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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明是
原生的文明，中国的

服饰文化源远流长。上
下五千年，在广袤的中华大

地上，诞生了诸多服饰文化，
其中比较出名的便是华夏服饰体系

（也就是后来的汉服）。华夏衣冠伴
随着华夏先民筚路蓝缕，自然也是原生文

明的一部分，保留着很多原始结构。
  从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纺锤来看，当时织
布的门幅较窄。窄窄的长条布匹，往往平面对
折，套在身上，用带子系扎腰间；通肩连袖，
一边接一条袖管，省料又省工。布料从肩膀上
搭下来，一开始是对襟，自然的两襟相对。随
着服饰文化的发展，对襟交叠，变成了交襟。
今天的我们将披肩、围巾搭在脖子上，也会不
由自主地在胸前交叉一下。聪明的祖先们就发
现，把两襟往身前一裹，左右一交叉，似乎更
暖和、更扎实，于是干脆把拢在胸前的两块衣
襟，交叉之后缝纫固定起来。
  这种最初的、原始的对襟穿成交襟的方
式，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比如今天马面裙搭配
的上衣就是典型的“对穿交”。

 南宋时
期赵伯澐墓

出土的一件对
襟衫，腋下垂着

系带，平时是对襟
的穿着，在某些情况

下也可以交襟穿着，这
可以说是南宋版的一衣两

穿了。由此可见，汉服里的
对 襟 是 相 交 程 度 为“ 0 ”的

交襟。
  王方编著的《汉服的形成——— 东

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通过详实
的考古资料考证了华夏衣冠“发髻右衽”的

传统。她在书中说：“‘发髻右衽’服饰传统
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并向统一化迈进，最终
形成有着更加统一面貌的‘汉服’体系。”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逐渐发明了各种
“衽”，简单地说，就是在胸前两块衣襟上，
通过裁剪加上各种裁片，增加两襟活动的空
间，缠绕得更多、交叉得更深。除了最典型的
外观看起来像是“y”的“交领右衽”外，还有
曲领交襟、圆领交襟、竖领交襟等等。简单地
说，汉服体系的领襟形式可以粗略划分为交襟
和对襟两大类。

  第一类：交襟 

  交领交襟简称交领，是汉服体系最基础的
领襟形式，变化形式丰富。内襟连接左腰侧，
内外襟往左右拉扯闭合，受力平衡。
  曲领交襟是介于交领和圆领之间的一种形
式，内襟圆领，外襟是交领的一半。内外襟裁
片不同，但是内襟连接左腰侧，内外襟往左右
拉扯闭合，受力平衡。
  圆领交襟的种类繁多，总的来说，外襟缝
合的领子是弧形的圆领，内襟缝合的领子是圆
领或者交领的一半。内襟连接左腰侧，内外襟
往左右拉扯闭合，闭合点呈三角形受力平衡。
  竖领交襟是最晚出现的交领衍生款。从剪
裁的角度来看，是将交领的领子部分截断，只
缝合上半截，捏拢在一起，形成包裹脖子的竖
领。领襟分离，领子和衣襟各是各的，衣襟部
分依然是内外襟交叠，正常系带闭合。

  第二类：对襟 

  直领对襟，从外观看，衣襟对称、平行。
领子和衣襟从头到尾缝合在一起（缘边）。有
直接缘边的，也有以折代剪的。
  合领对襟其实属于直领对襟的衍生，但是
其特色在于领子缘边只到衣襟的一半，一般合
拢在一起，于是形成新的款式。
  圆领对襟，是衣襟挖成圆领对襟，领子做
成弧形的圆领，缝合在一起，衣襟部分正常系
带闭合。明代衍生出加金属子母扣的款式。
  除此之外，还有方领对襟、竖领对襟等衍
生款式，难以一一详述。汉服体系枝繁叶茂、
花果累累，数千年来，一脉相承。

为何华夏衣冠

喜欢使用交襟

  华夏衣冠如此喜欢使用交
襟，还要从“爻”“五”“文”
“丝”等文化符号说起。外襟与
内襟交叉后向左右拉扯，形成对
立统一又动态平衡的结构，暗合
了华夏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哲学
思想。
  在华夏思想中，世界万物是互
相联系且动态发展的，正所谓“负
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当先民观
察天空时，发现有白昼与黑夜的区
分、炎热与苦寒的差异，似乎世界上
有两种对立的属性，表达为阴阳观
念，但是又通过日升月落、寒来暑往
联 系 到 了 一 起 ， 对 立 统 一 表 达 为
“交”“易”“变”等。
  《易·贲卦·彖传》记载：“刚柔
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玄黑的天幕与纁色晚霞的光晕相交；冬
至是一阳始生代表阴阳交接；圆规方矩
是测量太阳在地面上的投影交点；纺梭
机杼飞速穿插交织出纵横经纬……
  易经八卦里面蕴含着古老气息的
“爻”字，《说文解字》里就解释为
“交”：“象易六爻，头交也。”最简单
常用的数字“五”，其本来的意思是“阴
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可见，华夏文明
对“交”概念的喜爱，深入骨髓。作为原生
配套的华夏衣冠（也就是后来的汉服），自
然在领襟形式上有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同
源性。几千年以来，无论是变长变短、变宽
变窄，交襟一直都像压舱石、脊椎骨一样稳
定运行。
  中华文化是底层互通的，它们的根系连在
一起，汉服以交襟为基础特征，也就不足为奇
了。器以载道，汉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自然承载着中华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在重视
传统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汉
服领襟形式，窥见中华哲思折射出的一丝璀璨
光芒。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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