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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8E_86_E4_c34_44986.htm 到明代服装出现了许

多新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

的带结。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

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

现着时代的进步。另外理学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

风格。 明装与唐装相比，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由上衣

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

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 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身长

三尺，露裙二、三寸。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女衫长二

尺八寸，袖子宽一尺二寸，外护袖镶锦绣，冬季镶貂狐皮。

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裙褶十分盛行，有细密褶纹

，也有大褶纹。褶纹装饰十分讲究。有一种名为彩条裙，每

条选用一种颜色缎，每条色缎上绣出花鸟纹饰，带边镶以金

线可成为独立的条带，将数条这样的各种彩条拼合在腰带上

，就成为彩条飘舞的裙子，因此取名"凤尾裙"。有的还将整

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取名"百褶裙"，一种二十四褶裙

取名"玉裙"。明代还有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由于其形美如

彩霞，故得名"霞帔"。这种帔子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隋唐时

期得此名。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明代服用此式较

为普遍，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

寸二分，长五尺七寸，服用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

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因此越发显得高贵。 明代水田衣 

有一种出自元代的无领对襟马甲，又称"比甲"，是宫廷中皇



后的专用服式。后来逐渐传入民间，扩大了服用范围。比甲

盛行于明代中期，主要受青年妇女的偏爱。从形式上看与隋

唐时期的半臂有渊源关系，后来清代出现的马甲，就是这种

比甲的变形。 明式服装的另一个特色是襟上佩佳饰物，并且

十分醒目。都是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种饰物。其中

垂挂在胸前的叫"坠领"；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来有响

声的叫"禁步"，这些佩饰统称"杂佩"。另有一种特别的佩饰，

是在一条金链上，以环相连挂着四件小物件：即镊子、牙签

、耳挖子和小刀，是些妇女的生活实用品。 明代男装以方巾

圆领为代表形式，儒生所着 衫与当今舞台上京剧书生的服饰

极为相似。其特点是宽袖、皂（黑）色缘边，青圆领、皂绦

软巾垂带。 官服是云缎圆领袍，另有外加云缎外套的穿法。

这种袍长离地一寸，袖长过手，袖椿（指袖身）宽一尺，袖

口宽九寸。 水田衣是明代一般妇女服饰，是一种以各色零碎

锦料拼合缝制成的服装，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

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它具有其它服饰所无法

具备的特殊效果，简单而别致，所以在明、清妇女中间赢得

普遍喜爱。据说在唐代就有人用这种方法拼制衣服。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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