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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of input and output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field of fashion desig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nables countries and 

nations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bout design concepts, crafts, styles, etc., forming a benign interaction of the industry. 

In the period when China dominated the East Asian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ashion design concept and technology of Japan,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At present, Japan and South Korea, which 

are the first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feeding back China's clothing design with their leading clothing industry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and even driv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lothing industry. This 

phenomenon shows tha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and the national strength determines who can become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output and the object 

of cultural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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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文化传播作为不同文化间相互输入和输出的重要路径，是文化交融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服装设计领域，跨文

化传播使各个国家与民族能够相互学习设计理念、工艺、款式等，形成产业的良性互动。在中国处于主导东亚

文化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服装设计理念和服装设计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当代，率

先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和韩国又以领先的服装产业和影视业对中国的服装设计予以反哺，甚至带动了当

代中国服装产业的全面发展。这一现象表明，跨文化传播是推动服装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国力的强大

与否则决定了谁能够成为文化输出的主体和文化输入的客体。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传统文化，服装设计 

1. 传统文化的传播对服装设计理念的影响 

传统文化是艺术与设计的底蕴，跨文化传播则是

艺术设计不断革新的源动力。在同属东北亚地区的中

国、日本、韩国间，传统文化和影视文化的跨文化传

播是三个国家服装产业交替发展乃至齐头并进的重

要引擎。随着文化传播的程度逐步加深，中、日、韩

的服装产业将会形成相互间良性影响的局面，且中国

将在未来通过多元化的传播路径输出更多的中国文

化，引导日本和韩国的服装产业发展。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深厚的文化内

核影响着同属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中国推崇的儒家

思想主张服装不仅要重华美也要重德馨，即“形式”

与“内容”需兼并，“文”与“质”要并存，追求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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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备、天人合一的美。这无疑使日本与韩国原本朴素

的服装受到巨大冲击，为了跟上中国的审美脚步，日、

韩人民开始学习中国思想与理念。 

1.1. 中日韩人民对传统服装的认知差异 

同属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人民对本民族传统

服装都很看重，认为民族服装是传统文化的魅力体现，

也尽力将传统服饰文化发扬光大。但由于历史文化与

地理条件的不同，各国人民对传统服装的认知也存在

差异。在对民族服装的喜爱程度上，日本人最高,韩国

人其次，中国人则最低；在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欣赏

程度上，中国人则最高，日本人其次，韩国人最低。

中国与韩国人民将民族服装视为艺术品、认为本民族

服装需要创新、且有必要振兴本民族传统服装；韩国

和日本人民明确地认为自己的民族服装属于高档礼

服，中国人的态度则不明显；日本人虽然认为和服价

格昂贵，但仍然持非常喜爱的态度，他们会在节假日

及重要场合穿着和服，并将此看作是弘扬民族文化与

精神的行为。 

中国有上下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

有公认的民族服装，相对有代表性的传统服装就属汉

服和旗袍。其中汉服及汉服制度在 20 世纪以前一直

在东北亚地区占主导地位，却并未作为中国传统民族

服饰文化完整留存。可见，日本、韩国人对民族服装

的喜好态度表现在具体行动上，中国人则处在认识阶

段，这需要相关人员在现有传统服饰基础上，开发出

创新型的民族服装去满足人们的需求，让民族服装真

正成为发扬民族传统、振兴民族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

力的有效载体。 

1.2. 中国传统文化输出对日韩服装设计理念
的影响 

日本与韩国曾是中国的附属国，其传统服装的原

型皆来自中国汉服。隋唐时期，日本大量派遣唐史来

中国学习，中国的服装制度与设计理念便由此传播至

日本。在儒家思想引导下，中国汉服反映的是华夏民

族遵循天道、进退权衡的信仰，传统服饰注重天人合

一、神形兼备的理念对日本服饰朴素的设计理念造成

巨大冲击。中国包容、随和的民族态度在飘逸、洒脱

的汉服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使拘谨的日本人在对待服

装设计上有了改变。日本人在保留本土民族服饰特色

的基础上，加入中国汉唐服饰的设计理念，并在符合

日本审美的前提下对汉服款式加以改进，逐渐形成现

在独特的和服文化。 

而同属中国附属国的韩国，传统文化极少，大多

文化与制度都是模仿和学习中国。同样在儒家思想的

熏陶下，韩国学习了中国礼仪制度后，在韩服设计方

面也是以便于行礼和祭祀优先的设计理念为主，而汉

服刚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因此韩国人并未多做改良，

其韩服与汉服样式相差甚微。 

2. 传统文化的传播对服装设计工艺的影响 

中国作为东方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之国，其传统文

明源远流长，纺织技术、服饰色彩与图案的等级与象

征意义对世界各地影响颇大，尤其是领土相邻的日本

与韩国。随着中国文化不断的跨国输出，服装等级制

度与设计工艺都被带到日本与韩国，并在两国的服装

设计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1. 中国传统纺织技术输出对日韩服装制作
的影响 

汉族服饰在日本古坟时代就开始进入日本，到奈

良时代，也是中国最强盛的唐朝，日本向中国大量派

遣“遣唐使”，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更是积极的引进

了中国服饰制度，中国的养蚕技术、织锦技术、绣花

技术也被带到日本，使日本的养殖业与纺织业得到了

显著发展。 

据《正仓院刊》记载：“唐代运去了彩色印花的锦、

绫、夹缬等高贵织物，促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

获得了启发。”在日本现代纺织印染的书籍中，仍大量

沿用、罗、绫、羽、绞缬、蜡缬等中国唐代的汉字名

称。且织物中的图案有织、绣、印等不同表现手法，

使上等的蚕丝面料呈现出不同的层次，锦上添花的服

饰工艺展现出盛唐时期的繁荣，也成为日本学习与模

仿的对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汉族人迁往朝鲜半岛，

汉服出现在了韩国人民视野中。韩国新罗时代，新罗

道臣入唐学习汉服制度，并完全沿用中国服装制，即

“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与日本一样，在学习中国

的服饰制度的同时，养蚕、纺丝、与印染等技术也被

引进到韩国，从此便诞生了由绫、罗、绸、缎等高档

织物制作的韩服，成为韩国服装史上的一次面料大革

新。时至今日，高档韩服仍沿用蚕丝作为主要面料，

成为重要节日与场合的最佳选择，这也是韩国人认为

韩服是高档服装的原因之一。 

2.2. 中国传统文化输出对日韩服装款式与图
案的影响 

和服作为日本的传统服饰，在世界各地颇有名气。

但和服的最初形态只是在布中间开一个洞，穿着时将

头从中穿过，再用腰带加以固定即可。直到遣唐使将

汉服带回日本后，日本吸取了汉服的优势，又经过历

史的沿革才逐渐形成了如今独特的和服文化。在公元

701 年，日本法律就明文规定要严格使用中国的着装

制度，衣物的制作也要仿照中国服装的样式。根据这

一规定，出入日本宫廷时必须穿朝服，而且款式与配

饰也与唐代朝服基本一致。 

在汉唐时期之前，日本服装色彩单一，同一种服

饰只有一个色调，且几乎是没有图案的素服。中国自

古便有了用颜色区分身份等级的制度，随着唐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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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的输入，开始有大量的色彩出现在日本

贵族服饰中。中国服饰图案均具有象征性意义，除了

来自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图案外，传统文化中衍生出

的龙、凤、祥云等区分尊卑的图案也传入日本，使日

本进入了使用花纹图案对服饰进行装饰的阶段。目前

和服上的诸多图案，能明显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影子，例如天皇的晃服上就存在日月星辰、龙凤等中

式传统图案。 

从史料来看，韩国新罗时代与中原的汉人衣冠是

相同的，后来的高丽与李朝时代，整体还是保留了汉

服的特征。唐朝汉服的齐胸款式设计对穿着者身材包

容度极高，汉服长度能将腿部的肢体变化完全掩盖，

掩盖了跪拜行李时不必要的尴尬，还能凸显穿着者的

端庄气质。由此可见，汉服完全符合韩国人民的生活

与审美需求，因此，韩国基本完整的保留了汉服制度

与款式。如果说日本是在模仿中注入本土精神内核，

完成了和服的蜕变，那么韩服则是对中国服饰制度与

款式的完整留存。 

当日、韩对追随中国文化的狂热达到高潮时，中

国元素与图案在日韩服饰中的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

借鉴与展示，可以说，日、韩传统服饰的建构是从对

中国传统服饰仿制到创造性重构的过程。 

3. 影视文化的传播对服装设计的影响 

影视文化是以电影、电视的方式进行的文化创造。

当今影视产业的现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以影视

剧为载体的日、韩大众文化成功登陆中国并得以流行，

这对一些影视爱好者在服装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影响。

一些服装品牌推出电视剧中角色所穿着的服装同款

或系列款，或将电影中的角色形象作为服装设计元素，

再或是与电影合作推出联名款等。日韩文化一改过往

接受中国文化洗礼的情况，以影视传播的方式开始了

对中国的文化反哺。 

3.1. 对风格设计的影响 

日、韩文化以影视剧为载体，从上世纪 90 年代

进入中国后，对中国大众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

着日、韩影视剧在中国的热播，两国服装都顺势涌入

中国市场成为新宠，剧中的影视明星同款等俨然成为

时尚的代名词。甚至众多年轻人认为：“我看的不是剧

情，而是男神、女神的爆款穿搭”。可以说，日、韩文

化以服饰为载体，通过影视传播的路径，将本国文化

成功的输入到了中国。 

在日剧中，时常听到日本人对女生夸赞时用到的

词并不是“漂亮、美丽”等词语，而是“卡哇伊”，也

就是可爱的意思。但日语里可爱和中文里的不同，只

要是认为好的、喜欢的，皆可称之为“卡哇伊”。在日

本文化里，任何东西都注重可爱，即“万物皆可萌”，

所以日系服装以减龄、可爱的风格居多。 

而韩国服装风格则不同，宽松、舒适的廓形服装

和色彩饱和度高、大面积印花的服饰则更受喜爱。由

于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对礼仪的重视程度也

是极高的，重要的节日与场合都穿着正式，故韩系服

饰在设计时多以适合行礼的宽松、舒适风格为主。 

随着日、韩两国影视文化在中国的输入，不仅促

进了日韩服饰文化的传播，而且推动了三国在经济、

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中国各地服装市场涌现出以

日、韩风作为主打风格的服装品牌，各大线上购物平

台只要搜索“日韩风”等字眼，便出现琳琅满目的服

装产品，其销量也极为可观。甚至有大学生们将“某

某剧同款、东大门同款”作为自己的时尚风向标。可

见，日、韩影视剧的传播对中国服装市场风格的影响

之深。 

3.2. 对面料、款式设计的影响 

韩国设计师在新型面料的开发上具有技术性优

势，他们善于生产染色后整理与高压复合面料，使面

料更具多样性，从而加强服装视觉冲击力。如 2019 年

热播的韩剧《德鲁纳酒店》，女主李知恩每次出镜必换

服装，短短 16 集的剧情中，一共有 114 套服装造型。

丝绸、复合蕾丝、印花以及各种肌理面料，加上精致

的发式与妆容，将女主可帅气、可暗黑、可娇俏、可

甜美的多面性展示的淋漓尽致。电视剧刚播出不久，

李知恩同款就在各大服装平台热销，成为韩剧带动服

装产业发展的又一成功案例。 

在款式设计方面，日本服饰一直是非常有影响力

的，日本设计师总是很巧妙的将日本传统和东方禅意

相结合，再加上西方的设计艺术与先进技术，呈现出

精美绝伦的作品。日本不仅有享誉全球的国际大师三

宅一生、川久保玲和高田贤三，也有代表大众文化的

日剧《校阅女孩河野悦子》，剧中女主石原里美在职场

中的拼接外套、镂空毛衣、加上各种精美丝巾的点缀，

让人对原本一板一眼的职场穿搭有了新的灵感，也体

会到日本女装设计的独具匠心。 

此外，剧中的服装与搭配能在中国如此受追捧，

不仅与新型面料、款式设计有关，再得以影视剧中滤

镜的加持，使氛围感美女的气质得以凸显。加上每周

一更的营销策略，不仅留与服装生产的时间，也拉长

了剧中服饰的生命周期，从而达到影视传播与服装产

业双赢的局面。 

3.3. 对时尚元素设计的影响 

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是各种时尚新元素展示自

我的绝好时机，通常在影视剧中最受关注的便是男女

主角的穿搭，无论是新颖的肌理面料、还是绚丽多彩

的印花图案、或是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都是设计师们

争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甚至在韩剧中“初雪时，要

穿漂亮的衣服去喝啤酒吃炸鸡”也成为经典台词，初

雪服装也一度成为时尚元素之一。可见，服装作为传

统文化与现代精湛技艺结合的载体，其附带的时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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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成为时尚前进的推动器。 

综上所述，这些引领时尚潮流的时装设计师，将

影视剧作为传播工具，促进时尚元素的跨国传播，不

仅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而且对本国服饰文化传播起

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也是中国应向日、韩学习之处。

而中国从过去文化输出的主体成为目前文化输入的

客体，其原因值得深思。在这个多媒体时代下，传统

的跨文化传播方式早以不能满足现代文明的传播需

求，应在原基础上增加影视、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型

传播路径，让中国文化传播路径更加多元化。此外，

对传播策略与内容也应更优化，做到优质的内容、正

确的传播策略以及多元化的传播路径，中国服饰承载

着中国文化再度成为东方明珠指日可待！ 

4.结论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一直如东方明珠般璀璨，在

精神上追求无拘无束、人与自然的融合,在形式上表

现为自然飘逸、宁静致远的传统服饰文化，在世界各

国颇具影响力。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服饰文化的影

响力逐步降低，甚至受到了他国服饰文化的侵蚀。中

国服装产业未来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值得每一位服

装从业者深思。 

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将民族精髓运用到现代设计

中是一个不易的过程，未来设计师需要在发扬中国传

统服饰文化的同时，融入创新元素、提高二次创作空

间，让服装设计手法更多元化。设计方向也应该是以

创新、满足美观与舒适以及绿色需求为主，这需要设

计师们紧跟时代步伐，开发出舒适的面料、时尚的款

式、既符合大众审美，又能将中国文化理念发扬光大

的优秀作品。 

综上所述，服装不仅是时尚元素与工艺的结合体，

更是饱含中国文化的载体，同时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传播路径。在这个多媒体时代，服饰文化的传

播不容忽视，希望中国服装能承载着中国文化，以多

种传播路径走出去，扩大中国文化的时尚号召力与世

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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