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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嘉兴地区民间女性婚嫁服饰的艺术特征与

文化内涵
1
 

刘 鹤 余美莲 

(嘉兴学院设计学院，浙江嘉兴 314000) 

【摘 要】：从近代嘉兴地区民间女性婚嫁服饰独特的款式结构、色彩纹样特点以及装饰工艺等方面，探讨了近代

嘉兴地区民间女性婚嫁服饰的艺术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嘉兴地区民间女性婚嫁服饰有着鲜明的江南地域特

色，其款式结构修身合体，雅致纤秀；色彩华而不俗，浓而不艳；纹样柔和雅致，丰富饱满；工艺细致精美。这些

特征的形成，与嘉兴地理环境、人文背景、民风民俗等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对嘉兴传统民间造物理念、民

俗文化及审美文化等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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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婚嫁服饰是中国婚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凝聚着传统女性的巧手慧心和闺阁情思，凝聚着民间服饰的精华。中国传

统婚嫁服饰自周代出现，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变革。明朝制礼顺从民俗，正式规定庶民结婚可以破例用品官命妇之服。[1]自此，在

民间逐渐形成以明代“凤冠霞帔、大红袄裙、绣花婚鞋”为基本原型的婚嫁服饰。本文所谓“近代嘉兴地区民间婚嫁服饰”，

是指清末至上世纪 50年代嘉兴民间女性出嫁时穿着的服饰。其形态，除了具有中国传统婚嫁服饰的共性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

艺术特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婚嫁服饰的研究或是对民国时期婚嫁服饰流变、婚俗文化方面问题的探讨，

或是对某一少数民族婚嫁服饰工艺技法、寓意和传承发展进行相关的论述，而针对嘉兴地区近代女性婚嫁服饰的专门研究比较

少见。 

本文以嘉兴民间收藏家及笔者收藏的近百件近代嘉兴民间女性婚嫁服饰实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艺术特征的系统分析，

结合地域特征与民俗风情，阐述蕴含在其中的文化内涵，并试图探索其对现代中式婚嫁服饰设计的启示。 

一、近代嘉兴地区民间女性婚嫁服饰艺术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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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嘉兴地区婚嫁服饰主要包括红盖头、云肩、大红袄裙、肚兜、绣花婚鞋等服饰品类，受地域环境、人文背景、民俗文

化、制作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嘉兴传统婚嫁服饰在款式与结构设计、面料、色彩、纹样以及装饰工艺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江南地

域特色。 

（一）修身合体的款式与结构设计 

1.上袄下裙的款式 

从款式构成来看，近代嘉兴婚嫁服饰由上袄下裙构成，是中国传统服饰中最早的服饰形制之一，如图 1 所示。这样的服饰

形制由于上袄相对短小而修身，下裙长而宽大，穿着时上身窈窕精致下身修长饱满，造型层次感强，衬托出女性修长的人体美

感和优美的曲线，体现了江南女性的纤秀之美。 

 

(1)上袄 

近代嘉兴婚嫁上袄为有衬里立领七分袖的对襟短袄，摆线在腰际至臀部之间。婚嫁短袄前后长度基本相等，衣摆平直，袖

管窄小平直贴合于手臂(不似北方婚嫁上袄倒大袖)，袖长及肘，女性的玉臂皓腕呈现出来。如图 2 所示，衣身前门襟为对襟，

其特点是前面左右两片衣襟宽度相同，门襟用撞色面料进行滚边，以盘纽系结，衣身在侧缝处根据女性的丰胸细腰体型进行裁

剪，使服装更贴合于人体，侧缝连袖子一起缝合，整件服装形成只有左右各一条缝线的平面造型。收身、平直的外造型突显出

女性清晰的线条和含蓄内敛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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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裙 

近代嘉兴民间女性婚嫁服饰的下裳有两种形制，一种为清朝晚期至民国前期的大红绣花马面裙，另一种为民国时期的绣花

钟形长裙。马面裙是在传统“围裙”的基础上，加上裙门、褶裥、斓干、刺绣等结构工艺及装饰变化而成，裙子两侧是折裥，

中间有一部分是光面，俗称“马面”[2]。从收藏的嘉兴民间女性婚嫁马面裙式来看，其大都为围式造型，侧缝不缝合，平面展开

为方形的两块布形状，布面前裙门“马面”为前后交叠部分，接缝不缝合，裙腰采用宽约 10cm同色系或白棉布与裙身连接，运

用绳带围系于腰间以达到重合，从而形成下裳闭合的裙装效果（如图 3）。而民国时期的刺绣钟形长裙则趋于简洁、方便，没有

重叠的部分，侧缝缝合，造型如现代的筒形长裙，腰间以宽约 10cm的同色或白色棉布连接，在裙片上直接绣花，并保持前后一

致,穿着更为舒适合体。 

 

                                                        
2 ① 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② 图片来源：张觉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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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线裁剪的结构 

与中国传统服饰一样，近代嘉兴传统婚嫁服饰采用了直线裁剪的方法，依照布幅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布料，鲜有浪费，充

分体现了与物性相宜的造物理念。嘉兴传统婚嫁上袄在裁制上，依照布幅的宽度裁成前后片相连的一片式，无肩线，在裁片中

间作为开领的位置，裁出领圈大小，沿前领中向下裁开前身，形成上衣的直门襟。领子是上衣的唯一零部件，立领按照领圈的

大小单裁，拼合到衣身的领圈上，因此领子会比较贴合人体颈部，衣身的后中与肩线不开缝，整件衣服只有袖底缝与侧缝相连

的一条结构线，无起肩和袖窿部分，可平铺于地（如图 4）。 

 

近代嘉兴民间女性婚嫁服饰绣花钟形长裙裁制上同样采用平面直线裁剪的方式。从民间收藏钟形长裙结构来看，其裙装裁

剪缝制为利用布幅最大宽度裁成长宽相等的前片和后片两块布料，整件衣服只有裙身左右两条侧缝线，腰间根据人体腰围大小

采用褶裥的形式做数条褶施 I,并使用大约 10cm宽的同色或粉色土织布与其相连，两侧开口，用绳带系结，这样裙腰更贴合于人

体腰部。从服装款式、结构上来看，传统婚嫁上袄下裙款式上采用直线裁剪形成修身合体的平面化造型，结构设计更能突出婚

嫁服饰织、绣、镶、滚等装饰工艺效果。 

（二）因地制宜的服饰质料 

民间服饰文化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生活习惯、生产特点和生产生活方式，孕育着各具特色的服饰文化。近

代嘉兴婚嫁服饰材料多取材于适应当地生产生活环境和方便制作的自然物料。如布料大多是以传统手工织造的丝绸为原料，具

有细腻、柔软、光亮、华美的物性。这种丝织品从栽桑、养蚕、缥丝、织绸到成品制作都沿袭古老的传统手工艺，而且用于制

作婚嫁服饰所需要的材料和工具也是就地取材。嘉兴地区传统丝织历史悠久，明清时“桑林遍野”，城乡“机轴之声不绝”，

明代王世贞《樵李往哲列传》云：“嘉兴地独坦衍，饶水稻禾桑蚕。织绣工作之技，衣身海内。”[3]旧时，嘉兴民间流传着“衣

着生绢熟罗，家有陈柴陈米陈碧糠”的谚语。[4][3]虽然丝织品价格较高，但嘉兴地区长期栽桑、缥丝、织绸，普通百姓家中亦会

备有重要的婚嫁用品的丝织面料。据《桐乡文史资料》（第八辑）载，民国时期，平民出席重要礼仪的服饰衣料为“熟绢”和绵

绸，包括袄、长裙和旗袍。
[5]
总之，嘉兴传统婚嫁服饰取材于当地出产的自然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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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艳中见雅的服饰色彩 

鲜艳的大红色是近代婚嫁服饰的主要色彩。红色系作为民间婚嫁服饰色彩的主色调，是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历史积淀，象

征着幸福、喜庆、吉祥、爱情，期盼着新婚男女未来生活的美好。婚嫁服饰色彩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纹样用色密不可分，纹样

色彩的搭配体现了地域性。近代嘉兴地区婚嫁服饰以大红色面料为主色调，而在服饰图案色彩上则追求淡雅质朴、清雅俊秀的

风格。从嘉兴民间收藏的婚嫁服饰来看，主色调为大红色面料，服饰刺绣图案配色由各种低纯度的近似色来表现，如米白、粉

红、浅绿、墨绿、粉紫等，并应用近似色的色彩搭配进行图案创作，给人以自然纯朴、含蓄、素雅的视觉感受（如图 5）。嘉兴

地区传统婚嫁服饰色彩服饰的雍容华贵，更注重展现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清雅精致效果，它通过面料与图案之间、刺绣图案与

图案之间浅淡的间色搭配，体现婚嫁服饰艳中见雅的风格特点，突显出嘉兴地区民间用色观念。 

 

总之，近代嘉兴地区民间女性婚嫁服饰色彩作为婚嫁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是民间男女嫁娶个体喜庆仪式的载体，

更是一种地域人文风情和社会语言的表达，它以其特有的形式展现着江南文化的审美风貌及魅力。 

（四） 饱满雅致的服饰图案 

在民间服饰中，图案纹样是表达信仰和情感的主要形式。[6]近代嘉兴地区婚嫁服饰通过运用音、形、意的假借与象征，表达

女性祈福、表爱、求子的情感追求。但婚嫁服饰图案在传承传统纹样造型语言的同时，受江南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内容选择、

造型设计、结构布局等方面具有以花卉为主、动物为辅、典雅秀丽、丰富饱满的艺术特征。 

统计民间收藏近代嘉兴地区婚嫁服饰图案发现，其中花卉内容居多，辅以动物造型，这些图案主要以牡丹、荷花、茉莉、

芙蓉、梅花、兰花、菊花，凤戏牡丹、并蒂莲花、蝶恋花、鱼戏莲、梅花蝴蝶等为主要题材，这与嘉兴地区花卉物产丰富的自

然生态、祈吉纳福的民间风俗、尚文好雅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 

在图案造型设计上，表现出柔和雅致的特点。图案中的花朵丰富而精致，纤细弯曲柔和的植物枝藤线条起着衬托作用，动

物图案刻画精工细致，在画面中起到呼应点缀的作用。如图 6 所示的婚嫁上袄图案，造型饱满，花朵圆润的外轮廓处于图案中

心位置，花瓣和花心采用颜色渐变的方式进行精致的刻画，叶子、枝藤以花朵为中心通过线条粗细、弧度与方向的变化，按有

次序的顺时针旋转排列，使图案的韵律感与花卉的自然形态相符合，在视觉感官上给人柔和、秀丽、活泼的图案形象，呈现饱

满雅致、典雅秀丽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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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案布局构思上，近代嘉兴婚嫁服饰图案构图布局饱满、均衡，讲究装饰效果，纹样布满整件服饰，构图主次分明，通

过祛繁求简、提炼概括的手法突出主要图案，次要图案应用散点式排列，合理地分布于服饰各部位，营造出喜庆、热闹的氛围。

马面裙是近代嘉兴婚嫁服饰中比较有特色的裙装，其图案依据马面裙的结构与比例进行整体构图，其构图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空

间，分为中间裙门重合而成的“马面”和侧面的褶位。“马面”通过运用均衡的形式将凤凰、荷花进行适形装饰，形成“双凤

戏莲”的吉祥图案，而裙两侧褶位运用左右对称将花卉进行散点式排列。同时，不同大小的条带，不仅具有加深图案空间层次

的效果，也具有划分不同裙面区域空间的实用功能，如图 7所示。 

3 

(五)苏绣为主的装饰工艺 

                                                        
3 ①图片来源：作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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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婚嫁服饰文化中，因其特殊的用途及情感的倾注，多以刺绣来传情达意。对传统女性而言，刺绣作为“容、言、

德、功”四德中“妇功”之一的“女红”，既是用以消磨时光的手工艺，更与女性婚嫁连在一起，是旧时待嫁女子的必修课。

嘉兴“士美民秀”“人性柔慧”，其智秀不仅表现在人的聪慧文雅上，也表现在精于劳作上。嘉兴刺绣的技法属于“苏绣”，

现存婚嫁服饰藏品中，绝大部分以“苏绣”为主，其中平绣最多，具有“平、齐、和、光、顺、匀、细”的苏绣艺术特点，多

见齐针、抢针、散套、打籽绣等，为苏绣的主要针法。[7]图 6所示的装饰工艺，主要是苏绣刺绣工艺，花朵采用“抢针”的手

法来完成，叶子采用“打籽绣”和“散套”两种针法结合。苏绣“抢针”特点是花瓣颜色由浅到深或由深到浅，分批次后针接

前针，逐渐使颜色均匀晕染，形成针迹齐整、层次清晰、极富装饰性的工艺效果。这种绣工精细均匀、疏密一致、排列紧凑、

针法活泼，凸显了婚嫁服饰精美秀丽，折射出嘉兴地区民间女子“秀慧工巧”的传统美德。 

二、嘉兴传统婚嫁服饰的文化内涵 

（一）造物理念 

中国器物文化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蕴含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背景，凝结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

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它不是单纯的描摹自然，而是结合人们的思想意识对外在自然形态的抽象与升华。
[8]
近代嘉兴婚嫁服饰

的造物选择，融入了朴素自然的人文理念与审美追求，体现着“材美工巧”“器以载道”的传统造物理念。材料是婚嫁服饰中

最重要最直观的表现语言，面料的特性、光泽、颜色及美学价值直接影响着婚嫁服饰设计制作的理念表达，近代嘉兴民间女性

婚嫁服饰通过对面料、绣线具体色彩、形式和手感等材料的把握，应用裁剪、缝纫、刺绣、滚边等工艺手段，实现材质工艺与

意匠美的和谐统一，体现传统婚嫁服饰意匠美、材料美、结构美、工艺美的造物理念。“器以载道”是对造物意境的追求，即

通过形态语言表现出一种趣味、格调、境界，并赋予其特殊的审美功能，达到“寓意于物”。近代嘉兴婚嫁服饰图案是传统“器

以载道”思想的集中体现，以喜庆、吉祥为主旋律，以物表意，传递着嘉兴女性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追求，

通过凤穿牡丹、喜鹊登梅、鲤鱼穿莲、狮子滚绣球等表象的物化符号来反映美好、幸福、富贵、吉祥等深层的文化内涵，其自

然纯朴、简洁生动的纹样，体现了民间妇女在纹样艺术构思中的自然率真及勤劳、智慧的思想。在现代中式婚嫁服饰设计过程

中，应从传统造物理念出发，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吸收和利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民俗文化 

民俗是指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被相对固定下来的、流传于民间的风俗习惯。嘉兴近代婚嫁服饰是嘉兴传统婚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婚嫁迎娶、礼乐仪式、新婚生活等关系密切。大红花轿、大红喜字、龙凤花烛、凤冠霞帔等风俗习惯是旧时嘉

兴婚礼不可或缺的事项，而作为嘉兴婚嫁民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嫁服饰，寄托着女子的无限情感，蕴藏着嘉兴民间独特的

乡土风情、民俗故事。旧时嘉兴女子新婚期穿的“福寿齐眉”花鞋（又名踏高鞋），新郎娶亲时放在糕上，刺绣纹样多由蝙蝠、

双桃、荸荠、梅花、芙蓉、茉莉和千年叶组成，以祝福新婚夫妇福寿双全、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如图 8所示。[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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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旧时嘉兴女子多在婚嫁肚兜上刺绣“荷花童子”“观音送子”“连生贵子”等图案，表达祈子心理，这与嘉兴地区民

间生育文化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图 9 所示。总之，传统婚嫁民俗作为千年的文化积淀，乡土婚俗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在婚礼

仪式上的再现，更体现在婚礼活动的各个方面，其中婚嫁服饰的设计不仅在形式上相似，在文化内容上更能把传统的乡土民俗

文化注入其中。 

4 

（三）传统“真、善、美”审美文化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秉承中国人一贯的对“真、善、美”审美文化的追求与崇尚，传承着服饰艺术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同样，

嘉兴传统婚嫁服饰也传达了“真、善、美”的审美文化精神。“真”表现在结构和裁剪上，简单、不过分追求结构变化，以平

面直线裁剪为基本原则，以人体穿着舒适为第一标准；在图案纹样取材上，选取如蝴蝶、鱼、荷花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常见题

材。嘉兴传统婚嫁服饰从服装廓形的设计、图案构成、选色配色再到刺绣、缝制完成，不仅带有浓厚的生活情趣，而且表现出

                                                        
4 ①②图片来源：张觉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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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女性质朴、真实的情感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善”在传统服饰中，表现为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图必有意、意必吉

祥”。[9]嘉兴传统婚嫁服饰中的刺绣，无论是祈求夫妻恩爱、繁衍生息的纹样，还是表达福禄寿喜和富贵吉祥的纹样，都包含着

吉祥的文化寓意，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婚嫁服饰艺术对善的追求。“美”不仅指嘉兴传统婚

嫁服饰的外造型、图案设计、色彩搭配以及刺绣工艺等形式美，更重要的是它集各种美好形式与文化符号于一体，蕴藏着深厚

的民族情感和精神。现代中式婚嫁服饰设计，应在追求尚真、尚善、尚美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实现传统婚嫁服

饰在传承中的创新。 

三、结语 

嘉兴地区传统婚嫁服饰中积淀着嘉兴民间的情感与婚嫁习俗，体现着嘉兴地域文化理念。其造型简洁朴实、图案色彩秀丽

雅致的艺术特征，反映了传统嘉兴女性质朴、尚雅的审美观念。传统婚嫁服饰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与民族民间记忆，承

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造物理念、民俗文化、审美文化，是全民族的宝贵财富。因此，对濒临失传的嘉兴乃至各地传统婚嫁服饰

进行挖掘与研究，是保护嘉兴乃至全国各地地域文化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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