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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三十年来的服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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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古代中国染色技术的限制，稀有的颜色被少数权贵阶级独享，因此，服色被封建统治者作

为区分尊卑贵贱的政治符号。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近现代社会服色渐转变为强调自我的个性标

签，但是国人意识里传统色彩审美呈现隐性状态。越来越多的本土设计师运用传统服色文化创新设

计，面对全球化进程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服色文化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文章对近三十年来

服色文化的著作和论文进行梳理和分类，依据研究视角分为服色制度、服色审美、民族服色、服色颜

色词、地理服色、传统染色技艺六个方面，指出研究现状之不足，对今后研究提出展望。此举为研究

当前服饰色彩经济、探索服饰色彩品牌打下基础，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服饰色彩文化之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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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lor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ostume for thirt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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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dyeing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rare colors were exclusively enjoyed by a few
influential official classes． Therefore，clothing color was used as a political symbol by feudal rulers to distinguish
nobility and inferiority．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class society，costume color in modern society has gradually
changed into a personality label emphasizing oneself，but the traditional color aesthetics in Chinese consciousness
presents a recessive state． More and more local designers use traditional color culture for design innovation． Fac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on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ostume color
culture is not enough． This study collated and classified the works and papers of the color culture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the study of colors was divided into six aspects: costume color system，

aesthetic taste of costume color，national costume color，costume color word，geographical costume color and
traditional dyeing techniqu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y of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lays a foundation for studying the current color economy of clothing，exploring clothing color
brand，and inheriting the essence of color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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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穿戴何种颜色的服饰主要取决于个 人的偏好，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严格的色彩禁

忌。傅克斯把性别和等级视为服饰史的两大主题:

“每个时代的服装总是重新决定并试图解决两性问

题，以及阶级隔离问题。”［1］色彩是社会等级和身份

地位的象征符号，不能随意穿着。舆服制度是中国

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王朝存在严格的等级舆

服制度，借以冠服车驾的形制、图案、材质与色彩制

—89—



Vol． 56，No． 3
Mar． ，2019

第 56 卷 第 3 期
2019 年 3 月

造服饰差异［2］，实现“等上下而差贵贱”。源于色彩

的视觉特性和阶级统治的需要，始于北周的服色之

制因染色技术的发展对色彩的限制趋于细致，直到

近现代西方合成染料的输入，颠覆了传统植物印染

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的色彩审美也随之悄然生变。

1 “服色”释义
“服色”一词的含义最初十分宽泛，《汉语大词

典》给出服色三个含义: 其一是车马和祭牲的颜色，

历代各有所尚［3］。《礼记·大传》: “改正朔、易服

色。”郑玄注: “服色，车马也。”孔颖达疏: “谓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车之与马，各用以所尚之正色也。”
由此可知，“服色”不仅指衣服的颜色，而对于各代礼

制中所提到的“易服色”中的“服色”也包含车马的颜

色。其二指官员品服和吏民衣着的颜色。《史记·
殷本纪》中:“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
汉代学者董仲舒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

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

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4］“正朔”和“服色”是

中国古代王朝的一项重要政治传统，正朔关乎王朝

历法，服色关乎王朝礼志，两者相互联系，有如朝代

更替不改服色，则名不顺言不正之意［5］，可见服色之

于政治的重要。宋高承在《事物纪元·官爵封建·
服色》记载:“《隋礼仪志》曰: 大业元年，炀帝诏牛弘、
宇文恺等创造章服差等: 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

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

黄……”隋朝以后，服色之制逐渐经过唐、宋、明的发

展形成了用以区分社会地位、等级森严的体系。其

三指衣着的样式色泽，服色的含义从古代每一朝代

所定的车马、祭牲、服饰的颜色，后亦泛称各级官员

的服装和配饰的颜色，并不单指服饰的颜色，包括款

式等，本文“服色”所指即为第三种范畴。

2 服色文化研究之于现代服装产业的
意义

近代以来，传统植物印染的作坊式生产退出了

历史舞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天然染料又重

新走进大众视野。天然植物染料和手工印染工艺作

为环保理念的代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

成为众多高端品牌争相研发的热门。国家层面对民

族文化建设之重视，服饰文化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

传播载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些传统色彩习俗

和色彩名称仍然沿用至今，就像“中国红”仿佛是深

深烙印在民族上的视觉色彩符号。
首先，服色文化研究是对传统色彩审美的当代

延续。任何色彩的喜好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之

上，社会向前发展，文化会发生变异，色彩喜好也不

会一成不变。一百多年来传统植物印染被合成染料

几乎吞噬了所有市场份额，传统色彩文化的根基前

所未有地被动摇，现代的流行色市场被西方色彩体

系掌控。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之于民族风格的重

要性，各个领域传统文化复苏。陈之藩在《剑桥倒

影》中写道: 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

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服色

文化正是数不尽的色彩习俗集合成的传统，人们现

在所感受到的色彩已经是数千年来各种文化、认识、
观念下的产物［6］。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犹如遗世珍宝

潜藏在国人的意识里亟待唤醒，作为服饰文化研究

者，应该关注除了形制以外的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

服色文化，细究服色文化的地域特色、传统服色搭配

规律、服色习俗内涵等。有利于加深对民族色彩审

美精神和应用规律的理解、分析与掌握，对尊重民族

色彩秩序和色彩价值观的认同，实现传统色彩应用

的科学化、系统化和个性化，以国际化为立足点，以

民族化为本源，展现东方服色艺术和哲学思想［7］。
其次，服色文化研究为现代服装品牌增添核心

竞争力。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有中国特

色的研发和设计更加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好评。色彩

作为最能直接表现科技与转变的学科，呈现良好的

发展态势，从传统纺织工业领域到高精尖的消费电

子领域，越来越关注色彩学科交叉融合和科技创新

发展。色彩作为服装最重要的外部特征之一，是点

亮服装的灵魂，也是影响消费者对服装感官判断的

主要因素，科学地管理应用色彩是纺织服装行业提

高创新能力的一个切入口。国际流行色协会调查数

据表明: 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合适的色彩设计可

以给产品带来 10% ～ 25% 的附加值［8］，可见科技色

彩对服装品牌的重要性。随着时尚产业的发展，服

饰文化发展越来越多样化，各种风格、各种文化背景

的服饰设计被接受度越来越高。在文化创意产业成

为国家支柱性产业的背景下，服色文化可以作为本

土化、民族化的实现途径，寻求与消费者心理的色彩

共鸣，活化新时期的民族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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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色文化研究现状
国内大规模的服饰史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学者对服饰形制、图案的热衷却忽视了色彩要素，近

年来呼吁传统的声音高涨，服色也兴起了研究热潮，

从不同历史时期服色制度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色

彩的应用，服饰文化学者和服装设计师展开了深入

的理论挖掘和设计实践。色彩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

会属性，涉及的学科门类多，应用领域广，服饰色彩

的运用与文化、心理学、生存空间及人体生理学紧密

相关。当今学术界对服色研究的基本趋势是研究视

角广泛，学科交叉显著，越来越向深层挖掘，整体上

逐步从对服色历史资料的整理总结拓展到服色表象

下的礼制、风气、生活方式等社会问题。
3． 1 研究服色文化的论著

纵观 1985—2017 年，将服色文化作为研究主线

的专著较少，属台湾学者李应强的论著较为全面，其

整理并考证了周代至清代中国服色史发展脉络及演

变轨迹，以彩色绘图直观地展现了各式礼服服色的

细节，结合时代的政治取向和文化风格、流行服色，

阐释了服色表象下所蕴含的哲学、政治、社会意义及

对中国人的设色理念。李应强［9］创新地以现代色彩

学原理解释传统服装用色的审美标准、用色方法及

配色技巧，归纳了一系列中国传统色对照表，为大陆

服色研究者开拓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除此之外，邵

旻的《明代宫廷服饰色彩研究》［10］以明代宫廷服装

色彩为主线，探讨了明代服装色彩制度的立制根源、
依据与核心，归纳了明代宫廷服饰的色名与色系，从

染色工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色彩释义、染料获得、染
色工艺。通过明代宫廷服装色彩的染制再现、数据

采集、数字色值与命名，对传统服装色彩历史的研究

做出全新的尝试与推进。其他有关服色的描述散见

于不同的服饰史专著中，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

研究》［11］在出土文物与文献多元结合对比分析的基

础上，简要阐释了唐、宋、元、明、清时期服色制度、染
业及染料; 张志春的《中国服饰文化》［12］简述了中华

远古的服色演进、服色的异化及神化、服色内涵的再

构筑等; 崔荣荣等的《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13］解

读了近代汉族民间传统服饰不同品类上的配色设

计，阐释了汉民族“五行五色”的传统设色观念。此

类服饰史类的著作均不会忽视服色之于政治体制的

重要性，但也只是从宏观层面简要罗列历代服色制

度之表面字义，观点零散不成体系。

3． 2 研究服色文化的论文

研究服色文化的单篇论文较为丰富，研究面广、
视角多元，涉及史学、艺术设计学、语言学、民族学、
地理学等领域。

第一，从史学视角出发，基于古代文献和出土文

物为研究材料考证历代服色制度的考证。各地不断

出土文物的增加，为服饰色彩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参

考的实物材料，服饰的断代研究不断加强，服饰研究

已从时间轴上的纵向研究拓宽到了较为详实的横向

研究。依据出土文物考察古代服色制度成为这类论

文的主流，考证服色的微观层面如《汉初服色外黑内

赤考》［14］、《唐代礼官服色考———兼论〈步辇图〉的服

色问题》［15］、《清代〈钦定服色肩舆永例〉略考》［16］。
学者多以小见大，通过分析现有的考古资料、绘画及

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等，研究某一时期服饰色彩的发

展脉络及演变过程，推断古人的着装色彩思维，比较

服色的嬗变并探讨其原因，从而展现色彩文化的传

承与消融的合理变迁。还有，袁利在《汉代丝织品色

彩研究》［17］中分析了汉代丝织品色彩的文化内涵、
色彩构成、色彩情感及色彩表现风格，归纳了汉代丝

织品的用色规律，溯源了色彩风格形成的原因; 朱芸

的《唐宋时期服饰色彩的研究》［18］探讨了唐宋两代

男女服饰色彩，运用墓壁画、传世人物画、文学作品、
历史文献等资料互为印证，对比出两个时代服饰色

彩观念的差异，解剖了服色流变及反映出的社会心

理的变迁。
另一方面，政治学说与服色的关系问题是另一

主流，即对朝代更替后新王朝的服色问题进行深层

政治剖析。陈鹏的《三统说与汉晋服色》［19］探讨了

“三统说”对汉晋王朝尚色的影响，考察历代在正朔、
服色问题上对三统、五德二说的取舍。李正君的《魏

晋故事: 西晋德制的确立与正朔服色问题》［20］则是

利用西晋政府决定继续沿袭曹魏的正朔服色的政治

手段，有意制造禅让不改正朔服色的神话，达到消减

魏晋鼎革过程中的武力胁迫的因素; 杨英的《汉魏经

学变迁与曹魏正朔、服色改易》［21］、宋金英的《“阴阳

五行”对先秦服饰色彩的影响》［22］都在试图解释某

一时代服色制度制定的思想依据、发展、嬗变，挖掘

古人服色审美下的礼制文化。由此可知，服色在王

朝交替过程中的独特政治文化，研究者多为史学学

者，视角新颖、论证详实、观点深刻，是服色研究中价

值较高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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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于艺术设计学科背景下对传统服饰色

彩审美的研究。论文多集中在传统色彩审美下的思

想和尚色文化，探讨服饰色彩的视觉语言，更注重精

神和情感的表达。日本东洋服装史的著名学者杉本

正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23］是

三十年来较早对此进行探讨的文章，有一定的理论

支撑，论述有力，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作者揭示了

古代中国的服色所反映的贵贱观念及其与阴阳五行

说的渊源，概述了服色作为仪礼形式如何在所谓异

端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变化。林朝阳的

《中国古代服色审美意识》［24］总结中国古代服色的

基本特征，服色审美意识的熔铸与嬗变，以及借助现

代色彩构成的基本理论与古服施彩理念的比较研

究，最大亮点在于提出古为今用。虽然服色文化并

非全是精华，要想为当代所用一定要取其精华，在大

传统的服饰文化审美背景下，挖掘中国民族服装在

色彩运用上所构成的精神内涵，为现代服饰设计提

供审美认识上的帮助，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前

面宏观论述不同，杨凤飞的《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历

史演绎与价值内涵》［25］、杨芳的《当代中国人对传统青

蓝色彩的心理认知与情感价值回归》［26］则从微观视角

挖掘传统服色文化中的单色文化及现代服色观念的转

变，对现代服饰色彩文化的影响抛出一些问题，值得人

们加以关注和思考。此外，服装专业学科背景的学者

借用现代西方色彩体系解析传统服饰色彩审美，他们

将服饰色彩提取色标植入某一色彩体系中总结其用色

规律和特征，研究的内容具体细致，涵盖了配色规律、
色彩内涵、地域色彩审美等。李蕊［27］运用瑞典 NCS
色彩体系对满族服饰色彩进行分析，卢东华［28］运用日

本 PCCS 色彩体系解析百濮系民族服饰色彩。
第三，从语言学视角出发，运用统计方法梳理古

籍名著中的服饰颜色词表述。语言学家许嘉璐《说

“正色”———〈说文〉颜色词考察》［29］一文统计了《说

文》中的颜色词的使用次数，从先民对颜色的分类到

后来典籍中关于正色、间色的种种解说所反映出的

观念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论证详实，给后续研究

者开拓了有关颜色词研究的新思路。唐甜甜的《〈金

瓶梅词话〉———颜色词计量研究》［30］、金福年的《现

代汉语颜色词运用研究》［31］均是建立在对古代颜色

词的计量研究揭示色彩审美等问题。单个色彩语言

词的研究论文成果颇多，如杨芳《清代宫廷后妃便服

中的青、蓝色》［32］透过单个颜色词揭示传统色彩观

念建构下宫廷传统服饰色尚选择和审美; 也有学者

研究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命名，常乐的《中国传统纺

织品色彩俗名研究》［33］、邓晓珍的《中国传统色彩色

名表达规范与应用价值初探》［34］，从语言学中颜色

词的组成方式中寻找色彩命名的规律，以揭示传统

用色习惯及中国人对颜色词的特殊情感，探讨了传

统色彩观念的传承在当代的价值。
第四，从民族学视角出发考察不同民族的服饰

色彩。从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少数民族服饰色

彩的研究多于汉族，滇、川、辽、新、吉等地域是中国

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是当代仍在延用民族服饰的地

域。李雪萌［35］解读了朝鲜族传统服饰色彩尚白和三

原色搭配的文化含义、特点、色彩情感，探讨了现代

朝鲜族服饰色彩的搭配形式，并提出促进中国少数

民族色彩元素与现代审美取向的融合，传播朝鲜族

服饰的色彩美。相较于文字描述色彩的局限性，孙

阳［36］、李楠［37］运用西方色彩体系对滇区域内傣族各

分支服饰色彩进行数据统计，归纳服色规律特征，这

种研究服饰色彩的实证方法能给读者直观的色彩视

觉感受力，是现阶段服饰色彩的研究趋势。有些学

者注重服饰色彩自然属性下隐藏的民族审美文化，

例如梁劲芸等［38］透过对德宏地区德昂族传统服饰具

代表性的彩色饰物的条纹样式、色彩及其文化内涵

的研究，得出德昂族审美文化与口传神话、传说之间

的密切关系。
第五，从地理学视角研究服饰色彩。从自然地

理、人文地理方面探寻服饰色彩民俗形成的原因是

近年来学科交叉的尝试。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李

魁正教授团队调研了云南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色彩

民俗的人文地理特性［39］，通过调查的观察积累、图像

资料的比对，在法国色彩大师郎科罗“色彩地理学”
理论体系基础上提出了树立中国“色彩民俗地理研

究”，其中涵盖了服饰用色与染色植物文化调查。值

得一提的是，赵丰的《中国古代染色文化区域体系初

探》［40］、高 星 的《民 族 服 饰 色 彩 的 地 理 文 化 透

视》［41］、许桂香等的《我国服饰地理研究管窥与评

价》［42］，他们将色彩民俗与地理学科的交叉结合为

服饰色彩研究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方法，在这一

观念的影响下，梁惠娥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对服饰

色彩的影响———以近代江南、闽南地区民间服饰为

例》［43］一文比较了地理差异显著的江南和闽南地区服

色，指出地理环境是对民间服饰色彩影响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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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地域服饰色彩的研究主要有江南地区、齐鲁地

区、中原地区等，采用统计的方法归纳整理近代某个地

域民间服饰，总结地域色彩特征并分析原因，这种细分

的地域研究对当代色彩审美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为

服装品牌的地域化色彩差异提供设计依据。
第六，谈服色离不开传统染色技艺。纺织染整

的学者从纺织科技视角还原中国传统服饰色彩及其

染色技艺的历史沿革和文献记载，运用现代染整技

术进行色彩复原，进而还原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真

正面貌。学者从印染的角度解析中国传统服饰色彩

的染色植物及工艺特点，赵丰在古代丝绸染色方面

发表过多篇论文，探讨过古代染料植物红花等。植

物染色复原方面，多是硕士研究生尝试做茜草、栀子

黄、茶叶等传统植物的印染复原，从古文献记载中摘

选整理相关染色技艺、染材、染液、色名，并进行传统

服饰色彩之红色系、褐色系等的复原研究。最近几

年植物染色研发投入增加，文创产品层出不穷。在

传统染色标准制定方面，北京服装学院色彩中心与

北京国染馆植物染色专家黄荣华联合制作了国内第

一部《中国传统植物染色色卡》［44］，为传统植物染色提

供了有效的色彩制作依据及其管理工具，是对中国传

统植物染色的标准色卡量化的基础研究的补充。

4 服色文化研究的展望
国内专家学者通过史料的钩沉和文物的佐证展现

给人们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服色制度、服色演变、服色流

行等表象，亦揭示了汉民族内在的观念引导下的服饰

设色理念。结合不同学术背景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

服色研究的学科交叉特色和潜力，但也留有一些空间

和细节有待后来研究服饰色彩的学者继续深入，给当

下研究者带来更为宽广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
学者对服色文化的研究关注依然有待提升，尤

其是服装专业背景的学者研究不足，传统服饰色彩

文化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出现了部分相关研究，尤

其在传统色彩的现代转换和应用方面建树较少，还

处在探索阶段。缪良云［45］曾在其文章中阐述了有关

中国传统服饰色彩的色名与色谱、正色与间色、染色

与染料三个基本问题。笔者以为，这三个问题的探

讨在近年的学术热点中可见端倪，学者更关注的是

传统色名在现代的传承与应用，正色间色的涵盖范

畴及服色习俗。当下传统植物印染符合现代环保时

尚生活的需求，是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有学者则更多

地从服色中解读社会政治、经济、风俗等。中国传统

服饰色彩是民族文化的有形物质载体，从观念模式、
地理环境因素、内部对立结构、外在表现形式及变异

性等方面分析传统服饰色彩体系，有助于重新认识

传统服饰色彩及准确运用现代色彩语言来表现传统

服饰色彩。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对于打造有中国传

统特色的色彩话语体系具有实际意义，对于提升中

国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实际意义。在研究方法

上，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式是研究服饰色彩未来研

究的趋势。色彩是一门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学科，

国内色彩研究偏向定性的研究而缺乏定量分析，没

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二者

在服饰色彩的研究上互为补充。

5 结 语
近代西方的化学染料、现代服饰、西方色彩学输

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本土的传统色彩审美，导致现代

的流行色彩也随西方流行色体系亦步亦趋。随着国

家综合实力的上升，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

同文化主体间的交融越来越深入，文化隔阂渐渐式

弱，国人在吸收他人文化的同时也逐渐重拾对传统

文化的自信。现在学界对传统色彩理论的研究逐步

重视，服装设计领域也逐渐意识到传统色彩审美的

魅力与价值。对传统色彩审美理论的研究不足导致

创新运用方面犹如无本之木，因此，首先要回归服色

历史文化研究，切实做到把传统色彩文化里的优秀

基因提练出来，应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传承和发扬

传统色彩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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