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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传统服饰的形式美感-以集安地区服饰研究为例 
祁诗晴 

（长春师范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130032） 

摘要：传统服饰随着地域、历史、民族、人文、自然等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美感，成为一类富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了解传统
服饰的形式美感，有利于审视民族文化之底蕴。本文以集安地区为例对当地传统服饰的形式美感进行探索研究，以期挖掘出富有当
地特色的服饰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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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传统服饰都被视为具备空间立体感、色彩层次感的

文化存在被不断研究，在传承中进一步改良。传统服饰的形式是研
究和解码服饰美感的重要因素，想要传统服饰更显艺术美感，应在
服饰的形式上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更要融入时代元素，契合地区
的文化风格，适应各民族的审美追求。一般而言，探寻传统服饰的
形式美感，可以从造型、色彩、材质、纹饰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文
将主要以吉林集安地区为例，探讨当地多民族的传统服饰的形式美
感。 

1 传统服饰的造型美 
服饰造型主要分内在和外在两个存在形式。从内在看，服饰巧

妙地融入了人们对文化的理解，蕴含着质朴的思想与多元的精神。
如在集安地区的朝鲜族喜欢穿着的传统服饰为韩服，服饰具有平滑
的线条，可透射出朝鲜族的纯善温和的性情。通过上衣和下衣的二
部式组合形式，完成了对本民族传统审美思想的展现。从外在看，
传统服饰的造型美需要通过“穿”的动作来彰显价值。任何服饰只
有在穿着后，才能引发人们的关注，才能品评服饰的款型样式。从
这点看，传统服饰的造型美，要将服饰所演绎的结构空间与人体体
格的适配性和协调性作为首要职能，若未重视这点，则造型美就无
从谈起。集安地区的朝鲜族传统服饰也在设计上十分注意这一点，
上衣衣襟、领条或裤子斜幅等的制作充满趣味感，上衣的曲线线条
更加流畅，让服饰的造型变得动感优美。 

服饰与人体的适配，除了释放人体形态的魅力外，还应最大程
度改善或变换人体自身的缺陷。常规的服饰穿着，基本是将人体的
肩、臂、肘、腰、臀、膝等部位视作支点，按照支点的差异对服饰
进行裁剪，寻求长短、宽窄、曲直等平衡，调和出理想比例，以修
整者的省道、折裥、缝合等技术让服饰的造型更有层次，形成多元
的视觉效果，从而放大了人体体态优点，而隐藏了体态缺陷。 

2 传统服饰的色彩美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传统服饰的表现形式也多以丰富的色彩为

主，这符合人们对色彩的直观接受习惯。传统服饰的色彩搭配若运
用得当，能够让服饰的造型和材质显得更加高级。集安地区作为多
民族聚集地，各民族都在服饰发展中摸索建立了属于本民族特色的
服色体系。随着体系要素的完善，穿着者的服饰在色彩搭配上就可
展现出不同的身份及地位，色彩的运用在日益考究中变得精致，不
仅展示了出色的实用性，还持续传递着美术价值。 

传统服饰的色彩美很多时候需要多个色样的对比组合。通过色
彩和光影的组合，迅速刺激人们的视觉，使得主观视觉感应增强，
让色彩可以留下更多的印象。集安地区的朝鲜族服饰多见白色，寓
意纯洁善良，象征着高尚神圣。此外，先哲们在探索服饰色彩体系
的过程中建立了“阴阳五行”理念，在服饰色彩搭配中多选择白、
黑、黄、青、紫等色彩。如今，绿衣红裳、黄衣红裳、黄衣蓝裳以
及七彩虹缎等均成为了对比色突出的服饰色彩代表。朝鲜族色彩斑
斓的服饰增添了很多节日气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有活力。色彩是
可以在不同条件的光线影响中对人们造成各种差异性的心理或情
绪感受的，如白色可让人感受到雅素，黄色可让人感受温暖，红色
可让人感到愉悦，粉色可让人感受到可爱温馨，还有其他的色彩或
是有华丽富贵感，或是有悲伤苍凉感。随着传统服饰对色彩美学价
值的不断探索，将会在更多色彩的配置对比中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心
理感受。 

而在集安地区生活的满族，多以旗装作为自己的传统服饰。旗
装的色彩搭配与民族传统文化及历史观念有很大关联，尤其忌讳在

平民中使用黄色，仅会在皇氏相关的服饰中出现，体现独尊之势。
旗人中流行的旗装其实拥有大量鲜艳生动复杂多元的色彩，往往在
服饰中运用强对比度的色彩。一般上，皇室王宫所穿着的旗装多会
搭配选择明朗、艳丽的色彩，而普通民众的旗装色彩表达则不那么
强烈，多用灰暗来体现身份。 

3 传统服饰的材质美 
传统服饰的形式美中，材质美是重要内容。服饰选择上乘材质，

既可重塑服饰的外形，让其向着理想的方向变化，又可最大程度提
升穿着者的品味，无形中抬高了身份，让穿者有很强的舒适体验。 

在集安地区，传统服饰在设计、制作、交易、穿着等环节，都
有很多人十分关注材质。由于地处我国东北，气温较低，很多传统
服饰的材质都以棉、麻、毛为主，同时还搭配一定比例的丝质，让
服饰的经纬密度、悬垂效果、材料质感等都达到最大程度的配置，
烘托出服饰之美。满族旗装的材质设计与选择更显精细，常规服饰
中可见丝绸、花缎、罗纱或棉麻衣料，而作为宫廷王室的旗装材料，
则多选缎、绡、绸、纱及剪绒织物等档次较高、价值华贵的面料。
随着传统服饰在制作时对材料的选择的不同，很多穿着效果也随之
改变。如集安地区的汉、朝鲜、满、回、蒙古等各少民族都会选用
毛料在制作服饰，这样可以大大增加御寒温暖之感；会选择用棉料
来制作贴身服饰，回归简洁朴素，在轻松穿着中保持自然美。 

如今，各种服饰制作材料在新生产技术工艺的发展中得到了改
良。即便是原本多用于普通民众中的棉麻材质的织物，都不断在经
纬密度以及物料质感上有了新的发展，触感变得更加柔滑细腻。而
这些材质被制作成传统服饰后，又进一步让服饰这一文化符号获得
了更多的注释，其艺术美感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增强，传统服饰
在过去所呈现的民族原始性变得更加现代，更加自然。 

4 传统服饰的纹饰美 
服饰的纹饰同样是研究服饰形式美应关注的另一个关键要素。

从诸多典籍中可以查到，服饰上的纹样记号或者装饰物在舜禹时期
已经出现。经历漫长的发展，我国的传统服饰的纹饰元素更加丰富，
汉族服饰中常常可以看到几何纹、云雷纹、云气纹、连珠纹、花鸟
纹、对禽鸟兽纹、山水纹等不同类型的生动印记，或形象描述世间
之灵，或抽象表达自然之物，散发出浓厚的东方韵味，极富艺术感
染力。毫无疑问，纹饰的发展可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演变的承载窗
口，特别是能够从中领略到漫长封建时期的鲜明礼制色彩。作为现
代人追求新鲜事物的一项创新，很多旗装爱好者会研究并创新设计
清代旗装所出现的写生纹样，无论是祥禽瑞兽还是自然花草，或是
古代传说中出现的神仙圣人，都可以成为服饰纹样的主要写生题
材。满族旗装的制作工艺本就繁复，而其中纹饰的加工处理也十分
的考究，其盘金满绣的图案展示面积可占到服饰的七成大小，从而
十分奢华高调地彰显了穿着者的显赫地位。 

结束语 
我国的传统服饰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内涵，其造

型、色彩、材质、纹饰等形式美感正持续展现着极强的艺术气息，
成为新时代下很多时装设计者们的关注焦点。积极探寻传统服饰的
形式美感，不断在新的服装设计中借鉴和吸收传统服饰艺术元素，
才能在推动时尚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我国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
艺术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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