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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老纯朴、绚烂精美的民间服饰是典型东方韵味的民俗文化主流代表，极具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
，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理论内涵，其以精湛的手工技艺结合传统习俗来表现民间传统民俗观念和精
神内涵，最大的特点是以汉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为基础，显现汉民族个性和审美习俗“活”的方面。
以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可以认为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本书对近代汉族的民间服饰作了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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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形制篇悬垂飘逸的上衣下裳上衣近代汉族男性上衣多以大褂子居多，大褂为高领，大
斜襟、对襟，上钉五到九个用布条做成的扣子，缀两个口袋，冬天套棉、皮大袄，外套短马褂。
至民国一般男性多穿对襟短袄短褂，外出时套长裤或大褂，乡绅富商多穿大襟左衽长衫，外套马褂；
女性上衣为大襟右衽袄，元宝领、袖上绣花的宽袖上衣，中老年妇女大都是带延襟的褂子，农村妇女
夏穿蓝土布、印花土布、土织花布带大襟便褂，冬着棉袄、棉袍、皮袍，春秋穿夹袍，夏着小布衫。
民国后出现“倒大袖”，袄、褂、衫也呈现合体的瘦、窄、细的趋势。
可以看出，近代汉族民间服饰的上衣形式主要以袄褂衫袍为主。
袄、褂、衫袄，即有衬里的上衣。
一般长度在膝盖以上，长度介于袍和襦（短衣）之间，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
诗人陆游曾写道：“业农⋯⋯惟布襦裙，取适寒暑之宜”。
明清时期妇女穿袄十分普遍。
通常分为三类：一面一里两层的夹袄，里面之间加絮料的棉袄，以鞣制的动物毛皮制作的皮袄。
按衣长又可分为大袄和小袄，大袄即长袄，摆线在膝盖上下；小袄即短袄，摆线在腰际至臀部之间。
袄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如南朝宋有“布衫袄”，北朝北魏有“小襦袄”、北齐有“合祷袄
子”等。
隋代的“缺胯袄子”用作武官制服，并于唐代传入日本。
唐代受胡服影响出现翻领袄。
宋代出现由唐代上襦发展而成的对襟袄。
清末，袄的基本形制为立领、连肩袖、大襟右衽、开衩摆（如图1-1）。
从20世纪初开始，男袄渐以对襟式为主，女袄采用大襟右衽、偏襟、琵琶襟、对襟，亦有少数大襟左
衽和背开襟，其领、袖、衣摆也多变化。
比较讲究的袄，多采用绫罗绸缎面料，运用传统手工和装饰技艺制作。
此外，由于受西方服装款式的影响，袄还有翻领袄、装袖袄等，称中西式袄。
冬季袄一般都比较厚，多纳有棉絮，俗称“老棉袄”。
从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所收藏实物来比较，与文献记载基本是一致的（如图1-2至图1-29所示）。
近代另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上衣形式是“倒大袖”袄，这是20世纪初期流行于城镇女性中的“文明新
装”，由留洋女学生和中国本土的教会学校女学生率先穿着，城市女性视为时髦而纷纷效仿。
形制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袄衫，摆长不过臀，多为圆弧形，腰臀呈曲线，袖腕呈喇叭形，袖口一般为
七寸，故形象地称之为“倒大袖”。
富贵人家仍然在服装上绣上精致的花卉装饰，后以印花面料逐渐代替手工装饰。
如图1-30至图1-40所示是各种典型“倒大袖”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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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东亚某国将“端午节”列入其国家遗产名录，此事促使我加快了成书的步伐，可落笔欣慰之余心情似
乎并未轻松多少，总感有颇多遗憾，焦虑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我。
目前汉族地域很多地方还未涉足，越走越感觉在广博的民间文化面前非常渺小，总有力不从心之感。
深入田间地头之间，发现大江南北、河东河西都有风俗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会造成认识和理解上的
误区，文化上的隔膜依然存在，只能尽最大努力立足原型或者社会生活基础的风土人情，剔除捕风捉
影的杜撰。
故付梓本书也是战战兢兢，只为抢救和保护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编撰过程中，首先感谢恩师高卫东教授等领导支持建设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为本书提供了丰富
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感谢民间收藏人士殷昱先生和南通赛晖服装公司给予的项目支持。
感谢对成书提供帮助的老师和朋友：江南大学盛海明老师为本书图片摄影，《江南晚报》摄影记者汪
宁为本书部分图片摄影，以及摄影助理胡维丹、邓康、刘瑶、孔维鹏、矫曙光、王海红、何品乐等同
学⋯⋯有了这些有力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完成对汉族所有特色文化地域民间服饰文化的收集与整
理，期待更深入地挖掘民间服饰文化之精髓，使得曾经是亚洲主流服饰的中国传统服饰在现代化的进
程中仍然具有成为主流服饰的潜在基因。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写作过程中仍有许多疏漏，恳请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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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感谢民间收藏人士殷昱先生和南通赛晖服装公司给予的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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