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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朝建立初期,受政权和满汉文化的影响,我国服饰文化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激烈的民族矛盾斗争中满汉

服饰文化也在互相吸收学习,在冲突与融合背景下,满汉服饰在款式、纹样、色彩和材料的选择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

了新的服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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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清朝的建立、壮大、衰落直到灭亡,其文化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以服饰文化变化最为明显。清

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属游牧民族,这种传统的生活习俗

和特殊地域的环境使他们的服饰文化不同于汉族。于

是,自清朝政权建立起,统治者在统一疆土后也想在精

神上得到认可,强行下令推行剃发易服[1],要求汉人必

须同满族一样剃发留辫并穿旗装,试图保护满族民族

服饰的风俗文化特征。但是,任何法律和制度都不能

约束时代变迁的发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于是在激

烈的民族矛盾情况下,清政府也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如
提出“十从十不从”的建议,为满族服饰与汉服提供了

文化交融的空间。

1 满汉服饰文化的冲突

1.1 冲突背景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强迫治域下的广大汉民族臣

服。饱受明末战乱之苦的百姓,并没有从根本上认同

清王朝灭亡汉族封建统治的举动,尤其是在服装制度

上,将同化视为奇耻大辱,因此誓死抵抗。
由于满族常年居于塞外,其服饰具有强烈的游牧

风格。公元1664年清兵占领北京后,开始实施一系列

强制性活动,清政府将能否遵从“剃头令”作为试探汉

人真正归顺的表现,而汉人也对反对剃头表现出前所

未有的决心。

1.2 剃发易服

满汉服饰文化的冲突,直接表现在清政府制度下

的强硬和百姓民众无法认同的这种对抗上。统治者自

入关以来,为了便于辨识汉人顺逆与否,于是强迫汉人

遵从剃发易服,推行剃发易服制度这在《满清稗史》的
薙发令中有所记载。1623年,清政府颁布了官民帽顶

制度;1632年,开始推行服色制度。1636年皇太极命

令礼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2],明
确规定了汉族人必须穿满族服饰和蓄满族人发式。该

令一经颁布便违背了汉族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

毁伤”的传统,不可避免的激起严重的满汉民族矛盾冲

突。清朝政府便采取暴力手段强行推行这一政策[3]。

2 满汉服饰文化的融合

2.1 融合背景

在清军入关建立政权后,摄政王多尔衮面临着江

山易打不易守的局面,想要统治人数远比满族多的汉

民族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推行了“十从十不从”政策。

2.2 “十从十不从”促进服饰文化融合

1645年清政府下令,在中国的南方各地,军民等

人一律剃发改从满人服饰发型,否则军法处置,这就是

当时在民间所流传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对

于京畿直隶等重地要求在10天内剃发易服完毕。该

政策一出便引发各地人民的殊死抵抗,导致社会动荡,
人心惶惶。于是双方都希望尽快结束这种动荡的局

面,尽快恢复社会安定,最后妥协出现了 “十从十不

从”政策,即在服饰上及其民族差异上准许有一些变

通,以利于社会稳定及清朝统治的迅速建立。其内容

包括:“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

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
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

文字不从。”从史实来看,对于当时的男性服装发式方

面都是比较严格的,而对于女性并没有明确规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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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时候还是可以穿明朝服饰的;在世时必须着满族

服饰,而死后入殓则可以着汉服;寺庙中的和尚、道士

也被允许保留汉服的仪制。事实上,在民族被征服的

过程中,仅仅用武力所解决的问题并不能真正的从内

改变,且汉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根深蒂固,短期内是无

法完全改变的。随着清朝统治逐渐稳定以后,民族关

系也随之缓和,密切地交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而
服饰文化的相互融合也成为了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3 清代满汉服饰分析

在满汉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清代服饰变化

主要体现在清代女子服饰中,“十从十不从”就是在冲

突之后融合的一个结果。本文以清代满汉女子服饰为

例,阐述在冲突与融合背景下的清代满汉女子服饰特

点。

3.1 清代满族女子服饰

在清代,满族女子喜着长袍和马甲。长袍是满族

传统服饰的旗帜,也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旗袍”的原型。
在入关以前,长袍不分男女,款式较简单,四片裁剪开

衩较长,宽松直筒式,圆领,袖子较窄,袖口有马蹄状的

护袖,方便骑射,男子袍服较女子更加肥大,这种服饰

风格特点是满族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
入关后随着社会发展只有女子穿着长袍,清初女子袍

长及脚面多以棉麻丝绸花缎等面料为主。随着清朝政

权的稳固,逐渐脱离骑射生活后,满族女子的地位和生

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长袍款式也因受汉人影响逐渐

由宽松直筒向收腰合体转变,长度也由长至短,民间流

传的打油诗“大多装汉服,公袍剪短衣”就是对其的记

载。
而清代的马甲,常见的样式有对襟、大襟、琵琶襟、

一字襟和人字襟等。最初,马甲窄小常穿在里边,到清

中后期,受汉族影响喜欢将马甲穿在袍服外面。领子

一般是立领,长至腰际,在四周镶花边,女马甲则更加

繁杂靓丽。对襟是指两襟相对,开始的时候只是具备

方便实用等功能。从外形来看,大襟和琵琶襟较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在琵琶左襟底部中间偏右侧缺了一块。
一字襟的马甲前身则分成两片,从领下横向截开,在截

开处上片与下片连接处钉几对扣子使上下两片相连,
看似为一字,所以叫一字襟。一字襟又叫“巴图鲁坎

肩”、“十三太保”、“军机坎”等,据说最初只有王公贵族

和朝廷要员才可以穿。人字襟和一字襟在原理上基本

相同,衣襟从衣领下正中向左右两侧腋下斜截开,在截

开处缝扣子,正面看似人字,就形成了人字襟。
满族女子在着装上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必穿花盆

底鞋,鞋面面料为绸缎,上绣五彩图案加串珠等。花盆

底鞋以木为底,其特点是在鞋底的中间部分有一个高5
~10cm的高底,有的可达14~16cm,最高可达25
cm。整个木跟底用白细布包裹,也有外裱白绫或涂白

粉的,俗称“粉底”。鞋底的形状上宽下圆,形状好似花

盆,俗称花盆底鞋。又因鞋底的中间形状凿成马蹄式,
踏地时印痕好似马蹄,故又被称之为“马蹄底”。这种

木质鞋底的优点就是非常结实耐用,即使鞋面穿破鞋

底也完好无损。

3.2 清代汉族女子服饰

清代汉族女子服饰,由于受 “男从女不从”的影

响,相较男子服饰变化较小。命妇礼服,仍然可以承袭

明朝服饰制度,以凤冠和霞帔作为礼服。而普通妇女

日常则穿着披风和袄裙。只有在婚丧嫁娶时才会穿凤

冠霞披,其他场合都以披风作为日常礼服。披风有长

有短,款式为对襟大袖,领口打结,长度可过膝。领口

的样式分为抽口领、高领、低领3种领式,因为领形似

钟,又名“一口钟”。披风多以真丝面料为主,在其面上

绣各种花色图案,并镶嵌各式宝石珠串等。里衬大多

以皮毛为主。在披风的里面还穿有大襟、大袄及小袄,
小袄通常是女子的贴身衣物,颜色多以鲜艳的红色为

主;大袄则比较宽松肥大,长及膝盖以下。衣领通常采

用圆领或斜领,很少使用高领,领口处镶有各式花边。
女子下装多为裙装,红色寓意吉祥,在节日及婚礼等多

着红色裙;而丧葬等则只能穿黑裙;如果丈夫去世多年

与公婆生活也可以穿湖蓝色或者青色等深色裙。穿裙

时裙里也要穿长绣花裤子。清代裙子样式有百褶裙和

凤尾裙等。在百褶裙正前后通常有20cm左右宽的平

幅裙片,裙片多以装饰为主,主要集中在下半部,绣以

精美的图案花纹,边缘加装饰。两侧打有细褶,细褶上

也绣有各色图案,下摆镶绲边。腰头上则为围腰和细

带。风尾裙,顾名思义是在裙子外层叠有凤尾条,凤尾

条上绣精美花鸟虫蝶图案,并且每条凤尾下端系有小

铃铛。在清朝初期尚保留着明代习俗着百褶和凤尾裙

等,而在清朝末期普通妇女流行穿裤装,开始为大裤

管,后逐渐改为小裤管,裤口均镶有花边,花边样式也

逐渐丰富,后期还有多重镶边,第一道边最宽,第二第

三道边较窄,是当时裤装的一大特色。(下转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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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的感觉。

5 结语

服装配饰是为了主体服装服务的,其增加了整体

服装的美感、节奏感和延伸性,但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

民族性、阶级性和社会性。随着现代人们对美的要求

越来越高,对服装配饰也越来越重视,服装配饰与整体

服装的搭配也变得多种多样。在搭配整体服装时,要
让服饰配件与整体服装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更加完整

的艺术形式。人们的审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服

饰配件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进行创新,为满足现

代人的多元性需求,需要充分挖掘服饰配件的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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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tartingfromapparelaccessories,theconcept,development,classificationandinnovationmethodsofapparelaccesso-

rieswereelaboratedsystematically.Throughexamplesandpractices,thedesignandinnovationofapparelaccessorieswerestudied,

andtheexperienceandviewsabouttheinnovationresearchofapparelaccessorieswere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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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1页)

清代汉族女子的鞋也很有特点,因缠足后脚呈弓

形,故鞋子被称为弓鞋。弓鞋虽小巧却极为精致,绣以

刺绣珠玉等,不同的是花盆底的跟在中间,弓鞋的跟在

足后。弓鞋颜色也较丰富,以红色最为流行,丧服则为

白色。弓鞋样式也较丰富,有换脚鞋、尖口鞋、眠鞋等,
睡觉时也要穿着眠鞋入睡。

清代女子服饰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繁荣时期,从款

式、面料及装饰等方面对中国服饰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

清代女子服饰也反映了清代满汉文化的交互融合。

4 结语

清代满汉服饰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表现为激烈的

冲突,统治者为保障满族地位的确立,采用剃发易服的

制度以满族服饰文化习俗替代积淀几千年的汉文化。
虽遇到汉族广大民众对满族文化的强烈反抗,但是在

反抗和拒绝的同时,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得以互

相学习效仿。最后,汉族服饰文化与满族服饰文化相

互影响,彼此交融,共同创造了绚烂博大精深的清代服

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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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tthebeginningoftheestablishmentofQingDynasty,China'sclothingculturehadgreatchangesundertheinfluence

oftheregimeandManchu-Hanculture.Inthefierceethnicstruggle,ManchuandHancostumesabsorbedandlearnedfromeachoth-

er.Underthebackgroundofconflictandfusion,ManchuandHancostumeshadgreatchangesinthestyle,pattern,colorandmateri-

al.Akindofnewdressculturewas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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