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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元素在现代中式婚礼服中的应用 
◆张大明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  130012） 

 
摘要：婚礼作为人生礼仪之一在人们心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婚礼服自

然也就成为了婚礼上的焦点。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追求个性

化成为婚礼服在选择时的首要条件。近几年来我国对世界在各领域的影

响越来越大，在服饰上中国元素成为国内外设计师设计灵感来源的宝藏。

本文以汉服元素为切入点，结合现代青年的审美观，融合中西式婚礼服

饰的优点，研究具有民族特色的婚礼服设计规律。 

 

 

一、汉服及汉服元素 
汉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人们意识的增强和商业运作

的参与，汉服文化迅速推广。为此，学术界也对此加以了界定。
汉服就是指汉族传统的民族服饰。从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十
七世纪中叶（西周到明朝）年间的历史。中国历代服饰虽然形态
万千，各式各样，但是根据其造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
上衣下裳，一类为衣裳连属制。数千百年来，其基本特征依然保
持不变。汉代的服饰在我国古代服装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
位，它引领了中国数千年来服饰的发展方向。 

1、汉服元素 
通过某些视觉符号及其固定的特征，汉服的造型、色彩、纹

样及其制作工艺，面料的应用都属于汉服元素。比如，造型上，
婚礼服中常有凤冠霞帔等，其中分流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服装造
型，云肩。云肩常用四方四合云纹装饰，以彩锦绣制而成。其装
饰图案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邃。云肩同时也是中国服装史上，
平面与立体设计巧妙结合的典范。从服饰的款式上可以看出，云
肩的造型及纹样深受当地游牧民族观念的影响，是外来服饰的样
式，云肩虽然来自外来名族服饰文化，却由于人们崇拜天的意识
内因，华为我用，成为“天人合一”的名族服饰文化的典范。 

2、汉服纹样 
汉服纹样形式丰富，变化多样。如皇帝服装仍沿用“十二章”

纹样。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类纹样是“云气纹”云气纹是一种流畅
的舒卷起伏的线条组成的图案。一般作为神兽，神人，四神等图
像的地纹。以流动起伏的波弧线加强画面的动感。另外汉代流行
的几何纹样还有雷纹、方格纹、万字纹等，其中万字纹在婚礼上
呈现出宗教情感和审美情感的交融新娘在进门时，脚踏在“卐”
字符中心，表示“男女同生、吉祥如意、阴阳相配、坚固永久”
之意。汉代的植物纹样也被广泛应用，常见的有牡丹纹、荷花纹。
牡丹纹形式优美，作为织绣纹样具有富贵的含义。 

鸟兽纹在汉服中也被广泛应用，有龙、凤、虎、麒麟、豹、
仙鹤、蝙蝠等，其中尤其是龙凤纹，多数以变形的形式出现，加
上优美的造型，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不仅象征着吉祥幸运，同时
也宣扬着皇权，具有一定的阶级意义。 

3、汉服色彩 
汉服受秦的影响，在服饰方面崇尚黑色，随着经济的发展以

及文化的多样，人们开始注重色彩的搭配，服装色彩开始转变为
用强烈的对比色以及色彩艳丽明快的颜色为主。汉服饰色彩后来
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以五大正色（白、青、黑、红、黄）、五
大间色（绿、橙、褐黄、淡青、紫色）为主。还规定了绿色和淡
青色为民间常服的颜色。 

4、汉服面料及工艺 
汉服在汉代时期服饰的原料主要有麻、葛布、丝帛和动物皮

毛，后来从印度引进的棉花技术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普通百姓
的衣服布料以麻布、葛布为主要布料，丝绸比较珍贵，在当时是
上层社会主要的服饰布料。 

二、现代婚礼服 
在我国现代婚礼服分为中式西式两种，在汉代中国曾经设计

出 12 种不同色彩的丝绸婚礼袍服，代表着不同的身份。中式婚
礼服主要有凤冠霞披，现代婚礼也有穿传统民族服装的。而另一
种为西式婚礼服，新郎为西装，新娘为裙装。新娘的婚礼服装又
分多种款式，A 字型、合身型、、蓬裙型、鱼尾型等款式的裙装。

裙子的面料多用绸、缎等面料，一般为白色，在西方白色象征着
纯洁也象征新人洁身自好。 

民国时期，国门被外国强制打开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的影响，婚礼服饰的审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风格逐渐多样化，
婚纱开始被一部分人所接受，初期为新郎为西装加白色带领结衬
衫，新娘穿旗袍或者上袄下裙，或者新郎穿长袍马褂，新娘穿白
色礼服，手捧鲜花头戴白纱，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提倡勤俭节约，
婚礼服与日常服饰区别不大。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
带来的服饰审美唤起了人们对美的渴望，中式婚礼服再次受到外
界的冲击。随着中西方的文化融合，促使西式婚礼服在我国迅速
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时尚和主流。起初，婚纱以白色欧美礼服风
格为主，多为上身合体，下身造型蓬松。至今婚礼服的款式越来
越多，色彩也不再是单一的白色，在追求个性化的现代，只要喜
欢任何款式、色彩的服装都可以作为婚礼服。 

汉代服装采用平剪的手法，线条平直，服装宽松自然，显得
端庄宽博，它没有刻意的展现女性曲线美和柔媚使得穿着者含蓄
内敛。而在西式婚礼服上则采用立体裁剪的手法，强调女性的曲
线美，服装凹凸变化明显这与西方开放的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相反中国的文化比较保守。这是中式与西式婚礼服最大
的区别， 

三、汉服元素在现代婚礼服的应用 
现代婚礼服在造型上缺乏新意，对古代婚礼服盲目的照搬照

抄，设计出来的服装格格不入。 
汉代服饰纹样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题材，其基本来源于人们

身边比较熟悉的自然景观跟生活中可以看见的事物，比较写实。
传统纹样虽然样式丰富多彩但是缺乏新意且对于现代审美来说
有些繁杂。现代纹样崇尚个性，简洁，所以在设计上要转变其写
实的风格将其抽象化。将其拆分后重新组合或者加以变形放大，
使其样式变得夸张，不要照搬照抄，这样那些古老的纹样就会带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抓住现代人的审美品味。 

在色彩方面，汉服的色彩虽然稳重保守但是对于现代人的审
美来说颜色太过暗沉，应该大胆的应用一些好看的亮丽的颜色，
在保证具有汉服特色的同时，也应该在色彩上进行大胆尝试。 

汉服元素有很多种，可以应用的东西也有很多，像上述介绍
的内容都可以应用到现代服饰中，不论是造型还是手法，都可以
进行改变，再创造，设计出耳目一新，优秀的设计作品。 

总之，随着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加深，中西方在婚礼服的设
计上能推陈出新，互相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设计出更加有新意，
符合现代人审美品味的婚礼服。满足现代新人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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