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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才穿唐装呢！
你们全家都穿唐装！
”　　前几年，全中国都在热捧唐装的时候，有人把乐评人颜峻的名言改换了一下，刻薄地讽刺了当
年唐装流行的泛滥无度。
当时我也写了一篇东西，名字叫《唐装大补丸》，其中谈到：“民族文化贫血症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慢
性病，需要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全方位逐渐调理，而不是急赤白脸地凭着几颗大补丸就指望着事
半功倍⋯⋯这唐装大补丸所面对的到底是民族文化贫血症，还是时尚癫痫症，或者是这二者的混合性
病变，有时还真的很难说⋯⋯”　　几年之后，世态炎凉。
稍微时尚一点的人，大都谈唐装色变。
很多服装品牌也不再拿唐装当噱头贩卖，而是换了个词“中式”。
我们原来概念里的唐装，很多已经混迹于宾馆饭店服务员的工作服了。
　　或者说，唐装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二元分化过程。
　　与当年唐装的嚣张相比，后来汉服的小规模风行似乎转化了语境。
少了很多政府、专家、设计师等一众主流的推动话语，汉服的推动力似乎主要来自民间。
据说，第一个引起大家关注的穿着者，竟然是一位中年的电工。
而汉服传播的重要工具，也从主流媒体转移到了网络。
在网络中，一些以汉服为主题的论坛和网站成为爱好者们发表感言、交流技艺的最重要阵地。
与此相比，各大门户网站以及文化时尚类杂志这方面却谨慎有加。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汉服流行的民间特性。
　　从某种角度而言，在汉服的流行过程中，因有一个推力的缺席，而进一步加深了汉服的小范围特
性。
这个推力就是商业。
　　在商业社会中，或许只有当一个概念被转化为商机的时候，才能成为主流。
当年唐装风靡一时，除了舆论上的推动之外，最为关键的，则是大批服装企业的参与。
我认识一个曾经做唐装的企业，从2001年开始，这个原来以旗袍为主，年销售额仅仅一千多万元的企
业全部转产做唐装，卖得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就卖二千多万人民币。
这样的品牌在当年的市场上可谓数不胜数。
　　今天能买到汉服的地方，除了极少的街边小店之外，可能就是网上的虚拟店铺了。
我前几天在淘宝网上搜索了一下。
输入“汉服”，可以查到六百个信息；输入“唐装”，可以查到二百个；而输入“婚纱”，则是十六
万多个。
根据这个情况，我不知是否可以推测出以下的信息：　　1.汉服的市场空问并不大；　　2.汉服的主要
销售渠道在网络，且都是小作坊；　　3.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汉服销售平台上，其销售终端的数量
也极其有限；　　4.唐装已经改换名目，并且进入高端，有的品牌甚至被摆入了顶级商场，已经开始
退出小作坊和网络销售的阶段。
　　或者可以这样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汉服市场目前的经营模式还非常初级，更别说进入品牌经
营的阶段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坏事。
唐装及其文化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被过度的商业开发搞坏了。
但汉服绝不会重蹈覆辙，因为无论从其适穿性，还是深植其中的文化基因，汉服都与这个时代的主流
生活方式相疏离。
这不是商家们的兴奋点所在。
　　而且，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汉服实在是太沉重了。
这并不是物理上的重量概念，而是说，汉服所依附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比如环境、礼仪
、语言、配饰——我多次看到很多人身穿汉服，脚上却蹬着阿迪达斯、耐克——而服装其实只是其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服>>

的一个显性环节。
　　在这个系统中，如果仅仅为满足个人的穿着趣味和文化情怀而选择汉服，是件好事，旁人也无须
指责。
毕竟，在这个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
但如果将其硬拽到狭隘的爱国和复兴汉族文化的死角，并且让汉服和其他服饰强烈对立起来，搞非此
即彼的对错题，反而会生出不少荒谬和愚蠢的事端。
服装脱离了审美，倒与群众运动挂上钩，这种事在服装史上也屡见不鲜。
　　我家旁边有个很大的公园，树好，水也好。
每到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总能看到三三两两拍婚纱照的小团队。
我喜欢看那些穿着庞大婚纱的新娘们亦步亦趋地穿行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足个有趣的风景。
路人见了也就是瞄两眼便若无其事地匆匆走远。
这情景，有时会让我想起汉服。
二者在今口的语境中，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我甚至会想，即使汉服在今后普及到极致，也可能不过像婚纱而已(当然，不仅仅在婚庆的场合穿)。
　　有很多汉服的死忠粉丝，常常会拿日本的和服来说事儿。
但要知道，即使是在传统文化保留得非常好的日本，和服也不是日常服装。
现代生活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这让和服仅仪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存在于特定的情境中
。
平常人穿着和服逛菜市场，同样会被视作异类。
　　而且，在日本，和服的价格贵得惊人。
因为其所用面料、制作工艺等等都足被当作一种艺术来对待的。
在我看来，当年唐装盛行所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便是对传统面料和传统工艺的再度挖掘。
虽然唐装本身已经转化了，但这些技艺却被深深地移植到了其他中式服装的设计和制作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巾式服装的高端走向。
　　我很高兴地看到，《汉服》一书将汉服的制作工艺作为这本书主要的部分之一，而不是空泛的感
怀和大而无当的文化论证。
在扎扎实实的技艺面前，很多打着文化旗号的文字游戏都显得虚无缥缈。
我很难想象，一件由劣质材料和粗糙工艺制作的汉服，能够承载多少文化和情感的厚重。
缺少技艺的依托，一件所谓的汉服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口号。
而当口号也逐渐虚脱的时候，汉服也会成为饭店廉价的工作服的。
　　这是造化弄人，急不得，怨不得。
倒不如少谈些文化，多研究研究手艺。
　　刘蛟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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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服》讲述2004年和2005年，“汉服运动”被响亮提出，穿汉服从单一的个体行为，慢慢演变
为一种公众运动，相关汉服社团开始正规注册，并围绕“汉服”进行网络大讨论，把最初的朴素“崇
古”志向转为正规的文化运营、商业运营。
2006年，据各大媒体报道，形式多样的汉服仪式开始出现：中学生们穿着汉服举行“成人礼”，未婚
的小情侣按照周制婚礼互定终身，年轻的姑娘、小伙开始相约身穿汉服在中秋节“祭拜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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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玉秋，女，汉族，获北京服装学院文学硕士学位，擅长服饰文化研究，2003年6月留校工作至今
，承担《服装概论》、《中国服装史》、《外国服装史》等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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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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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汉服”的曝光率直线上升。
由民间自发的这股复兴与推广汉服的热潮，在传统文化爱好者有组织的推动下，逐渐壮大成为一场“
运动”。
它有着明确的社会价值追求，并在发展中不断地自我反省。
在这场运动的背后，力量来自何人？
　　情迷“古典”的一代　　童年时代放假在家的日子里，无数时间是这样娱乐掉的：搜罗家中一切
纱巾、床单、妈妈的各种饰品⋯⋯统统缠挂在身上，环佩叮当地假扮古装人物，华丽的仙女、皇后、
公主、丫环⋯⋯美不胜收。
伙伴们每次都会幻想一个情节，浪漫恋爱的，挑战皇权的⋯⋯从不重复。
台词基本靠即兴发挥，大家无比默契，假扮得如醉如痴，乐此不疲。
穿上马马虎虎的“古装”，额上模仿嫦娥印一个红点，就能让我们得到难以言喻的精神满足。
稍有绘画才能的女孩子，提笔便是一位古代美人，衣袂飘飘，樱桃小口，画遍院子里的墙、黑板和自
己的课本。
对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份没有文化沉重，单纯得超越时代的浪漫。
当年在墙上涂鸦的“80后”们，如今把阵地搬到了手写板和网上，一幅幅唯美的画作“滋润”着我们
的眼睛。
最为有趣的是，一位网名“西西”的画手所画的一幅汉武帝君臣图，人物英秀挺拔，服饰极具高贵气
质，在数个论坛出现时，都引得群情激荡，集体花痴“实在太帅”。
此图被网友笑称：“一幅画掀起了汉服热”、“哪里有这张图，哪里就会有歪楼”⋯⋯　　年轻人都
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198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生活在两种形态的临界点，有质朴的童年，过着讲究实用的现代生活，却有
幸耳濡目染了一批保持纯朴的古典文艺作品。
出生时代粗简的文化环境与浪漫天性的反差，使他们一边穿着批量生产的成衣，一边神往着古典的美
丽影像。
虽有些令人惊讶，但汉服爱好者的主体，正是来自社会普遍误解为脱离了传统的“70末～80后”一代
，在他们心底，埋着传统的根基。
　　一种文化如果不是真正地被人们喜爱、向往，不会形成强大的生命力。
谈到“80后”童年受到的古典美学影响，最大功臣非古典影视、戏剧等文艺作品莫属。
从《西游记》到《射雕英雄传》，从《三国演义》、《唐明皇》到近期的《汉武大帝》，历史和传奇
是国人永远回味不尽的故事。
古典剧甚至成为抗衡动漫、韩剧、美剧等外来文化商品最强势的一支本土力量。
其剧情、人物多带有传奇色彩，才貌双全的英雄、美人层出不穷，在造型的表现上极具观赏性。
早期自发热衷于汉服的cosplaycr，便多数是出于这种喜爱。
现任教大连理工大学的年轻女孩宋鸽，早在高中时期便开始以钟情人物的形象绘制插画，参加一
些cosplay活动，在网络上小有名气。
如今，最令她感到幸福的事情是工作和自己的爱好高度结合。
她为自己负责的服装史课程准备了一份美妙的教具——复制各个朝代的缩小版服装，穿在价值不菲的
华丽娃娃身上，面料采用真丝或纯棉麻，从服装手工到整体造型，全部亲力亲为，乐此不疲。
充满魅力的教具在课堂上赚足了眼球，引发了班上强烈的学习热情。
喜欢汉服的人群中，亦不乏男孩子。
与女孩子不同的是，相对于服饰，他们往往先迷恋华夏的思想和历史，热衷于探讨汉服背后的文化与
民族精神，并由此而成为“汉服迷”。
日渐频繁。
短短的一两年内，汉服热便从最初的个人行为发展成为有广泛参与者的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
在这期间，汉服文化交流平台显示了自我发展与推广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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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是汉服运动的发起地，也是最大的推动力。
多个传统、民族文化论坛，在2000年前后初显雏形，到如今已聚拢一批有明确社会价值观和责任心的
人群。
他们希望借汉服为突破点，复兴服饰背后优秀的社会礼仪与文化，促使具有民族自信心的文明社会的
回归。
因而，网络平台虽然属于自发的民间性质，但却在汉服运动之初便给它注入了思想性，使之能够走向
更深层次的探索。
也因为网络，使得初接触汉服的爱好者们有了及时互动的可能，有了相对集中的管理和引导。
汉服拥有了“粉丝”，兼有趣味和思想，遂成为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方式复苏的一项传统文化。
　　汉服文化的交流乐园　　汉服论坛内容颇为丰富，怀抱好奇心初次前来的浏览者，可能会如踏人
大观园般惊喜，流连忘返。
汉服交流部分有工艺、造型、礼仪等板块，大家在此交流史料中汉服的款型、制作与穿着。
有人认真地制作实物，还原历史中的人物形象，以供汉服爱好者参考；也有人兴趣盎然地实验汉服复
杂款式的制作方法。
现在较大的几个汉服论坛，都整理出了分类清晰的汉服资料，从款式、色彩到造型、礼仪应有尽有，
而且还在不断地更新积累，非常方便初学者参考。
每个论坛都有几“宝”一一他们活跃在不同板块，各有所长，是被大家熟知的“专家网友”，对汉服
研究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由于他们的带领，汉服论坛的技术性板块总是呈现积极而其乐融融的探讨氛围，实践和钻研也颇见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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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围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礼仪服饰的确定，汉服再次被摆上台面，多名政协委员提议将汉服作为开
幕式的代表团服饰，汉服的传承弘扬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雅是俗，汉服毋庸置疑地成为
最能抓住人们眼球的服装。
全书内容包括汉服渊源、细说汉服、汉服礼仪、打造自己的汉服、聚焦汉服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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