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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_9B_BD_E5_8E_86_E4_c34_44992.htm 汉代官服 中国完整的

服装服饰制度在汉朝确立的。汉代染织工艺、剌绣工艺和金

属工艺发展较快，推动了服装装饰的变化。 西汉建立时基本

上沿用秦朝的服制。东汉时期穿黑色衣服必配紫色丝织的装

饰物。祭祀大典上通用的是"长冠服"。皇后的祭祀服是：上

衣用绀色，下裳用皂色。皇后的蚕服，上衣用青色，下裳用

缥色（浅黄色）。汉文帝当政时比较俭朴，自己穿黑色丝织

衣、皮鞋。一般官员要穿禅衣，又名"祗服"。在西汉时期二

百年之中，服饰实行"深衣制"，它的特点是象蝉一样的头冠

（帽子）、红色的衣服、象田字状的领子、戴玉 、红色的鞋

。深衣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接缝在一起，做祭服的中衣，要

缘黑色边，作为朝服的中衣，需缘红色边，当时男女服用极

为普遍。服饰总称"禅衣"。禅衣是单层的外衣。禅衣里面有

中衣、深衣，其形与禅衣无大区别，只是袖形有变化，都属

于单层布帛衣裳。官员在上朝时都要穿黑色禅衣。 汉衣款式

以衣襟分类，可以划分两种：一为"曲裾禅衣"，即开襟是从

领曲斜至腋下；一为直裾禅衣，是开襟从领向下垂直，此种

禅衣又称 " "。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

用，到东汉，男子穿深衣的已经不多了，一般为直裾衣，但

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这种服式既长又宽，从款式上官民服

用基本没有差别，但从原料和颜色上，却可明显显示等级的

不同。 汉代朝服的服色有具体规定，一年四季按五时着服，

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



季用黑色。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 1、穿外衣时，由于领大

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 2、穿衣必用白色

面料做里； 3、袖宽为一尺二寸； 4、衫无袖； 5、穿皮毛服

装时裘毛朝外； 6、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

兽形，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

一寸半至六寸之间，是衣裳中间显要的装饰物。汉带钩从形

、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

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

佩戴者很多； 7、男子保持佩刀习俗，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

，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 汉代祭服延用"大

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

大 ，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

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

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

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

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

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