherthetensionoftheyarnisconstant

duringwinding,andthequalityofthebobbinyarnwilldirectlyaffecttheproductqualityofthesubsequentprocedure.Inordertoim-

provetheyarnqualityofwinding,ayarnconstanttensioncontrolsystemofwinderwasdesignedbasedonbrushlessDCmotor.This

designusedAT89S52single-chipcomputerasthesystem microcontroller.Accordingtothetechnologicalrequirementsoftheyarn

processing,thesystempresetedthespeedofthegrooveddrum motorandstartedtorun.ThetensionsensorandHallsensorwere

usedtodetecttheyarntensionandtherotatingspeedofthegroovingdruminrealtimeandfeedbacktothemicrocontroller.Themi-

crocontrolleradjustedtherotatingspeedofthegroovingdrummotorinrealtimeaccordingtothereceivedsignal,soastocontrolthe

yarntensionofthewindertokeepitconstant,anddisplaytheyarntensionandtherotatingspeedofthegroovingdrummotorinreal

time,andachievethepurposeofmonitoringandadjustingyarntensionatanytime.Theexperimentalresultshowedthat:whenthe

tensionofyarnchange,therotatingspeedofthegroovingmotorwillbeadjustedaccordingly,soastoensuretheconstantyarnten-

sion,andmeettheexpectedcontrolrequirements.

Keywords:constantyarntension;brushlessDCmotor;tension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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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StatusofShapeandSystemCharacteristicsoftheHanChineseClothing
LIURongrong,ZHANGQianyun

(HaojingCollegeofShaanx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712046,China)

  Abstract:Usingthemethodofliteratureanalysisanddatacollection,historicalrecords,modernandcontemporarybooks,and

thecurrentresearchsurveyofexpertsandscholarsontheshapeofHanChineseclothingwereexcavated.Thecurrentresearchresults

weresummarizedandconcluded.TheacademicachievementsandweaklinksinthestudyoftheHanChineseclothingwerepointed

out.Ontheonehand,itpromotedtheHanChineseclothingculture,ontheotherhand,itextendedshapeknowledge,whichguided

thedirectionforfurtherresearchonshapecharacteristicsofHanChineseclothing.

Keywords:clothingdevelopment;shapecharacteristic;HanChineseclothing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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