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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社長王樹成牽頭 籲「衣冠文化」回歸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兩會報道）談到中式傳統服裝，
人們很容易聯想寬袍大袖的古代
服裝。王樹成認為，我們的「國
服」既應吸收中式服裝文化元
素，更要符合時代需要。他介
紹，上世紀初孫中山先生設計的
「中山裝」曾經作為禮服使用，
「中山裝的設計細節裡面就融入
了中國文化，比如說它的四個口
袋代表了禮義廉恥」。
「據我所知在廣東的中山，有
一種改良的中山裝在流行。還有
一種『新立領』也被很多人在正
式場合穿着。」王樹成認為，其
實當前有很多人已經在以實際行
動探索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服裝樣
式，如彭麗媛女士曾在多個場合
身着傳統服裝，展現了中國女性
的優雅風範，就是一個很好的榜
樣。
對於確定「國服」這一概念，

最近幾年，許多人大代表、政協
委員和專家學者紛紛提出建議。
不過，時隔多年，這個建議尚未
得到落實，主要原因在於大家對
如何確定哪種中式服裝作為國
服，沒有達成共識。在此次提案
中，王樹成就建議：2014 年
APEC會議上，各國領導人所穿
的「新中裝」可作為設計藍本，
國家文化部門盡快召集傳統服飾
文化領域的專家學者、服裝設計
師，以「APEC 新中裝」為基
礎，制定出多款服裝樣本，在廣
泛徵求社會意見之後，確定一種
新的中式服裝作為「國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奧委會會長
霍震霆此次在「確定中式禮服為國服」
的提案上聯名，並認為該提案「做了一
件好事」。談到傳統服裝文化的失落，
霍震霆深有感觸。他回憶，改革開放之
初，他的父親霍英東先生到北京的時
候，穿着一件中式棉襖，而當時內地的
服裝是清一色的「一片藍」，「當時父
親開玩笑說覺得自己穿得像個地主」。
作為一名體育愛好者，那時候霍震霆每
次參加省港杯足球賽時，看到人們穿着
非藍即綠，也深有感觸。

「而現在很多年輕人，紛紛跑到國外
去買名牌服裝，把我們自己的文化丟棄
了，這很可惜。」霍震霆認為，西方的
優秀文化可以借鑒，但我們自己的傳統
也不能丟。服裝是文化的一部分，關係
到我們的尊嚴。他的朋友中，有人拿着
很大的精力和金錢從事傳統文化的保
護，「傳承我們的服裝文化，確立國服
這件事做對了！」
■記者 于永傑

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兩會
報道）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工藝美術
學院院長潘魯生常年穿着中式服裝，
談起這一話題他更有感觸，「十年前
我穿傳統服裝，被很多人視為怪人，
而這幾年好多了，說明人們對傳統文
化重視了」。當聽到記者提問內容與
「國服」相關時，急着趕車的潘魯生
還是停下了腳步。
潘魯生認為服裝服飾是一個很大的

命題，也是民族自信心的標誌。日本
的和服源自中國唐朝服裝，而韓劇中
常見的韓服其實是以明代官服為藍
本，恰恰是起源地的中國傳統服裝卻
斷層了，這是令人很痛心的。對於確

立中式禮服為國服，潘魯生認為需要
廣泛徵集意見，要符合當代生活特
點，獲得民眾的喜歡。「中國作為泱
泱大國，擁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應
該有自己的服裝服飾符號」。

學位服亦應回歸民族文化
他同時強調，中式禮服的傳承應落

實到日常生活中。「在正式場合、祭
祀、成人禮、畢業禮以及婚禮中，應
該提倡穿着中式禮服，只有文化融入
到日常生活中，才算是真正得到了活
態傳承。」年輕人喜歡追求時尚，但
他認為傳統本身就是一種時尚，我們
需要做的是將傳統與時尚很好地結合

起來。
作 為 大 學 教

授，潘魯生十年
前就呼籲：目前
內地高校的學位
服是來自歐美，
應該設計一套有
中國文化特點的學位服。他稱，中國
的學銜制度其實歷史悠久，從漢代到
清朝「大學士」，這一制度一直以各
種形式延續着。但近代的高等教育體
制學習自西方，我們的學位服也承襲
歐美，「可以考慮吸收漢代的服裝特
點，融合時代特色，設計一套我們自
己的學位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兩會報道）出生於服裝
世家的內地設計師黃芹芹，2012年曾設計韓國麗水世博
會中國館的漢服，而剛剛確定的消息，將在今年5月份
開幕的意大利米蘭世博會上，黃芹芹仍將成為中國館漢
服活動的設計者。「漢服活動最終的時間尚未敲定，現
在的設計構想是展現中式服裝從傳統走向現代，更多地
體現傳統服裝在當代生活中仍有活力這一主題。」

得知提案內容很興奮
多年從事中式服裝的傳承推廣，當黃芹芹得知《關於
確定中式禮服作為「國服」的建議》作為提案提交政協
會議時，顯得格外興奮。作為一名服裝設計師，她建
議，「國服」的制定可按照不同場合分別設計一套純粹
傳統風格的，一套傳統與現代相結合風格的。「在一些
傳統禮儀場合，如成人禮、祭祀、婚禮等場合，可嚴格
依照歷史原貌復原其服裝、儀式流程等。」對於這些場
合的禮服，她建議按照明朝的服裝來設計，「因為明朝
是離我們最近的漢族王朝，明朝保留下來的服裝也很
多，復原的難度比較小」。而在諸如外交、商務活動、
開學典禮等場合，則可設計一套傳統與現代相結合風格
的禮服。
目前黃芹芹已經按照這種理念在進行試驗，她的工作
室開發了「十樣錦」和「扶芳藤」兩個品牌，分別是改
良中裝和純粹傳統漢服。「目前看來，這兩個品牌各有
其需求客戶，可能因為十樣錦更貼近日常生活，所以銷
量會更大一點。」不過她認為，中式服裝的熱忱推廣者
中大部分更希望忠實繼承傳統服裝，「如果我們的國服
設計能照顧這些人的熱情，推廣起來阻力會更小」。

父親曾感歎傳統服裝「斷層」

王樹成認為，隨着經濟地位的崛起，中國距經濟第一
大國的目標越來越近，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日益提

高。作為一個五千年歷史的古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到
了應該認真對待的時候了。服裝作為文明符號，承載了
傳承和傳播文化的功能，「我們應該設計一套能代表中
華文明的服裝，來替代西式服裝。」

文化符號 軟實力象徵
王樹成介紹說，歷史上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孔子以「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來讚揚管仲
保存中原文化的功績；明清易朝之際，黃宗羲、王夫之
等人以「不剃頭，不易服」來表明自己傳承華夏文明的
心跡。可以說，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歷來視
衣冠為華夏文明的象徵。
但隨着近現代風雲激盪的政治、文化變遷，優雅的中

式傳統服裝，逐漸被西式服裝所取代。現在無論是內
地、港澳還是台灣，中式傳統服裝式微，也是普遍的事
實。而環顧儒家文化圈輻射範圍內的日本、韓國及東南
亞等國，卻都保存着自己的傳統服飾，並沒有因為傳統
服飾的傳承，而影響其接受西方文化。在世界範圍內，
印度、緬甸、泰國等許多亞洲國家以及非洲的所有國
家，北歐、東歐諸國，特別是阿拉伯國家，更是視自己
的民族服飾為生命。它們都保留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包

括把獨具特色的民族服裝作為其「國服」。
「當然不能完全說西裝就是西方文化殖民的象徵，但

不可否認的是，西裝是伴隨着隆隆炮聲傳入中國的。」
王樹成提出，禮服是文化的符號，也是軟實力的象徵。
在今天我們仍然以西式服裝作為我們的禮服是不合適
的，要全面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讓中華軟實力走向世
界，需要一個廣泛的載體來向世人展示中華民族的形
象。因此，制定統一的中式服裝作為現代中國的國服，
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領導帶頭 向世界展示
王樹成建議：這套國服可按照穿着場合分為「禮

服」、「便服」兩大類。禮服可用於特殊的外交、官方
活動、重大慶典、祭祀、婚慶、成人禮等場合；便服則
可在一般性傳統節日和日常生活時穿着；國服一旦確
定，建議國家領導人、各級領導幹部在適當的場合要帶
頭穿着。各地在舉辦傳統節慶活動時，如陝西的公祭軒
轅黃帝大典、山東的孔子文化節等，應將傳統中式禮服
的元素納入其中，令其深入人心。在外交活動中，中國
官員更要穿着國服；同時將中華民族傳統的農曆新年初
一定為「國服日」，倡導大家在當日都穿着國服；結合
國服的研究，盡快啟動中式傳統服裝的申遺保護工作，
利用一切機會將國服向世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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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永傑 兩會報道）服裝作為文化符

號，是國家軟實力的象徵。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越南

等國以及歐洲、非洲、阿拉伯地區都有各具特色的「國

服」。中華文明「衣冠制度」淵源甚久，而今重要場合卻多

見西裝。有感於此，由港區政協委員、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

成牽頭，盧文端、黃英豪、杜惠愷、方方、呂耀東、霍震

霆、譚耀宗等多名港區委員聯名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於確

定中式禮服作為「國服」的建議》的提案。如何融合中式服

裝元素、體現中華文化特點，又能適應時代，以及如何做好

中式服裝文化的申遺保護等話題，受到政協委員的熱議。

世博會漢服設計師：

「國服」可依場合確定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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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魯生：傳統本身也是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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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魯生多年堅持
在正式場合穿着中
式服裝。 于永傑 攝

■霍震霆在提案上簽字聯名。
于永傑 攝

■韓國麗水世博會上，黃芹芹
（左）向外國人士介紹傳統漢服。

本報北京傳真

■黃芹芹設計的傳統與現
代相結合的中式服裝。

受訪者提供

■純粹繼承傳統的漢服。
本報北京傳真

■■王樹成等多名港區委員聯名建議制定統一的中式禮王樹成等多名港區委員聯名建議制定統一的中式禮
服作為服作為「「國服國服」，」，國家領導人可在適當的場合帶頭穿國家領導人可在適當的場合帶頭穿
着着。。圖為圖為20142014年北京年北京APEC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各與各與
會領導穿着特色中式服裝亮相會領導穿着特色中式服裝亮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本報社長王
樹成倡確定中式禮服作為「國
服」。圖為他穿着中式服裝參加活
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