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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女式深衣袖型变化入手,分析了袖展、袖缘和袖宽的演变数据并进行统计和重现,以期对深衣袖型的创新

运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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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服装的形制主要分为上衣下裳制和衣裳

连属制两种。西周以前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正是深

衣的出现模糊了上衣下裳的界限。《礼记·深衣》中孔

氏正义对深衣名称的由来也曾进行探索:“所以称深衣

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

深邃,故谓之深衣。”[1]

1 深衣的重要历史演变

深衣穿着范围广,流传时间长,对中华民族服饰文

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形制的演变过程大

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
第1个时期为深衣发展的雏形时期,即先秦时期。

深衣出现以前,服装形制为大襟、右衽、上襦下裳、裤无

裤裆、蔽膝无法完全遮挡阴处。到周代,深衣出现,方
便实穿且对身体起到较好的遮蔽作用。到春秋战国时

期,动荡的社会背景和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促进了深

衣的发展,直裾深衣演变为袍,其中以楚袍最具代表

性[2]。
第2个时期是深衣发展的主要时期,即秦汉时期。

秦朝一统天下,官服制度也推陈出新,并没有沿袭周

礼,礼服的形制以袍为主,深衣的发展和变化主要集中

在汉代。汉武帝时大肆改革,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将深衣作为礼服,被称为“五(时)色衣”,冠服典

制对深衣的色彩和适用阶级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从此

深衣作为礼制,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同时直裾深衣逐

渐取代曲裾深衣,在东汉广为流行。
第3个时期是深衣发展的衰落时期,即魏晋南北

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断,大规模的迁移带来了

服饰的融合和交流,深衣逐渐走向衰落,男子多袒胸赤

足,不再穿深衣,大袖衫广为流行。但从某种程度上

说,大袖衫也是深衣演变的一种形式。同时深衣在女

装中也逐渐只见于表演服,即杂裾垂髫服。杂裾垂髫

服也称杂裾深衣,关于它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记载都很

少,但普遍认为杂裾垂髫服仍然属于深衣的一种延伸

款式。
第4个时期是深衣发展的后续时期。尽管深衣在

魏晋时期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对后世服装形制的影响

十分深远,由深衣演变来的历代服装层出不穷。可以

说深衣的发展贯穿中国发展的整个历程,具有极高的

美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2 深衣袖型演变的结构分析

2.1 深衣的袖结构

深衣的袖结构主要包含横向的袖展长度和袖缘

宽,纵向的袖宽和袖口宽,如图1所示。袖展即通袖

长,是指深衣平铺后,左袖口到右袖口的直线距离,相
当于深衣的实际尺寸,与现代所说的袖长有本质上的

区别。袖缘是深衣全身缘边在袖口处的分布,一般认

为作装饰用。
袖展

袖缘宽

袖
口
宽

袖
宽

图1 深衣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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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先秦两汉时期深衣袖型变化

对于早期深衣的记载,出土报告提供了多方面可

供研究的信息。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和湖南长沙马

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深衣式袍服。
表1、表2以两份出土报告为依据,对先秦和秦汉时期

的深衣袍服袖型结构进行整理和分析,总结出深衣袖

型的变化趋势,并对此反映出的社会现实进行初步解

释。
表1 春秋战国时期深衣袖型分析 单位:cm

项 目 素纱棉袍
凤鸟花卉纹

浅黄绢面棉袍
小菱形文锦

面棉袍

袖 展 216 158 345
袖 宽 35 45 64.5
袖口宽 21 45 42

袖宽/袖口宽 1.667 1 1.536
袖缘宽 8 11 10

款式特征 肩袖成斜线,袖子自
腋下向袖口逐渐直
线收小

肩袖成直线,宽袖
口,袖长较短

肩袖成直 线,长
袖,袖下部 呈 弧
状,腋下成角状

结构特征 袖片斜裁,袖缘斜裁 正裁 正裁

尺寸特征 与同墓出土的其他
类型服装相比袖子
尺寸相对较小

袖 展 达 到 158
cm,而 墓 主 身 高
为160cm,按 照
标准体形推算,袖
长在手腕至手指
末端之间

在同墓出土的所
有服装中袖展最
长,达到345cm
(身高的2.2倍)

袖裁片 斜裁,各2片 正裁,各1片,各
宽39cm

正裁,各3片,宽
分 别 为 42、43、
45cm,不足整幅
织物宽度

示意图

袖片裁剪图
袖
缘

袖
一（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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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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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1∶2复原图

特 征 只有直裾,没有曲裾,有小腰的出现和正裁、斜裁之分,
缘边较窄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

的袍服袖子各项数据中,袖展差别很大,其他各项基本

相同,袖宽一般大于袖口宽,袖口宽一般大于袖缘宽,
各项数据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其中,凤鸟花卉纹浅

黄绢面绵袍袖长应该在手腕至手指末端之间,而报告

中的描述仍然为“短袖筒”,小菱形文锦面棉袍袖展已

经达到身高的2.2倍。同时袖宽大部分均大于38cm,
按照现代标准体型数据推算(墓主人身高约为160

cm),袖宽均大于墓主人的背长,由此可以看出,早期

深衣的外形与现代装有很大差别,穿着在人体上时腋

下部分已经位于腰围线以下,衣身非常宽松。据《礼记

·深衣》中的记载:“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

权衡。……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

肘。”即袖子与上衣在腋下连合处的高低,以可以运肘

自如为原则。袖子的出手部分的长度,以反折过来刚

好到肘为合度[3]。由此看来,我们对“运肘自如”的定

义和标准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裁剪技术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正裁和

斜裁之分(正裁即与纱线方向一致进行裁剪,斜裁即以

与纱线成一定角度进行裁剪)。斜裁面料弹性较大,巧
妙利用的话可以使得衣服更加舒适合体,但同时拼接

和缝制工艺更加复杂,用料也更多,素纱绵袍袖缘采用

斜裁技术,充分考虑到袖缘圆弧部分的美观性和技术

难度,体现出古人的智慧和对于面料裁剪的别具匠心。
从裁片大小看,《周礼·内宰·质人》中记载道:

“一匹布广二尺二寸,长四丈。”周代一尺约合今日44
cm,则墓中出土的袍服袖片均不足一个幅宽。关于裁

剪方法,出土报告中描述:“裁制时把整幅绣面剪开,每
片大致照顾到刺绣图案的主题不被破坏。”[4]由此可以

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裁片以保证衣服十字型结

构和图案完整性而不是人体舒适度和美观程度为首要

前提,即“布幅决定结构形态”的特质,反映出当时社会

盛行的“敬物观”和节俭原则[5]。
分析数据可得,马王堆汉墓出土袍服袖子的各项

数据相差均不大,袖型比较一致,袖宽与袖口宽的差距

没有江陵楚墓明显,各项数据之间同样不存在线性关

系,但是袖型发生了明显变化。袖缘宽开始大于袖口

宽,袖展浮动区间,袖宽、袖口宽和袖缘宽均减小,袖型

由大袖向窄袖转变。同时,马王堆汉墓出土袍服袖子

腋下均成弧形,这与其缝制方法有关,根据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报告可知,其袍服上衣缝制方法为现将所有

衣片缝合后再将腋下缝合,说明其袖裁片腋下原就为

弧形,而江陵楚墓中出土袍服腋下以长方形的小腰进

行缝合,从而呈现出不同的腋下形状[6]。
直裾深衣袖缘采用的斜裁斜卷方式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土报告中关于这种方法

的描述是:“用半幅宽的白纱直条,按螺旋方式斜卷成

筒状,再由中间折为里面两层,因而袖口无缝。”斜裁所

需的面料远远超出正裁,再加上制作深衣的面料之昂

贵,可以充分显示出当时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贵族

·94·     2017年第3期             服装服饰




阶级的奢侈生活。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对大量技

术工匠的掳掠占有,加速了经济改革,各方面竞争的成

就对纺织材料、服装裁剪工艺和装饰艺术产生了重大

影响。裁片方面,马王堆汉墓的袖片均为一个幅宽或

者半个幅宽,但遵循的原则仍然是以保持十字型结构

和花纹完整为前提,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生活比较富足,
织物精美程度和原材料级别都有所提升。

表2 汉代深衣袖型分析 单位:cm

项 目
“信期绣”褐罗绮绵袍

(曲裾)
印花敷彩黄纱绵袍

(直裾)

袖 展 250 228
袖 宽 37 38
袖口宽 28 28

袖宽/袖口宽 1.321 1.357
袖缘宽 28+5 44

款式特征 袖筒比较肥大,下垂成胡
状,腋下有袼

袖筒比较肥大,下垂成胡
状,袖缘宽度与袖口略等,
袖口用白纱直条按螺旋方
式斜卷

结构特征 正裁 正裁

尺寸特征
与同墓出土的其他类型
服装相比袖子尺寸基本
一致

与同墓出土的其他类型服
装相比袖缘宽度最大

袖裁片 2片,1片宽1幅,1片宽
半幅,袖缘斜裁

正裁,各1片,袖缘斜裁

示意图

袖片裁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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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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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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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复原图

特 征
既有曲裾又有直裾,袖缘采用斜裁斜拼技术,没有小
腰结构

  江陵楚墓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袍服袖型外观

均接近直线型,实际上,小口大袖的“琵琶袖”也是先秦

两汉时期常见的深衣款式。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

土的漆绘木佣明确体现出这种袖型。这种衣袖主要是

使肘腕行动方便,也可以兼作口袋使用,香袋、手巾、零
钱等都可以放在里面。该衣穿着时,双手平放,大的袖

胡呈弧形下垂,衣形类似当今蝙蝠衫的外观[7]。比较

著名的还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重衣”和长沙陈家大

山楚墓出土战国帛画中贵族妇女所穿深衣,其袖型与

信阳出土彩绘木俑深衣大致相同,均为小口大袖,样式

也比较标准,如图2所示。

(a)河南信阳楚墓出土彩绘木俑  (b)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帛画

(c)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d)演变实物图示    

 战国妇女曲裾深衣

图2 其他深衣形式及其实物比较

2.3 袖型数字建模重现

对于深衣袖型结构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二维平

面,则无法直观地感受到其演变过程和空间实体形状。
通过三维建模将历代深衣袖型立体化,构建出具有三

维数据的模型,更方便于具体数据的分析和相关学者

的后续研究。先将图片导入到前视图中,用直线工具

将模型的线条逐个绘制出来,再用直线挤出工具将模

型的每个形体挤出合适的厚度,最后用圆角命令将模

型进行修正,如图3所示。

图3 3D建模流程

3 结语

深衣演变至今,几乎影响了中国服装发展的整个

过程。从袖型演变而言,先秦两汉时期深衣袖型仍然

局限于礼制,宽袍大袖的结构并不以身体舒适为设计

前提,直至唐朝出现了窄袖圆领袍衫,经过宋朝大袖短

暂回归后在元朝的民族文化融合中窄袖的形制得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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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袖型研究的层面来说,对琵琶袖和宽口大袖袖

摆弧度的复原制作为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生活习惯

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深衣袖型变化的细节从侧面反

映出社会审美的变化和社会包容度的增加,社会主流

思想由儒家学说向崇尚自由和理性转变。另一方面,
深衣袖子的制作工艺和用布裁剪方式揭示出古人在服

装制作工艺上极高的造诣,对斜裁斜卷和斜裁斜拼制

作工艺的研究是当代历史研究者无法逃避的使命。分

析袖展、袖缘和袖宽演变数据,并进行统计与重现,对
其创新运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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