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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年开始"$汉服热%逐渐兴起& 但$汉服%的定义实际上存在分歧"对于现代汉服的理解也众说纷

纭&现代汉服作为一种服饰符码"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首先"它是古典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人们对于现代性

的反思(反抗"对思想归属的寻找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开掘)其次"它是汉民族的象征"代表了人们在汉民族形象

模糊和全球化冲击的双重焦虑下"重塑身份认同的应对策略)最后"它还是一种消费符号"表达了人们对于文化(学

识(才智(地位的想象"在消费社会中对$独特%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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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年 AA月 !!日中午#郑州市民王乐天身着由

薄绒深衣!和茧绸外衣组成的汉服出现在郑州街头$他

宽袍大袖走街串巷# 展示着在日常生活中已绝迹 %##

多年的服装#引来极高的回头率$ AA月 !B日#新加坡

%联合早报&以'汉服重现街头(为名对这一事件进行报

道#并受到多家媒体的转载$此次事件被汉服爱好者们

视为现代汉服运动的开端$ !##C年 D月 !A日#我国中

央人民政府网站将)EC个民族(页面中的汉族代表图

片从肚兜更正为汉服#新华网也随之更改$这代表汉服

第一次受到来自官方的认可F$G

$

随后几年#)汉服热(逐渐升级$ 从官方而言#!HHD

年两会期间#中国政协委员叶宏明曾提议立)汉服(为

)国服(# 中国人大代表刘明华也曾建议我国在授予博

士*硕士*学士等学位时#穿着汉服式样的中国式学位

服$从民间而言#汉服爱好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北京*上

海*广州*重庆*成都*天津*杭州*郑州等地都出现了汉

服活动#且参与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形式也从最初传统

节日的汉服聚会#演变为更为正式和大型的成人礼*祭

奠仪式等$ 海外留学生开始穿着汉服出席毕业典礼等

正式场合#汉服婚礼也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汉服这一

古老的民族服饰开始获得多数人的理解# 并重新进入

我们的生活之中$

服装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除去保暖*蔽体等物理

功能#还传递着更为丰富的信息#汉服也是如此F!G

$在我

国传统文化中#衣冠服饰被视为)治天下(之道#因此古

代汉服中蕴藏着许多信息#如深衣袖圆领方#象征)规

矩(+下襟与地面齐平#象征)权衡($而其服色*服制#更

是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受到严格规定$当然#如今受到

人们喜爱的汉服#其意义系统早已发生变化F%G

$那么#如

今流行的汉服又是怎样的一种符号#人们如何解读这

种符号的意义, 它又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与

追捧,本文通过对现代汉服服饰进行分析#试图对这些

问题予以回答$

二$汉服与现代汉服

"一%汉服的定义

目前#)汉服( 一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在所知的

汉语文献中#它有几层含义-一是指中国历史上汉朝的

BC



服装!二是指华夏族"汉人或汉民族的#民族服装$!三

是指汉族的服装%但同时又认为%只有它才能够代表中

国的#华服$或中国人的#民族服装$&

!"#

' 而汉服爱好者

将(汉服&定义为(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在时间范围上是

从三皇五帝到明朝&

!

'汉服概念难以定义%与服饰本身

所代表的意义混杂有关' 我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汉

服的定义随着人们对汉服符号的不同解读%在(汉民族

传统服饰&和(中国人的民族服饰&之间游移'出于客观

性的考虑%本文中的(汉服&未经说明%均指的是从三皇

五帝到明朝这一历史阶段中%华夏族"汉人或汉民族的

(民族服装&'

!二"现代汉服

根据汉服爱好者自行编写的 )现代汉服体系*一

文%(现代汉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汉族传统服饰&'我

们综合各方观点% 对这一定义进行了修正% 本文中的

(现代汉服&指的是在当下时代出现并流行+仿照汉族

传统服饰形制的服装% 它既符合传统汉服的基本形制

及特点%又在颜色"花纹"搭配等方面具有现代性%是当

代文化建构的产物'

三#现代汉服符号的意义分析

现代汉服诞生并发展于现代社会% 历史大环境的

巨大变化使其土壤与传统汉服大不相同' 它虽然在形

制上承续汉服传统%但从符号意义上%现代汉服早已与

现代汉服大不相同'以下我们将从三个层面%对现代汉

服中所潜藏的意义进行解读和分析'

!一"作为古典文化符号的现代汉服

现代汉服对传统汉服形制进行了忠诚地复制%从

外形上即宣告了与传统汉民族服饰的密切联系' 而我

国汉服运动%基本上遵循着(着汉服%循古风&的模式%

提倡身着现代汉服%进行投壶"放风筝"踏青"射箭"行

酒令等传统活动% 这也进一步促进了现代汉服与我国

古典文化的勾连'再加上汉服运动者以(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 为旗号% 现代汉服这种本不能全权代表中国古

典"传统文化的服饰%逐步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了古典文

化和传统文化的符号'

从清末开始% 中国就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使物质

与灵魂得以协调的整全性社会发展方案' 近现代的中

国% 大部分时间是以着西方的社会发展路径作为参照

进行探索与前进% 而当西方的现代性遭遇后现代性的

挑战时%中国亦一样感受到了后现代的冲击'尽管这种

冲击更为滞后和轻微%但在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现象并

存和冲突的当今中国% 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新的寻

找!$#

'而这一次%不少人将目光转向了我国传统文化%近

几年(国学&的大热即是明证' 人们希望捡起从(五四&

时期开始断裂的文化传统% 从中寻找出新的方案与出

路' 在这一意义上% 现代汉服作为古典文化的象征符

码%其产生和流行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寓意,一是对现代

性的反抗!二是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再度发掘'

现代汉服形制共有两个谱系,一是上衣下裳-裤

或裙.!二是深衣-袍服.' 其以交领右衽为主要特点%

基本采用平面剪裁%无肩缝%无扣+系带%线条流畅柔

美+宽松平直' 从服饰理念上看%现代汉服不太强调人

的身体与性别特征%它是非裸露的+包裹的+粗线条

的%与传统汉服一样%强调端庄飘逸的审美意趣' 这与

现代流行服饰对人体性别与线条的强调+对身体美的

凸显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从生产流程上

看%现代汉服一般定制或自行制作%小批量生产的特

性% 与现代流行服饰的工业化批量生产形成对比!从

实际功能上看%现代汉服宽衣大袖%适宜缓慢休闲的

生活节奏%与现代流行服饰的精干简练%适宜都市快

生活的特征迥然相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汉服的设计理念+生产

流程+实际功用均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甚至有着(反

现代&的倾向'而其本身的文化意蕴完全植根于我国传

统文化%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古典文化的重

新审视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度发掘% 也反映了人们

对于精神依托的需求和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探寻'

!二"作为汉民族符号的现代汉服

前面说过%现代汉服与汉民族传统服饰+中国古

典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热爱现代汉服%就自

然地与热爱汉民族传统文化相联系' 实际上%在部分

汉服爱好者中存在着这样的观点, 现代汉服应当作

为汉民族的民族服装得以推广' 他们提倡在正式场

合+仪式中选择现代汉服作为礼服%而非源于西方的

(西服&和源于满族的(旗袍&' 此时%现代汉服作为一

种民族服装的象征符码出现% 代表了不一样的意义

空间'

!"!寻根"的焦虑

现代汉服作为现代对汉民族服饰重新建构的代

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汉族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包

含了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一方面%由

于经历长期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各民族的相互融合%汉

族虽然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却缺乏清晰的表征%其

民族形象的鲜明性远不如其他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身

份认同的焦虑也来自与全球化+ 现代化对于本土的冲

击%新的风俗+节日+价值理念%正逐渐威胁着民族风俗

与民族传统'身份认同的双重焦虑%催生了一种寻根意

%&



识!谋求重塑本民族的民族身份!"#

"

民族服装的款式#服色#装饰!与该民族所处的地

理环境#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往

往凝聚着大量的该民族文化的象征符码!因此!民族服

饰是民族区分最便利的方式! 也成为民族形象最鲜明

的象征" 各民族之中!只有汉族没有统一的#具代表性

的民族服饰! 因此汉服的现代重建成为了重塑民族身

份的首要选择"而从全球化冲击的角度而言!现代汉服

以其复古华美的形制和汉文化表征! 成为应对生活方

式急剧变迁和大面积西化的一种对抗策略! 也成为了

继 $中山装%#$旗袍%#$唐装% 之后的又一种自我标出

$中国人形象%的重要尝试"

!"!大汉族主义"的旗帜

汉服爱好者中!还存在着$汉族正统%#$汉服应作

为国服%的观点!这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汉服颇具争议

的第三种定义"持这种观点的汉服爱好者!强调汉族血

统纯正#文化优秀!否认清代和元代的正统性!主张$排

满贬蒙%#$独尊大汉%#$正本清源%"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 现代汉服的符码被解读为汉

文化$纯粹性%的象征和$兴汉%的旗号!往往与象征满

族的旗袍#马褂!以及新时期的唐装形成对比!甚至是

对抗的形势" 而在他人的眼中!则成为了一种危险的#

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符号"

!三"作为消费符号的现代汉服

现代汉服仿传统汉服形制! 往往讲求宽袍大袖的

飘逸之美" 但论凉爽透气!它不及短袖背心&论保暖御

寒!它不及毛衣羽绒&而过于宽松繁复的衣袖!也不利

于日常生活中行动的便利" 前面谈到!相较日常衣着!

汉服的飘逸美则美矣! 但难以与现代快节奏的都市生

活相适应! 它的实际功用是低于日常服装的" 也就是

说!人们对现代汉服的消费!更多地侧重于其审美和象

征功能!$#

"那么!从商品的角度看!现代汉服能为消费者

带来怎样的审美满足和美好想象 '尽管这种想象与满

足很可能是一种幻象()

#"精英文化的象征或想象

首先!现代汉服一般是定制或自己剪裁!置办一套

汉服的价格并不便宜&在穿着上!现代汉服也更加讲究

衣饰的规整端庄!比之日常衣着!在清洁度和平整度上

有着更高的要求&现代汉服由于布料#色彩的原因!在

服装清洗# 熨烫等打理和保养上也需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 这都表明!能够以现代汉服为爱好的!必然是

有一定闲钱# 经济负担较轻# 有一定时间和精力的群

体"其次!一方面现代汉服形制古典#花纹精巧#配色和

谐! 作为一种繁复的服饰系统比日常衣着显得更为复

杂精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穿着者讲究细节!品

味高雅!注重生活品质等特点!%#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服

饰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身着现代汉服的人!往往让人

更容易联想到其对于传统# 古典文化了解与热爱的可

能性!暗示穿着者可能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渊博的知

识或者高雅的兴趣爱好"

总之!现代汉服是一种有门槛的消费品" 它$有钱

有闲有文化品位%的要求!自然地排除了一部分群体而

纳入了另一部分! 从而使其具备了象征意义" 这种象

征!使现代汉服不再仅仅是一件美丽的衣裳!还暗示着

精细的生活品质#高雅的文化品位!从而为穿着者带来

关于文化#学识#才智#品位的想象"

!"特立独行的象征或想象

现代社会是工业化#大生产#批量复制的社会!服

装的生产也是如此"在服装市场逐渐发展的我国!大批

量的服装制造已十分成熟"而与这种同一性相对应!人

们对于$独特%的服装象征的追求也在日益增长" 有能

力的消费者!在服装的选择上!或多或少地开始渴望摆

脱同质化!寻找一种能够表现自我#凸显个性的服饰!

而现代汉服正满足了这样的需要"

首先!形制上它就与日常的市场服饰截然不同"现

代汉服所代表的古典美!与市场服装的现代#时尚具有

迥然相异的审美倾向!这赋予了它天然的独创性"另一

方面!现代汉服脱胎于传统汉民族服饰!具有$名正言

顺%的出处!穿着者能够从热爱本民族#热爱传统文化

的角度规避特立独行所带来的风险"

其次! 现阶段的现代汉服往往是进行定制或由汉

服爱好者自行制作! 虽然目前已有部分商家进行汉服

生产!但毕竟属于小批量#规模较小!这就意味着每一

件汉服都包含着一定的限量性和独创性"这种$珍品%#

$孤本%的特质!就像名牌商品的限量版!使得现代汉服

显得更加珍贵!从而具有在大批量#工业化流程中生产

出的市场服装所不具备的独特内涵"

现代汉服既能很好地满足对于$独特%的需要!又

能规避$独特%带来的风险!自然就成为部分消费者凸显

个性的较好选择!而其本身也就成为了$独特%的象征"

四#结 语

现代汉服作为古老汉民族服饰的现代建构! 其符

号意义是多种多样#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本文

中它既作为古典的象征!对现代性进行争夺对抗&又作

为独特#学识的符号!成为消费社会的一环(!也许在不

同的语境!它还蕴藏着其他的意义空间"但不管是作为

哪一方面的符号代表!汉服'或者说现代汉服(都是一

&%



种非常美丽的中国服饰!一种文化多元性的可能"理清

它所代表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为清醒#深刻地意识到

它的内涵!利于我们选择接受它的角度!从而使这种来

自古老历史的流行服饰!不至于昙花一现"

注释!

!通俗地说!就是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用不同色彩的

布料作为边缘!称为"衣缘#或者"纯$%的古代服饰&

"一盏风'墨斗斗飞整理!汉服爱好者自编(现代汉服体

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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