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装饰纹样海外传播对欧洲服饰设计的影响 

一 一 评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

中 华 民 族 作 为 最 古 老 的 文 明 族 群 ，以 悠 远 深 厚 、博 

大 精 深 的 民 族 文 化 底 蕴 屹 立 世 界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 

日 益增强，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也 在 走 向 世 界 ，中国传统装饰 

服饰和审美观念与世界各民族一起缔造新时代的时尚潮 

流 。

《中 国 传 统 装 饰 图 案 》将中国传统装饰文化的演变发 

展史与其所涵盖内容完整而郑重地展露在世界人民的眼 

前 。从 中 国 传 统 服 饰 用 材 到 图 腾 意 象 的 运 用 ，从几何纹 

饰到寓意所寄，从日常所用器具到祭祀礼器，不一而足， 

有 神 秘 庄 严 之 象 ，有 端 丽 富 贵 之 景 ，有 清 新 雅 致 之 形 ， 

有 繁 复 绚 烂 之 容 ，穷 尽 民 族 之 奇 思 妙 想 ，结合自然造化 

之 力 ，成 就 万 千 繁 花 盛 景 纷 呈 ，文明之星 河 璀 璨 。

中 H 传 统 服 饰 图 案 有 从 彩 陶 艺 术 、蜡染技艺演化凝 

练 而 来 ，这 些 艺 术 图 案 形 象 经 过 千 百 年 的 洗 练 升 华 ，呈 

现 出 高 超 绝 妙 的 技 艺 水 平 ，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 

期 的 不 同 于 世 界 各 民 族 的 艺 术 风 格 和 文 化 艺 术 特 色 ，也 

反 映 了 中 华 民 族 各 个 历 史 阶 段 的 社 会 面 貌 、风 俗 人 情 、 

社 会 意 识 、审 美 艺 术 等 等 ，可以看做是中华民族各个历 

史 阶 段 的 缩 影 ，具 有极高的审美艺术研究价值和历史研 

究 价 值 。中 国 传 统 服 饰 图 案 选 取 极 为 广 泛 ，寓 意 丰 富 ， 

涵 义 深 刻 ，形 式 和 内 容 意 趣 万 般 ，艺术造型结构典雅别 

致 ，观 之 赏 心 悦 目 ，从 飞 鸟 鱼 虫 到 上 古 祥 禽 瑞 兽 ，再到 

世 间 繁 花 冰 雪 ，凝 聚 中 华 民 族 千 百 年 的 智 慧 ，是中国劳 

动 人 民 h 己创造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 世 界 文 化 大 交 流 、大 融 合 的 今 天 ，国际时尚服饰 

设计中对中_传统服饰图案的运用和借鉴可谓随处可见。 

随 着 中 M 社 会 经 济 文 明 的 快 速 腾 屮 间 传 统 文 化 成 为  

世 界 文 化 的 重 要 部 分 ，具 有 中 _ 传统文化特色的阁腾丨冬丨 

案成为国际时尚服饰艺术设计争相运丨丨1的丰富艺术资源 

宝库 。

服装服饰设 计 是 商 业 与 艺 术 的 完 美 融 合 ，现代时尚 

潮流服装服饰同时满足了人们遮体御寒的生理所需和审 

美 情 趣 的 艺 术 追 求 ，时尚服装服饰是通过设计师将人文 

设 计 理 念 和 艺 术 内 涵 外 化 成 型 的 特 殊 型 艺 术 品 ，这种艺 

术 品 又 是 以 商 业 市 场 为 导 向 的 ，这就决定了时尚服装服 

饰 必须同时具备一定的商业性和艺术性。

中国风服装服饰艺术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形成席 

卷 令 球 的吋尚新潮流。欧洲大陆一直在引领全球时尚风 

潮屮牢牢卩(椐主导地位，世界各地服装服饰设计也纷纷 

为欧洲设i l •潮流4 首 是 瞻 ，欧洲各大时装周每每推出新 

品设计就会成为丨丨I:界各地争相模仿的热点范本。从历史 

发 展 角 度 来 看 ，欧 洲 是 潮 流 服 饰 文 化 交 流 的 起 源 地 ，也 

是 交 流 融 合 最 为 频 繁 的 ，早-在哥特艺术风格出现之前， 

法 国 巴 黎 妇 女 的 着 装 服 饰 就 L 经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的时 

尚标杆。从 文 化 发 展 角 度 来 看 ，欧 洲 思 想 开 放 ，崇尚闩

由 个 性 ， H 新月异的潮流服 

饰和不断的快速演变其实是 

得益于这种开明的文化风俗 

的 。也正是由于思想较为开 

放 自 由 ，使得服装服饰的潮 

流 文 化 得 以 推 陈 出 新 ，充满 

各 种 奇 思 妙 想 ，故 而 欧 洲 服 饰 风 格 多 变 ，姿 态 万 千 。 中 

国 传 统 服 饰 文 化 讲 究 中 庸 、端 正 肃 穆 、高 贵 典 雅 ，再加 

上 受 封 建 思 想 的 束 缚 ，中 国 传 统 服 饰 大 多 宽 大 繁 复 ，保 

守 婉 约 ，中 规 中 矩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 期 男 女 服 饰 露 出  

胳 膊 、腿 、脚 的 前 卫 大 胆 对 比 中 闰 的 传 统 保 守 而 中 正 ， 

简 直 就 是 “违背天 理 伦 常 ” “妖 魔 鬼 怪 之 行 径 ” 。

欧 洲 工 业 革 命 之 前 ，欧洲服装服饰就已经过文艺复 

兴 、巴 洛 克 、洛 可 可 等 三 大 艺 术 风 格 的 洗 练 ，文艺复兴 

时 期 的 夸 张 多 变 ，巴洛克的富i f 精 致 ，洛可可的曼妙自 

然 ，推 动 了 欧 洲 服 饰 风 潮 否 极 泰 来 回 归 人 性 自 然 的 审 美  

设 计 。工 业 革 命 之 后 ，服 装 服 饰 的 设 计 借 助 现 代 化 工 业  

革命的风潮，将世界各地的艺术文化审美精华兼而融之， 

呈 现 出 新 一 轮 的 时 尚 风 潮 ，而 中 国 传 统 服 饰 文 化 就 是 其  

中极为重要的一股洪流。

中 国 传 统 风 格 服 饰 服 装 富 涵 寓 意 ，从周易无极大道 

到 天 地 人 和 的 礼 仪 ，寓 意 丰 富 ，样 式 多 变 。 中国传统服 

饰 文 化 的 寓 意 表 达 是 含 蓄 而 朦 胧 的 ，若 隐 若 现 、虚怀若 

谷 。正是这种含蓄的表达形式给人一种尤比的审美享受； 

从 款 式 到 造 型 ，从 布 局 到 线 条 ，给人一种整体的和谐审 

美 ，将中国人中府中正的思想卩丨表达得淋漓尽致；精细 

的 制 造 T.艺和艺术手法是中丨K]传统服装服饰的M 著特点， 

屮 _传 统 服 饰 大 M 采 川 精 美 平 贵 的 衣 料 ，更兼美妙绝伦 

的 刺 绣 、飘 带 、图 案 设 计 ，充 分 显 示 中 N 古人天马行空 

的 想 象 力 、崇 尚 浪 漫 _ 然 的 情 怀 ；古 人 特 别 注重服装的 

场 合 氛 围 效 应 ，在 不 同 的 场 合 地 点 、不 同 的 时 节 时 令 、 

面 对 不 同 的 身 份 地 位 的人要穿着不同的服装服饰是礼仪 

周 全 的 重 要 内 容 。 服 装 的 整 体 搭 配 和 谐 ，对应不同的场 

合 秩 序 ，是 中 国 传 统 服 装 的 重 要 理 念 ，也 是中国风的一 

大 特 色 ；中 国 人 注 重 “和 ” ，中国传统服饰是与中国伦 

理 道 德 观 念 是 相 统 一 的 。 中 国 家 庭 伦 现 关 系 是 中 N 传统 

服 饰 的 中 心 要 点 ，也 是 个 人实现人际社交关系和谐的前 

提 ，更是成就中丨_礼仪之邦的重要战础

中 国 人 的 传 统 服饰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具 

有 自 身 民 族 特 色 的 风 貌 和 体 系 ，在 式 样 、外 形 、结 构 、 

局 部 特 征 、装 饰 、色 彩 、阍 案 、审美文化方面与世界各 

民 族 均 不 相 同 ，有 苕 极 K:鲜 明 的 民 族 性 和 地 域 性 。中丨4 

素 来 尊 重 儒 文 化 ，儒 家 看 重 “中庸” ，这 一 点 在 中 N 传 

统 服 饰 上 得 到 充 分 体 现 ：服 装 衣 式 设 计 繁 复 多 样 、宽人 

中 正 、涵 义 深 厚 ，讲 究 对 称 呼 应 、飘 逸 向 然 、修 tC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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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美 。这 种 审 美 设 计 与 中 华 民 族 身 体 特 色 相 适 应 ，中国 

人 长 相 线 条 较 西 方 人 更 为 柔 和 ，故而与平顺修长的服装 

设 计 相 得 益 彰 。单 从 结 构 设 计 上 来 看 ，中国传统服饰设 

计 多 采 用 平 面 直 线 裁 剪 的 方 法 来 进 行 服 装 构 造 ，整体造 

型 舒 展 流 畅 ，配 饰 多 以 自 然 垂 坠 设 计 为 主 ，突显人体修 

颀 飘 逸 之 态 。故而中国传统服装服饰往往呈现出水墨山 

水 绘 画 的 优 雅 别 致 、风 韵 悠 然 之 美 。相较于欧洲服装设 

计 注 重 立 体 轮 廓 ，中式服装设计中的衣服下摆两侧开衩 

以 及清代箭袍式的前后左右开四衩等等独特的样式成为 

设 计 师 表 现 中 国 风 服 装 的 重 要 处 理 手 法 ，也是世界对中 

国 风 服 装 服 饰 东 方 神 韵 的 初 次 印 象 。中国服装设计往往 

以平面直线裁剪见长，故而其衣饰装饰也多以平面为主， 

例 如 清 代 旗 装 衣 饰 中 的 “龙 华 ” 、宫 绦 、玉 佩 、香囊等 

等 ，不胜枚举。中国古代服装配饰最为突出的就是刺绣， 

刺 绣 工 艺 繁 复 ，用 料 讲 究 ，通常需要耗费很大的物力人 

力 才 能 完 成 一 件 衣 饰 ，充 显 示 了 古 代 劳 动 人 民 无 穷 心  

血智慧。刺绣之法也是依照服饰设计平面针绣描就之理， 

平 贴 服 装 ，精 妙 非 常 ，时 至 今 日 ， 中国服饰刺绣仍用这 

种 方 法 ，可 见 古 人 早 已 得 其 极 致 精 髓 = 刺绣工艺与丝绸 

面料可谓天生绝配，巧妙绝伦的刺绣工艺配以柔软丝滑、 

轻 薄 韧 性 的 丝 绸 面 料 ，二 者 相 互 映 衬 ，刺绣添丝绸之富 

丽 堂 皇 ，丝绸呈刺绣之巧夺天工，所得绣品或色彩斑斓， 

富 丽 华 贵 ，或 兰 竹 菊 鹤 ，清 雅 别 致 ，无不穷尽造化之想 

象 ，能 极 自 然 之 天 成 ，令 见 者 叹 为 观 止 。 除了刺绣之精 

妙 ，中 国 传 统 服 装 服 饰 配 饰 所 用 之 镶 、嵌 、滚 之 工 艺 ， 

亦 是 服 帖 衣 物 之 表 面 内 里 ，更 添 华 衣 丽 服 之 端 雅 精 致 ， 

而 非 欧 洲 服 装 设 计 之 缀 于 表 面 ，虽 呈 立 体 效 果 ，然破坏 

衣 服 本 身 的 轮 廓 式 样 。

中 国 人 尚 礼 ，出 门 洒 扫 应 对 皆 要 有 理 有 度 ，不仅要 

在 行 为 举 止 、言 辞 话 语 上 端 庄 慎 重 ，在衣饰服装上也深 

含 “礼 ”之文化。 中国古代传统服装服饰从颜色、面 料 、 

样 式 上 细 分 数 个 等 级 ，不 同 时 期 的 又 各 不 相 同 ，例如秦 

汉 时 期 ，帝 王 皇 室 以 黑 色 （玄 色 ）为 尊 ，唐宋之后则以 

明 黄 色 为 尊 ，为 皇 室 专 用 ，平 民 百 姓 不 可 使 用 。除了受 

封 建 集 权 制 的 影 响 外 ，中国古代传统服饰色彩还依阴阳 

五 行 推 演 变 化 ，古 人 认 为 青 、红 、黑 、白 、黄为世间正 

色 ，在 民 间 则 以 正 色 为 潮 流 ，其花样纹饰变化也最为多 

样 。在 服 饰 配 色 上 ，色 值 对 比 高 、冲突明显的配色是最 

受 推 崇 的 ，再 搭 配 金 、银 、玉 等 亮 度 高 的 配 饰 ，营造出 

高 贵 华 丽 、端 富 恢 弘 、磅 礴 大 气 之 感 。在服饰的图案纹 

饰 上 ，中 国 古 代 服 装 可 谓 花 样 百 出 、丰 富 多 样 ，从飞禽 

走 兽 到 四 节 花 卉 ，从 山 峦 亭 阁 到 流 云 雾 岚 ，无 所 不 尽 ， 

无 所 不 包 。兼 之 描 纹 手 法 层 出 不 穷 ，或 抽 象 写 实 ，或具 

象 夸 张 ，为 精美繁复的服饰纹样图案增添深厚文化内涵 

和 底 蕴 。中 国 传 统 服 饰 纹 样 图 案 不 仅 富 有 文 化 内 涵 ，还 

具 有 美 好 的 吉 祥 祈 愿 ，如 鸳 鸯 戏 水 、凤 穿 牡 丹 、喜鹊登 

梅 、龙 凤 呈 祥 、五 福 临 门 、百 鸟 朝 凤 等 等 ，不仅彰示古 

人 对 幸 福 生 活 的 向 往 ，还 暗 含 中 国 人 的 图 腾 崇 拜 。

欧 洲 设 计 偶 行 复 古 之 风 ，在服装服饰设计的面料使

用 上 ，便会 更 青 '睐 于 棉 麻 制 品 ，从视觉和细节上打造出 

符 合 复 古 审 美 的 “森 女 系 ” 、田园系风情来。在2 1 世纪 

以 前 ，欧 洲 服 装 服 饰 设 计 最 重 三 维 立 体 效 果 当 属 “巴洛 

克” 时 期 ，这个时期的服装表面多缀以大量立体结构的 

花 朵 、花 边 ，营 造 出 极 为 丰 富 的 层 次 感 ，耐 人 寻 味 ，堆 

叠 出 富 丽 堂 皇 之 感 ，引 人 注 目 。 当 今 时 代 ，欧洲时尚服 

装 设 计 有 时 仍 沿 用 这 种 风 格 ，只是在细节上借鉴富有中 

国 风 情 神 韵 的 刺 绣 和 滚 镶 之 法 ，同时兼顾立体结构之空 

间 美 感 与 细 节 内 容 之 精 致 美 感 ，将服装表面饰物打造得 

精美异常，更添服装美轮美奂。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 

欧 洲 服 饰 面 料 多 以 半 毛 织 物 和 亚 麻 布 为 主 ，兼之宗教影 

响 ， 白 色 是 欧 洲 一 直 崇 尚 的 颜 色 ，故而服饰上多以白色 

织 物 为 面 料 。文 艺 复 兴 以 后 ，欧洲服装开始追求色彩上 

的 变 化 和 升 级 搭 配 ，明 亮 富 丽 的 颜 色 成 为 时 尚 潮 流 ，兼 

之 欧 洲 文 化 起 源 于 海 洋 文 明 ，其 文 化 的 本 性 较 为 开 放 ， 

比 较 容 易 接 收 和 融 入 其 他 地 区 的 服 装 服 饰 文 化 ，这为后 

世 中 国 风 刺 绣 融 入 欧 洲 服 装 设 计 制 造 了 一 定 的 条 件 。 中 

国 传 统 服 装 服 饰 强 调 的 匀 称 、对 称 、和谐统一的自然含 

蓄 之 美 与 欧 洲 服 饰 设 计 惯 常 表 现 个 性 的 风 格 大 相 径 庭 ， 

在 服 饰 设 计 上 构 造 出 了 极 强 的 感 官 刺 激 ，中国风的到来 

在 欧 洲 大 陆 吹 起 一 股 强 大 的 风 潮 ，人们纷纷 叹 为 观 止 。 

中 国 风 是 中 国 隐 喻 式 文 化 的 直 接 体 现 ，其主旨在于极力 

追 求 服 装 服 饰 的 内 涵 寓 意 及 独 特 高 雅 的 品 位 ，它为欧洲 

客 观 化 美 感 的 造 型 和 线 条 、图案和色彩增添更深层次的 

寓 意 和 内 容 ：宽 松 的 设 计 解 放 欧 洲 紧 身 裹 体 的 束 缚 ，广 

袖 长 裙 遮 掩 躯 体 ，轻 纱 曼 衣 添 香 增 色 ，打 造 庄 重 华 丽 、 

神 秘 高 贵 之 感 ；在 面 料 使 用 上 不 拘 一 格 ，各种面料的拼 

接 、搭 配 碰 撞 ，在 神 秘 之 外 更 显 人 体 线 条 之 美 ；中国风 

传 统 服 饰 纹 样 图 案 繁 复 多 样 、精 致 华 美 ，充分体现了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和 、含 蓄 、端 严 、和 谐 审 美 。欧洲服装服 

饰 设 计 往 往 大 胆 前 卫 ，造 型 夸 张 而 醒 目 ，兼以空间层次 

堆 砌 见 长 ，配 色 究 极 所 目 ，富 丽 堂 皇 ，充满宗教神秘气 

息 。前 文 说 过 ，欧 洲 文 化 是 海 洋 文 明 ，故而其文化之良 

好 包 容 性 ，使 得 异 域 文 化 得 以 进 入 ，促进世界范围的文 

化 和 精 神 交 流 ，同时也为欧洲本土服装服饰文化得以延 

伸和扩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和空间。

在 经 济 全 球 化 大 趋 势 下 ，世界各地的时尚潮流服装 

服 饰 文 化 的 交 流 不 单 单 是 服 装 文 化 的 交 流 ，其中还包含 

有 精 神 、文 明 、经 济 等 交 流 融 合 ，中国风与欧洲风的碰 

撞 融 合 ，推 演 出 新 时 代 全 球 文 化 大 融 合 的 繁 荣 景 象 ，不 

断 演 绎 出 新 的 文 化 交 流 惊 喜 ，为世界人民带来日新月异 

的 新 生 活 、新 潮 流 、新 文 化 ，推动世界各地文化的深度 

交流和发展，促进世界各民族携手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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