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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标志和维系族群物质与精神的双

重纽带。汉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

文化积淀、审美倾向、人文风俗等的体现，无论从其历

史传承性、文化艺术性、社会影响力等层面都是其它服

饰不可替代的。

一、汉族服饰的研究背景和现状

世界各国都拥有民族服饰，如日本的和服、韩国的

韩服、越南的长衫、印度的纱丽等。我国的服饰文化起

源于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今，服饰

的作用也由避寒到遮羞再到美观不断演化。中国被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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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上国”，在历史进程中 56 个民族服饰的演变更迭大

放异彩，如苗族服饰精美的刺绣、纳西族服饰的“披星

戴月”、布依族的蜡染、土族的七彩绣等。范晔《后汉

书·舆服制》载汉族服饰“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

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

成完备的冠服体系，直至对亚洲文化圈的日本、朝鲜、

越南等国家持续不断的产生影响。现代科技材料和工业

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冲淡了人们对传统服饰文化的了解

与兴趣，汉族服饰文化由大众变为小众，由民族符号变

为奇装异服，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继承的

缺失。近年来，随着社会快速的发展，国家对传统文化

进行大力扶持，这使得传统文化再次受到关注。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载体，汉族服饰的制式、

色彩无不展示着儒家文化的仁与义、天与地，这使得中

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明晰。汉服文化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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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更是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

载体，它代表了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传承悠久的服

饰文化与艺术方面，应当面向年轻群体去推广汉族服饰

文化，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领略其艺术的魅力，

运用适合他们的形式与语言，推广汉服文化。

二、汉族服饰符号化元素提取

汉族服饰符号元素提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从色彩上。古代布料的染色遵从古制，体现了阴阳五行

信仰，即“黑土、白土、赤土、青土、黄土”这五色，

五行五色是中国特有的哲学观念和色彩观念。《周礼·考

工记》载“画绩之事，杂五色，……青与白相次之也，

赤与黑相次之也，玄与黄相次之也。青与赤谓之文，赤

与白谓之章，白与黑为之能，黑与青谓之献，五采备谓

之绣。”五色体系符号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仍然较为广

泛，如脸谱颜色中的红色往往所指正直忠诚的人，红色

也往往象征着吉祥、喜庆的寓意，如朱衣、朱门、朱轩。

从服饰结构上，服饰包含交领、衣袖等元素，这些服饰元

素可符号化其形状和造型。从制式上，汉族服饰中深衣、

齐胸儒裙、袄裙等形制，都可以作为符号化元素的提取。

三、汉族服饰元素在书籍设计中的应用

3.1 服饰书籍设计

当前关于汉族服饰元素的研究多见于汉服文化研

究、服装设计及品牌研究、影视文化研究中等，书籍研

究设计中的较少。目前国内传统服饰类的纸本书籍主要

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目标读者群体是有一定文化素养

的读者，主要是精装本，如《中华服饰》，这类书籍在内

容上的呈现是大量出土服饰图片和学术性文字相结合而

成。第二类主要目标读者群体是年轻群体，主要是简装

本，如《大明衣冠》，这类书籍在内容上呈现是以绘制的

服饰图片和诙谐的文字结合。这两类是市面上主流传统

服饰类书籍。国内的常规书籍设计仅仅是纸本书籍的呈

现形式，缺乏一些适合向年轻群体呈现的书籍形式。国

外如日本的传统服饰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服以直

线裁剪形成其端庄、宁静、沉稳的服饰气质，在日新月

异的今天和服没有随着历史发展而消逝，反而熠熠生辉，

和服文化类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化推广的作用。

通过对日本传统服饰书籍研究，第一类是以模特拍摄真

实服饰图片为主要内容呈现，直观反映服饰内容如《日

本服饰史》，以真实的单个人物或多个人物穿着和服的方

式呈现。第二类书籍信息以平铺服饰图片和纹饰作为内

容，清晰的展示和服的样式和纹样，如《和服与日本色

彩》。如何在传统文化的书籍中将书籍的珍藏感和趣味性

结合找到平衡，并同时具有传播传统文化内涵和美的形

式的意义，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书籍无疑是承载

服饰文化最恰当的载体之一，纸本书籍是带有文字和图

像的纸张的集合体，其主要利用文字和图形符号来记录

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变化，对于人类文

明史的发展起到重要见证作用。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在

商朝，由竹片或木片制成，统称为简，它和最早期的汉

族服饰出现在同一时期。随着人类的认知水平的提高，

书籍经过数千年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了系统化的文化体

系。近年来，书籍设计形式逐渐呈现出从复杂化转向简

洁化、平面化转向立体化、信息传播到趣味传播的转型，

这样的转变是书籍设计呈现出更多的艺术可能性，为更

好地承载传统文化艺术传播提高可能性。基于以上的调

研与汉族服饰符号化元素的提取，以纸本书籍承载汉族

服饰文化，展现出中华汉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其独特的中

国东方美，唤醒年轻人这一群体对蕴含厚重历史文化的

传统服饰的亲切感。

3.2 汉族服饰元素的应用

选取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文化作为书籍设计的题

材。项目通过调查研究、文献查询、案例分析的方法，

收集并整理所需的文字、图片资料，形成书籍语言。通

过汉服的书籍设计，达到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传

统文化的美的目的。从书籍设计的目的来看。《同袍》是

一本传播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信息的书籍，希望向年轻群

体传播通俗易懂、趣味横生的传统服饰文化。“岂曰无

衣，与子同袍”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长袍。同

袍一词源于诗经《国风·秦风·无衣》中。“同袍”最早

意为战友，泛指朋友和知音，在汉服文化中，汉服爱好

者就自称“同袍”。从书籍设计的步骤来看。在书籍设计

的前期准备阶段，查阅大量论文资料及调查报告，深入

挖掘青年群体对汉服知识了解的程度、接触汉服的年限、

购买汉服的原因等方面内容；对市面上在售的实体传统

服饰书籍进行市场调研，分析优缺点，发现以传统服饰

的绘本和服饰考古书籍居多；收集大量出土汉服的图片

和文字资料，梳理书籍内容；寻找国内外传统文化书籍

的设计案例，进行分析与学习，为进一步设计做准备。

在书籍设计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书籍内容、书籍结构、

书籍封面与封底、书籍排版等方面的内容并不断修改完

善；进一步丰富书籍的表现形式和趣味性；思考适合书

籍的装帧形式和工艺。在书籍设计的完成阶段，将对书

籍的整体细节进行深入完善；对书籍的颜色、特种纸张

进行打样；制作汉服的折纸并完成折纸教程；开展 H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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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从书籍设计的内容和书籍的结构来看。书籍结构

是由腰封、封面、序言、内页、封底组成。书籍内容分

为同袍之秘、同袍之变、同袍之趣三个章节，分别对应

汉服的基础知识、汉服的朝代演变、汉服的折纸互动三

个内容。在阅读书籍内容时，根据书籍内容需要设计为：

第一个章节“同袍之秘”，该章详细地介绍了汉服的交

领、衣袖、形制、布料、系扣、结构等，便于读者认知

汉服最基本的知识，这也是认识汉服的第一步。第二个

章节“同袍之变”，书中展示了殷商的上衣下裳、春秋战

国的深衣、秦汉的曲裾、魏晋的上衣下裳、隋唐的齐胸

襦裙、宋代的褙子、明朝的袄子，通过七个朝代的时间

线索展示了汉服在不同历史时期下的不同的制式和特点，

这是认识汉服的第二步。第三个章节“同袍之趣”，展示

了汉服的折纸，扫描书籍中的二维码有对应的折纸教程，

书籍的最后提供折纸的材料包，读者可以参与折纸进行

再创造，这是认识汉服的第三步。通过这三个章节的阅

读，逐步加深对汉服的认识。其中的汉族服饰符号化元

素即在书籍的封面设计，灵感来源于汉服最具独特性的

元素衣袖进行再设计，封面左右页就是可以打开的衣袖，

直观的表达汉服主题。读者观看到书籍封面产生对汉服

这个主题有关的联想，引发读者的好奇心。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文化

就是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根基，是国家认同感的基础，

它的深厚魅力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流动，形成华夏

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涵。服饰代表了民族形象，是其民族

身份认同民族精神弘扬及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

把汉族服饰元素运用在书籍设计中，是对书籍设计的形

式开展创新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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