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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
永傑、田一涵北京報道）採
訪當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禮學中心召開工作會
議，本報記者受邀參加，聽取了在座學者對國服問
題的看法。談論起中國歷代服飾的沿革，孔子研究
院秘書長羅安憲教授滔滔不絕，他指出，中國從商
朝開始，一直到清代，每一個朝代為了證明自己的
正統，都會將衣服的款式和顏色，通過法令的方式
進行頒布。近代中國也是如此，孫中山建立了中華
民國，頻頻穿着中山裝亮相，將其定位為國服。新
中國成立之初，「毛式服」風靡一時，人們在出國
前，會在單位領取一筆服裝費，到北京的紅都服裝
店定製一套正裝，很多人會選擇「毛式服」，也有
人選擇西裝。據羅安憲回憶，到80年代後期，中國
人的服飾風尚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改革開放
的大背景下，立足於與世界接軌的需要，中國民眾
開始穿着西裝洋服，衣着上的中式痕跡逐漸消弭。

習主席出訪着中式服裝解難題
羅安憲表示，與西方社會相比，在正式場合下

穿着洋裝，是存在於中國長達三十餘年的獨特現
象。習近平任國家主席之後，屢屢穿着中式服裝
出席正式場合，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尷尬局
面。他透露了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問荷蘭、會見
王室人員時，曾因服裝問題發生了一個插曲。按
照西方禮節，荷蘭國王威廉——亞歷山大將以最
鄭重的燕尾服會見習主席 。如果此時習主席着西
裝領帶會見，將出現禮儀上的不對等。因此禮賓
人員就建議習主席以中式服裝會見，才解決了這

一禮節上的難題。羅安憲教授就指，這一細節凸
顯了當前制定一套中式禮服的緊迫性。

羅安憲：既具傳統又有現代性
針對「國服」的設計，他認為國服的最終定

型，需要長時間的磨合，照搬歷史服飾的做法顯
然並不可取，要對中國傳統服飾進行損益選擇，
使其既具有傳統因素，又具有現代色彩。羅安憲
並表示，在特殊場合或時節中國民眾的着裝，也
應被固定，「春節時中國民眾應該穿着什麼，婚
禮時新人應該穿着什麼，都應該有詳細的規
定。」他也強調國服的制定「不是誰賦予我們的
權力，而是要借此引發全社會的關注與討論」。

林美茂：政府應牽頭制定措施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儒藏與國際儒學研究中心主

任林美茂教授旅日多年，據他介紹，日本民眾在結
婚、葬禮、節日這些特殊的日子裡，都會穿着民族
服裝，通過服飾去體現民族傳統的傳承和存在，日
本的民族服飾自古流傳下來，是借鑒中國隋唐時期
的裝束而成的。中國國服的設計，應超越任何一個
民族的傳統服裝，不能夠以哪個民族的服飾特色為
主，要令大眾能夠接受。林美茂建議，國服在中國
民眾間的推廣，應由政府牽頭，制定一系列相關措
施，讓國人養成穿着國服的習慣。

溫海明：應提到國家戰略高度
人民大學哲學院副院長、孔子研究院中西比較

哲學中心主任溫海明教授曾在美國夏威夷大學讀博
士，該校的東西方中心每年都搞一個「東西方文
化節」，亞太地區的學生學者們都穿着他們的民
族服裝參加活動，在這樣的場合中國的學生學者
們往往很尷尬，少數民族有他們的服裝，但漢族
學生學者們就不知道穿什麼好了。溫教授覺得，
國服和漢民族服裝問題應該引起國家重視，把這
個問題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思考，政府應該
匯集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來設計和攻關解決。禮
學中心舉辦的活動激發起全社會的大討論，說明大
家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
永傑、田一涵 北京報道）
作為我國儒學研究大家，人
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張立
文先生談起中國人禮儀的缺
失深有感觸。他說最近幾年
來內地遊客在海外的形象不
好，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插

隊、隨地大小便等行為，其實都是禮儀文化缺失的結
果。在這方面，日本遊客的形象要比中國人好，「補上
缺失的禮儀已經嚴峻到關係國格的程度。」

張立文：民族服飾代表國家形象
作為學界耆宿，張立文非常重視禮服對於禮儀養成的
重要性。早在數年前，他就曾寫過一篇名為《國服與民
族人文精神》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並不是反對
服飾的多樣化，但作為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出現，代表
一個民族的文化表徵，應該有自己民族的服飾。這種服
飾既吸收古今中外服飾文化之優，又適合現代人生活方
式的需要，暫名之曰「國服」。假如我們認同「西裝」
為「正裝」，即為中華民族正統的服裝，那麼我們就會

在不知不覺中認同西方的服飾文化，慢慢地就會對西方
文化產生一種親切感，而對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包括
服飾文化）產生一種疏離感。長此以往，中華民族的人
文精神，民族的氣質、品格、神韻就會喪失。
張立文表示，普及國服，首先要引起政府的重視，雖然

不必像封建社會那樣頒布《衣服令》，把服飾納入國家禮
制體系，但急需製作代表國家、民族尊嚴的，凸顯中華民
族人文精神的新國服。當中國公民參加某種重要會議，或
代表國家參加某項活動時，要穿着「新國服」，而不是
「西裝」。除了正式場合穿着的禮服外，國服中還應包括
「便服」和「職服」。通過國民的廣泛參與，無論禮服和
便服都可設計出中華民族的風格、韻味，西裝只應作為日
常穿着的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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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前，，一則中國人民大一則中國人民大
學成立禮學中心學成立禮學中心、、重建現重建現
代禮樂生活方式的消息代禮樂生活方式的消息，，
在網絡上引發討論在網絡上引發討論。。在談在談
到傳統文化的傳承以及與到傳統文化的傳承以及與
世界接軌的話題時世界接軌的話題時，，人民人民
大學孔子研究院常務副院大學孔子研究院常務副院
長長、、禮學中心主任彭永捷禮學中心主任彭永捷
教授認為教授認為，，
割 裂 傳 統割 裂 傳 統
的方式並的方式並
不 高 明不 高 明 ，，
「「我們可以建設我們可以建設
一個有傳統底蘊的一個有傳統底蘊的
現代國家現代國家」。」。今年全今年全
國國「「兩會兩會」」期間期間，，由香由香
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牽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牽
頭頭、、多名港區政協委員聯多名港區政協委員聯
名提交的名提交的《《關於確定中式關於確定中式
禮服作為禮服作為「「國服國服」」的建的建
議議》》提案引發熱議提案引發熱議，，彭永彭永
捷表示人大禮學中心可捷表示人大禮學中心可
以成為中式禮服設計以成為中式禮服設計、、
推廣和討論的平台推廣和討論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于永傑于永傑、、

田一涵田一涵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國服」制定緊迫
古今相得益彰

重拾禮儀補位 扭轉外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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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飛魚服大射禮明代飛魚服大射禮
展示展示。。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明代官服展示明代官服展示。。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
長張立文。 受訪者提供

■■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秘書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秘書
長羅安憲長羅安憲。。 田一涵田一涵 攝攝

■人民大學孔子研究
院國際儒藏與國際儒
學研究中心主任林美
茂。 田一涵 攝

■人民大學禮學中心成立當日展示傳統服裝。 受訪者提供

製作手冊等推廣禮儀
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的下屬機構，禮學

中心沒有被命名為「禮學研究中心」。彭永捷強
調，這正是因為不希望中心僅僅成為學術研究機
構，而是要讓「禮樂文化」走進當代人的生活中
去。目前禮學中心的一個重點工作是計劃在本年度
制定出一本禮儀手冊，將冠禮（成人禮）、婚禮、
喪禮、祭禮這貫徹人之一生的四大禮儀進行梳理規
範，以供民眾參考。另一方面，禮學中心更加關注
禮文化的實施和實踐。「我們有想法成立一個禮樂
社，讓我們的學生每人掌握幾項技能。如茶道、司
禮、演樂、演射等」，彭永捷稱禮學中心還將通過
各種社會活動展示、推廣禮樂文化。

該中心專職推廣的副主任吉恩煦自2005年起就從事傳統禮儀推廣活動，他介紹今年清
明節期間，禮學中心在北京歷代帝王廟舉辦明代傳統儀仗隊、明代傳統大射禮、射禮雅
樂團專場音樂會以及明代傳統服飾與現代新式漢服展演等活動。「我們一直重視傳統服
裝文化的接續，只有知道傳統是什麼樣子的，才可能創新」，吉恩煦表示。

冀靜心審視傳統文化
「無須諱言，同孔子生活的時代相比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價值觀混亂的時代」，

彭永捷認為近代以來我們的傳統文化被過度地與政治攪在了一起，很多人固執地認
為禮樂文化與民主法治是相悖的。從「五四」到「文革」，包含禮樂文化在內的中
華傳統文化遭受重大折損，而反觀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他們在較好地保存了
自身傳統文化的同時，並沒有妨礙其與世界接軌。他強調「割裂傳統的方式並不高
明」，人們應該靜下心來審視傳統文化，汲取其中的力量，才能建設一個有底蘊的
現代國家。而這正是禮學中心成立的初衷。
今年3月14日，人民大學禮學中心成立儀式上一場漢服展示也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之一。彭永捷多次向媒體講述這樣一個經歷：一次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國際儒學聯合
會上，穿着唐裝的海外學者代表進門時被武警以「奇裝異服」為由攔下。代表問「什
麼是正裝？」對方回答「西裝」。這位學者感慨「我回到自己的母國，我穿着自己民
族的服裝，卻成了奇裝異服，外國的服裝倒成了正裝」。如果我們情感上連自己的民
族服裝都難以接受的話，又如何談中華民族文化復興呢？彭永捷反問到。

學位服先行 尋找「臨界點」
「愛國主義不是空洞的說教，應該首先體現在對自己民族的山川大地、文化傳統

的熱愛上。」禮樂文化的重建不能以強迫手段進行，而應通過熏陶的方式來弘揚。
禮服作為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儀式感來增強人們的敬畏心，讓人們重新
定位自身與他人的關係。而這也是「禮」的內涵之所在。彭永捷坦言非常支持設計
一套中式服裝作為正式場合所穿着的禮服的提案。他認為這套禮服的設計不必匆
忙，可以發動全社會討論，將「國服」的設計過程變成一個服飾文化宣傳推廣的過
程。國服的設計不能完全複製古代服裝，應該找到繼承與趨時的臨界點，而禮學中
心的成立正可以成為實踐、討論的試驗平台。
作為高校教師，彭永捷特別提到目前內地高校普遍採用西式學位服，而西式學

位服是源於天主教僧侶的位階制度。他認為中式禮服的設計，可以先從中式學位
服的設計開始。據悉人民大學自2007年起就已經啟用了自己設計的學位服，彭永
捷認為「可以再多一點中國元素」。

■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常務副
院長彭永捷。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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