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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便成为必不可少的日用生活品。服饰除用来遮蔽和保护身体外，

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这就是社会标识功能。通过一个人的服饰，可以大致看出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

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服饰是“深深根植于特定文化模式中的社会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服饰，每逢改朝换代，首先便要 “易服色”，以宣示新朝的正统性。明朝是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王朝，也是中国汉文化礼制集大成发展和政治秩序创新的一个时代。其开创者朱元璋虽

以 “游丐起事，目不知书”，但却是一个富有政治远见和智慧谋略的开国之君，他以治国安邦和江山社稷永

固为己任，终其一生都在谋划制度建设，强化政治秩序，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圣明君主之一。朱元

璋在制度创新和秩序维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执着，超乎想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创立大明王

朝之后，朱元璋一方面认真总结汉唐以来的治国经验和模式，另一方面反复思考元朝 “得天下” 和 “失天下”

的兴衰原因和教训，效仿汉高祖，将毕生精力投入元朝旧制的改革与新秩序的创建及完善之中，所以更有作

为和建树，影响极为深远。

同历史上的开国明君一样，朱元璋深悉 “垂衣裳而天下治” 的真谛，通过研究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政治

智慧，他认为服饰具有别衣冠、辨尊贵、明等威的多元功能，是认定社会各阶层角色身份的标识，在确立和

维护政治秩序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定格作用，所以在他所主导设计的制度体系之中，创构新的政治制度模式

和礼仪教化秩序，则是他特别注重的两大方面，而明代服饰制度的革故鼎新正是应这种政治理念而同步展开

推进的。明代服饰制度确立后，被载入典章规制和《大明律》之中，成为继任者奉行不替的 “范本” 和 “祖训”，

虽然在永乐和嘉靖时期对一些内容作了修订补充，但这不仅没有背离洪武时期所确立的根本宗旨和内在精神，

而且强化了服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教化中的重要意义，进而成为明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王熹博士的《明

代服饰研究》一书，以《明史·舆服志》为根据，综合前人已有研究成果，采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

参考各种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着力从源头上探讨明代服饰制度的确立、修订及完善的因果关系，阐述了服

饰在构建和维护等级社会方面的发展轨迹，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各阶层服饰的社会时尚，以及显现的多样

性特点与发展趋势，揭示了服饰制度与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密切关系，

为感知明代服饰制度的特殊重要性提供了别样的历史视角。该书是有关明代服饰研究的第一部断代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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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论述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系统梳理了明代服饰研究的基本情况，肯定其进展与成果，指出其不足与问题，明确研究方向和

目的。近百年以来海内外学者研究明代服饰的论述取得一定成绩，从研究问题看，有的侧重于典制的前后变化，

有的侧重于服饰式样、质地和工艺美术，有的侧重于服饰衣料的织造工艺与技术，有的侧重于服饰种类、色

彩和图案纹样的变化，有的侧重于地域史范畴，有的侧重于政治史和社会史，有的侧重于少数民族服饰，但

不够全面；从成果形式看，大多散见于专门通史的有关章节或地域史专论中，也有数量可观的论文发表，但

散而杂，不够系统；从研究深度和力度看，有的论述试图将服饰与政治的发展走向、法律控制的松弛、商品

经济繁荣与发展、社会转型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士民阶层的兴起、各种社会思潮的流行与商人势力的崛起等

因素联系起来加以审视和解构明代服饰制度，虽说多少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但就整体来看，明显存在研究

“碎片化” 或 “浅尝辄止” 的倾向，多数论述不是停留在就制度论制度，就是以问题而论问题，不够深入，轮

廓不清，甚至有的论述处在填补纵向记述内容的层面上，只是转录《明史·舆服志》的内容，并没有在史料

挖掘、理论方法以及深入研究 “文化背景” 方面下工夫，对服饰与构建明代政治秩序之间的论述不到位，也

没有将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断代而加以总体论述。该书认为，朱元璋强化等级森严服饰制度的政治意图与

动机、明代服饰与历代服饰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明代服饰的地理分布状况与时代特征，明代军服、卫所官兵

服饰风尚与所在地服饰风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彼此影响，明代中后期官员服饰与中后期有关商贾阶层服饰的

式样、服饰心理和理念，士民与庶民阶层在明代服饰奢靡、僭越逾制等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明代少

数民族服饰与朝廷服饰制度的关系等问题，都是明代服饰研究应加强和深入研究的重点和薄弱环节。因此该

书从纵向和横向的层面，就上述问题展开论述，力求复原明代服饰制度的原貌，并对其功能作用等命题提出

自己的见解和认识。

其次，以《明史·舆服志》史料为线索和根据，综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明代服饰制度发展的基本脉络作

了论述。朱元璋确立的服饰制度是从变革 “胡风” “胡俗”，恢复汉唐宋制度拉开序幕的。他认为构筑 “辨贵贱，

明等威” 的社会秩序，确立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并付诸实践检验是治国的当务之急，故从建国开始他就极力

推进此项建设。这一过程与政治制度创建同步进行，由上而下，从帝后宗室、文武百官命妇，到卫所官兵、

庶民百姓，渐及乐妓、僧道、农夫、商贾等各个阶层，各项规定屡经修改和完善。从规定内容看，制度设计

包括冠服至鞋履、首饰、巾帽暖耳、伞盖，以及面料、样式、尺寸大小、颜色等多方面，由简到繁，无所不

包，可谓煞费心机，无所不用其极。但从权威正史《明史·舆服志》的记载看，有关服饰制度的修订过程、

前因后果及发展变化的内容，不是残缺不全、遗漏未记，语焉不详，就是过于简略，难窥其全貌。若将此再

与其他官史私人文献相比较，发现很多内容，如历代官员赐服的记载既不全也不系统，缺漏甚多；军士服饰

简略而不详，无从得悉其概况、演变及其特点；外藩君臣冠服也仅仅是朝鲜、琉球国王服饰礼仪及赐服的片

面和不准确的记载，且缺少藩属国赐服的主要内容，挂一而漏万，而对众多边疆少数民族赐服更是只字未提，

甚至有的记载与诸多文献相左，错讹不少，需要搞清楚和考辨的问题多多。该书以《明史》所载为主线，参

考各种官私文献资料，对明代帝后、宗室、官员、内臣、命妇、仪宾及内外官亲属、庶民等服饰的规定内容、

修订变化与前后特点等问题都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和论述，明其源、辨其流、探其因果，正其名实，并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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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资料和丰富的内容，拾遗补缺，去伪存真，呈现了明代服饰演进的全景图画，从而也为明代服饰的综

合研究提供了素材和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再次，以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弥补了正史中关于军服、赐服以及内地和边疆地区服饰内容的缺漏和不足。

该书第四章 “军服”，记述了侍卫将士、卫所边镇军服以及其材质和式样，并对军服的配备制度、军装、铠

甲和盔甲的制作材料、工艺特点与实用性作了分析和探讨，丰富了军服记载的内容，避免了以往军服研究只

注重解读遗存实物或 “看图说话” 式的模式，将历史文献记载与实物或图样研究相互参照，更具说服力和文

化意蕴。赐服是明代国家治理中常见的一种政治手段，也是一个特殊机制，在维护政制运作的润滑剂、怀柔

笼络藩属国和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制定外交与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举足轻重。第五章 “赐服”，对明代政务、

外交和少数民族边疆治理中的赐服制度作了分类和系统勾勒，认为明代政务赐服类型可分为即位、纂修实录

玉牒、经筵、视学、耕耤、册立东宫、亲王宗室、文武官员、战功赐服等九类，认为其涉及范围之广、赐服

之繁、规定之细和持续时间之久都是世所罕见的。明代服饰制度规定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官员和地区，但他

们却是赐服的受益者，该书不仅对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奴儿干都司、西北关西七卫所、乌斯藏朵

甘僧俗官员、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湖广腹地土官等赐服内容作了系统记载，而且书中所附明代归附来

降蒙古首领及其所属和鞑靼、瓦剌与俺答各部首领遣使朝贡赐服两表，按编年系统整理了有关赐服的资料，

为研究明代统治者的民族和边疆政策，提供了文献依据和参考。明代朝贡藩属国和外交赐服的主要对象包括

亚洲地区的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等众多国家和地区，该书对这些内容也有详细的论述。有关内地与边疆

地区的服饰内容，作者利用丰富的明代地方志资料，分北直隶、南直隶、山东、江西、浙江、广东等地、西

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几个部分，着重对不同历史时期各地服饰风尚所发生的变化、由俭入奢的社会背景及

其影响作了初步探讨。上述这些内容既充实了正史有关 “赐服” 记载的不足和缺漏，也深化了有关内容，拓

展了研究视野。

第四，以实证和综合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着重对各阶层服饰制度确立的过程、服饰在维护政治秩序和社

会教化中的作用功能、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层服饰以及地域服饰的时尚变化趋势等问题，作了分析研究，

明确指出，帝后服饰系列的确立都能从历史上找到源头和理论根据，认为明代统治者从恢复汉唐服饰的传统

实践以及明代构建等级社会需要出发，不仅极大地强化了封建礼制的正统性，确立了朱氏王朝的权威性，而

且实现了服饰制度在维护政治秩序方面的威慑效应。强调明代官员服饰的时代特点在于官员服饰制度的重新

构建，标识性特点体现在官员服饰 “补子” 图案的确立，等级性表现为以服饰式样定尊卑高下，制度特点是

以服样定纲纪等四个方面。在论述庶民服饰时，该书对明代男女服饰式样、服饰纹样图案的审美情趣和选材

作了翔实记述，同时侧重对各地着装多样化与时尚潮流以及挑战朝廷规定追求个性的实况作了系统描述和分

析，认为明代统治者极力限制庶民百姓享有服饰自身特色与个性化的初衷，就是想规范庶民百姓的行为举止

符合政治秩序的构建要求，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从明代庶民服饰的社会发展趋势看，明代初期达到

了这样的预期社会效果，各地庶民百姓服饰是循规蹈矩的，符合简约的要求和标准，然而到明代中后期，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社会干预和控制能力的减弱、法律控制的松弛、社会阶层流动的活跃、异端思潮

和市井文化空前繁荣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与审美观的多元化，庶民服饰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发展格局，则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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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庶民服饰发展最亮丽的风景图画，这也表明统治者强加给庶民百姓的服饰制度、以封建礼制和纲纪为核

心、以尊卑贵贱为标志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受到质疑和挑战，服饰制度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了。此外，对

明代地域服饰情况有进行系统梳理也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认为明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中心的南

北直隶，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服饰风尚都经历一个从初期循礼俭约收成到中后期僭越逾制、多样发展

的过程，这与国家秩序弱化、干预导向作用不力及经济社会多元发展有密切关系。

第五，论述了服饰与明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民族、外交以及地理气候风俗等关系问题，

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作者认为，明代服饰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制度的制定、实施与维护

封建统治秩序的层面上；与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礼仪规范与经济生活的互动，以及经济发展对等级

服饰制度固定模式的不适应与冲击变革的层面上；与军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军服制度特有的属性对军事斗

争所产生的特定功能效应的层面；与民族政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文化的多元性与民族服饰特征的统一

性、服饰制度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包容性、共荣性诸多作用影响的层面上；与外交政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中

外服饰文化的交流与互相影响的层面上；与科技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的物质性、科技含量在展示服饰功

能的手段和途径上的张力作用的层面上；与气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与服饰制度本身在气候因素的作用

下、服饰和服饰制度如何保持礼仪规范，因时因季而变的调适层面上；与地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服饰与服

饰制度，在不同地域所展示的多元性、协调性、差异性特色的层面上。作者的这些论断，是他长期从事明代

社会生活史的体会和感受，对深入研究明代服饰还是有启发作用的。他参与出版的著述有《中华文明史（明

代卷）》《中国明代习俗史》《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明代风俗通史》《明代宫

廷典章史》等多种，研究明代服饰有一定的基础。当然瑕不掩瑜，本书偏重文献的考证与论述，图文对照不

够充分，书中缺少彩色图版；对海外东亚及欧美等中国学有关成果的关注和梳理也有欠缺，对一些出土实物

或图像考古资料尚有待充实，对一些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之间的差异性少有比较，此当为今后补充完善的地

方。总之，《明代服饰研究》作为第一部断代史服饰著述，反映了当前明代服饰研究的新进展，值得推荐

和介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