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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是近代大多數台灣女性所憧憬之處，哈日族的出現，日本節目的普及，及日

式料理、服飾、裝扮等，處處都可見日本文化的蹤跡。而喜愛此文化的我們，為

了更了解它，決定以研究日本引以為傲的國寶─和服，來知曉有關日本現今與古

代價值觀有何不同。 

 

日本是非常重視自己傳統的民族，歷史上的一針一線都會珍藏，而和服，是日本

文化頗為重要的一環。在古代，華麗而厚重的和服顯示出日本女性高貴而保守的

節操；而現代，樣式新穎、簡便的浴衣，則襯托出現今日本女性追求平等、崇尚

自由的渴望。 

 

古代及現今的價值觀，為何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這當中又存在著何種變因？就

讓我們利用資料來逐步釐出時代與時代間細微的轉變，了解其中的奧妙之處！ 

 

貳●正文 

 

和服雖然是以中國唐代的服裝為基礎，但其中也擁有自己獨特且悠久的發展歷

史。和服為日本人民傳統的民族服裝，因為日本的主體民族“大和”人占全國人

口的９０％以上，所以這種服裝被稱為「和服」。 

 
一、和服的起源 

 

和服的起源可追溯到西元３世紀左右，根據中國史書魏書東夷傳的「魏志倭人傳」

所記載，當時日本人的衣著是以幾塊大布所剪裁而成。剛開始是由類似繩文時代

的帶狀洋裝衍生而成。經過彌生時代、大和時代，同時也受中國的影響，到奈良

時代後半期，成為現代和服的始祖。 

 

二、和服的流變 

 

１、上古時代 

 

約在三世紀末四世紀初的大和朝廷，於七世紀第一

次派遣遣隋使赴中國進行交流，之後遣隋團攜回當

時吳越服飾，同時也學回織布製衣等相關技術，這

種仿效自中國的服飾，稱為「吳服」，亦是今日和布

的代稱。（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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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的架構還未成形，但是人們已經開始有基本的服飾觀念，而當時日本尚未有

自己國特色的服飾，再加上從強的本能，因此造就了此時代服飾的產生。與現代

日本人獨自創新、不仿效他人的行為，大大的不同。 

 

２、平安時代 

 

平安時代初期，中日交往仍相當頻繁，中國文化對和服的

影響仍深。但自８９４年日本撤回遣唐使，便斷了與中國

的交往，使和服開始建立起別於中國服飾的獨特風格。而

這個時期紋章及染色技術大幅發展，使當時和服的花款變

得更多樣化，衣袖也向寬大發展。在那時，貴族社會的服

裝是以絹為主，平民則是以麻為主，但平民不可使用絹。 

 

此時代的女性服飾大致分為禮裝、正式服裝以及家居服，其中正式服裝「十二單

衣」多半是宮中或貴族宅裡的女官或女侍所穿。因為女性時常要負責接待來訪的

客人，因此對穿著十分講究。（附圖二） 

 

由此可見，對當時女性而言，打扮自己是相當重要的。她們就像是娃娃一樣，穿

著美麗卻沒什麼作用。斷了中日交流後，他們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並將其想法

注入和服中，但是使用材料的差別，反映出很大的貴賤之分。而現代的日本人，

雖然還是有些重男輕女的觀念，但已經沒有所謂的階級、貴賤之分。此兩種想法

差別甚大。 

 

３、鎌倉時代及室町時代 

 

鎌倉及室町時代社會過於腐化，人們沉迷於物

質慾望之中，導致公卿統治衰退。因而促成豪

邁的武家文化興起，加上當時中國元朝大軍數

次侵犯日本，因此為了便於戰爭，日本服裝又

回復樸素。武士的衣服開始印上家紋以示區

別，寬袖又變回窄袖，形成現今「小袖和服」

的雛型。（附圖三） 

 

此外女子和服開始一件化，並產生了大紋及素襖兩種款式的和服。平安時期平民

所穿著的水干成為了鎌倉時期武家的禮服，至室町時代更成了武家的第一正裝。

後期，群雄割據戰亂不斷，人民生活不振，造成和服的演變逐漸緩慢。 

 

在這兩個時代中，戰亂與紛爭層出不窮，人們為了求生存，便將原有的服飾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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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樸素。這種因為環境因素而改變某些事物的行為，與現代追求流行趨勢的

行為極為相像，還有家紋的出現。其似乎表現出日本人重家庭的精神，和現在的

觀念也很類似，可見不管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日本人重視家族的觀念，是沒

有什麼改變的。 

 

４、戰國時代（室町末期及安土、桃山時代） 

 

安土桃山時代及以後的服裝主流都是以袖窄的小袖為主，武士當

道的精神對其影響相當的大。而此時期正值歐洲大航海時代，使

得海外貿易日漸發達，越來越多的傳教士隨著商船而來。在當

時，服飾的繩帶只是用來綁住衣服，並非重點，日本人見到西方

傳教士所著的繫帶長袍感到相當好奇且喜愛，起而仿效。而後幾

百年腰帶逐漸受到重視，細帶漸漸變寬，最後成為服飾重要的一

部份，對日本後期的和服影響重大。（附圖四） 

 

前期因為受到爭戰的影響，造成和服演進緩慢，因此這時代服飾並沒有多大的改

變，不過當時正值大航海時期，所以與西方的來往變得相當頻繁。其所帶進來的

服裝樣式，造成當時本來只是用來綁衣服的細繩，變為流行配件。這種媚外的行

為，突顯出他們一味依從，且沒有什麼自我主見的思想。而現代的日本人卻是自

我思想主義頗高的民族，一是依從，一是自主，兩者的想法有著大大的衝突。 

 

５、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是日本服裝史上最繁盛的時期，現今所看到的和服大

都是江戶時代服裝的沿續。後期，因大飢荒，再加上社會的動

盪，和服的樣式變得更加樸素。女子的和服開始流行長的袖

兜，形成了日後的振袖和服。而後又因禁門之變，軍服決定改

為西洋式，洋服便開始在日本流行。（附圖五） 

 

此時腰帶已逐漸變成重點，女人想出以打結來強調特色，結果

結越打越大最後影響到走路或日常活動，於是思想較開化的女

人索性把結移到後面。因此江戶開始，腰帶被綁在後面，漸漸

發展屬於和服的穿著文化。 

 

這時代他們已經漸漸有了自己的想法。其將和服的袖兜加長，並把愈打愈大的腰

帶結移到後方，這種創新的改變，讓他們原本較侷限思想有很大的突破，和服的

基本型態也逐漸形成。這種創新精神，與現代日本人挺為相似，不過，愈打愈大

的腰帶結，卻和現代日本人較重視實用性能的作法差很多，但兩者都一樣對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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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極為重視。 

  

６、明治時代 

 

因明治維新的關係，重新開國的日本大力發展與外國的商貿往

來，因此與洋人交流的機會增多，上流社會的男人開始改穿洋

服，以便與洋人交涉；平民則因洋服的價錢高昂，及傳統對美

的觀點影響，多穿著和服。 

 

不過，由於明治維新不斷力求西化，在平民中，洋服逐漸取代

和服。明治天皇頒布政令，要政府官員逐漸改穿洋服，軍隊規

定必須穿著洋式軍服。而軍服後來演變成當時男學生的制服，

所以平民服裝的西化大多局限於男性，女性仍著和服。（附圖

六） 

 

此時期日本的外貿從新發達，上流社會人士因為要與洋人溝通而穿洋服。到後來

因為明治維新的關係，許多平民也開始穿著西服，但女性依然是穿著和服的。這

種現象似乎印證著當時男人當家，女人只要窩在家裡就好。此與現在女性主義抬

頭、女性可在外就業的日本差別很大。 

 

７、大正、昭和時代 

 

大正時代因明治維新將大量西方文化帶進日本，再加上女性主義的抬頭，受教育

的女子大多視洋服為主要日常服飾，使得服裝西洋化變得不再局限於男性。西元

１９２３年。關東大震災更是一個洋服取代和服的轉捩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和服的發展進入一個完全的空窗期。服裝趨向實用為主，

因此洋服完全取代了和服。因為穿和服行動不方便，遇災時影響很多人的逃生，

且政府頒布禁制令，很多高級和服被禁止在戰爭期間穿著，最後這些高級和服淪

落到被典當以換取生活物資品的下場。 

 

加上災後社會動盪，時常發生搶劫，穿著和服的女性常常成為賊人攻擊的目標。

翌年，發起了婦女服裝西洋化的行動，使洋服進一步成為婦女的日常穿著。 

 

這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政府便頒布禁令，禁止穿著行動

不便的和服。因戰亂及物資不足的時代，和服只能淪落為換取物資的布而已。發

生劫案時，多搶奪身著和服女性的現象看來，當時的和服價值不斐，女人也只能

穿著西服以避免受害。婦女們發起的西化運動，自我保護，為他們的未來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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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步，對現代日本女性有重大影響。 

 

８、平成時期 

 

如今，和服越來越像博物館裏的〝老寶貝〞。和服製造業衰落的背後是日本社會文

化價值觀念的改變。目前的日本是一個動漫相當盛行的社會，在很多現代日本人

的眼中，傳統的和服越來越是博物館展示品，而非日常生活的服飾，現代大多數

女性喜歡穿流行、時尚的休閒裝和職業裝，以致和服製造業的衰退，和服的數量

也隨之減少。但儘管如此，和服的象徵意義，仍然沒有衰減。 

 

現在，和服再度成為部分重要活動或場合的流行服飾，雖然日本人的日常服裝早

已為西服所替代，但在婚禮、慶典、傳統花道、茶道以及其他隆重的社交場合，

和服仍是公認的必穿禮服。 

 

新一代日本年輕女孩大多認為，穿和服很酷，現代和服結合流行趨勢及傳統，在

此時代中有新生命。複雜的穿法簡易化、新式浴衣的出現都象徵了和服的復出，

和服漸漸成為流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三、古代「十二單衣」及現代的「浴衣」 

 

１、十二單衣的介紹 

 

十二單衣是指日本王宮貴族的特有裝

扮。其繼承了唐朝的衣裝，從平安時

代十世紀後開始盛行，是當時宮廷奢

華的代表，也是現代日本皇室女性最

高禮服。其十二單衣質料輕薄，可透

過外層看到內層的衣物，因此只能隔

著簾幕見客、待在室內後院。穿著十

二單衣的女人也會在顏色上動腦筋，

使用不同的色調做搭配，衣著的配色

除了反映出一個女人的品味也能表達

出其內涵及教養。（附圖七） 

 

它是日式新娘禮服的傳統典型及日本女性的憧憬，正式名稱為「五衣唐衣裳」或

女房裝束，首見於「源平盛衰記」中，而後才有十二單衣的稱呼。在我們的觀念

裡，會認為十二單衣就是因為穿十二件所以稱之，但十二單衣並不是指穿十二件

衣服所以叫十二單衣，而是單衣加上五衣、打衣、表衣、唐衣等十層以上的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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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現代穿８件為基本，以前最多還有穿到２０件，正式全套穿上大約２０公斤

左右，會造成行動的不便，因此十二只是代表「多」的虛數，而不是實數。 

 

平安時代並無規定總共穿多少件，所以當時女性正式穿起來真的是相當的重。到

了平安時代末期和鐮倉幕府時代，便規定單和打衣中間只能穿五層，因而有了五

衣之稱，五衣在當時是貨真價實五件不同的衣服。而現代歌舞伎演員則是在袖口

和襟口重疊縫製五層顏色相異布料，看來有五層重疊效果即可。其組成如下圖： 

２、浴衣的介紹 

 

浴衣是較輕便的和服，另外在日本的觀念裡穿浴衣代表身體已洗淨了。在安土桃

山時代，日本當時已流行淋浴後可穿的類似服裝，到江戶時成為平民的喜好。簡

單來說，就是內衣的意思。 

 

１９９０年末期。浴衣因不受傳統的限制，又為現代女性所喜愛，所以開始重新

跟上流行趨勢，加了蕾絲邊、圖形多樣化、更改長度都是浴衣更進一步的創新之

作。而浴衣只有夏天、廟會祭典、平時上街時可以穿，在重要場合並不適合穿著，

因為它不算是正式服裝，而是像浴袍一樣的存在。 

 

就拿小紋和服和浴衣來說。它們就像是洋裝和 T 恤，前者能夠出席各種大小場合，

而後者只有在平時休閒之餘可以穿，因為它是一種較為輕便的服裝，若直接穿著

浴衣出席重要場合是很不禮貌的。 

 

四、現代的和服 

 
『『『『台灣著名作家台灣著名作家台灣著名作家台灣著名作家柏揚柏揚柏揚柏揚曾曾曾曾說說說說：：：：「「「「房子要住美國的好房子要住美國的好房子要住美國的好房子要住美國的好，，，，車子要德國的好車子要德國的好車子要德國的好車子要德國的好，，，，找老婆還是要找老婆還是要找老婆還是要找老婆還是要

娶個日本太太的好娶個日本太太的好娶個日本太太的好娶個日本太太的好。。。。」』」』」』」』（（（（註一註一註一註一））））但是，世界上的事物也不是絕對的。現代日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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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婦女不再滿足於家庭主婦的地位，不少女性走出家庭，出外謀職，性格也逐

漸顯得開放、狂野。現今網路新聞上已能看見許多有別於傳統和服的新奇樣式，

例如，蕾絲裙邊、玫瑰型腰帶及馬甲和服等，皆是現代新式寵兒。現在就讓我們

自新聞裡來探討現代人們對和服的看法吧！ 

 

１、日本和服走時尚風─成美眉新寵 

 

日本環球小姐宮坂繪美里一襲改良過頭的暴露和服，引發「侮辱國服」的激烈批

判。不過，昔日只在隆重場合現身的日本和服，近年來隨著款式推陳出新，價格

漸趨平民化，逐漸成為年輕女孩日常服裝的選擇，而較為普遍的輕薄簡易和服─浴

衣也以流行可愛設計，大受年輕女孩歡迎。東京銀座的和服店「川之屋」表示，

近來二十幾歲的年輕客人明顯增加，還有人因此報名和服教室，學習如何穿著和

服。 引領日本年輕時尚潮流的百貨公司「ＭＡＲＵＩ ＯＮＥ新宿」，也以「摩

登和服」的概念，推出各種現代可愛花紋的和服，該店專櫃的和服價格大多訂在

日幣一萬圓以下，徹底顛覆傳統和服價格不菲的刻板印象，讓和服成為能夠隨時

穿上街的服裝。此外，日本女孩常在夏季煙火大會或廟會慶典穿著的「浴衣」，如

今也大膽採用花卉或幾何圖形，前襟結合蕾絲裝飾，讓年輕女孩愛不釋手。（註二） 

 

２、傳統和服配馬甲─創意穿搭更時尚 

 
馬甲除了修飾身材，也能當成時尚

配件，馬甲美少女決賽，最後由一

名上班族，大膽的以馬甲搭配日式

和服，創意巧思拿下冠軍。有著大

大眼睛和可愛虎牙的小晶，平常是

行政人員，為了冠軍獎金一萬五拼

了，黑色馬甲外搭日式和服，讓人

眼睛一亮，時尚中帶點小性感，不

做作非常自然。（註三） 

 

由上兩則新聞我們可以得知，現在的和服已經不再只是重要場合才能穿著的禮服

了。只要高興，也可以自己改裝、自己搭配，將和服視為流行服飾穿戴上街，成

為下一股流行風潮。和服之美，可不是只有侷限於復古而已！ 

 

参●結論 

 

一個國家傳統文化的精髓，往往可以從服飾上表現出來。日本歷來講究男女分工、

男尊女卑，也可從和服上感覺的出來。和服可以說是日本思想的重要代表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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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雛型自江戶時代起成形，歷經明治、大正，才形成如今的和服樣式。明治維新

時期，隨著文化的開化，西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不斷傳入日本，和洋款式

的和服也曾流行一時。儘管政策如此歐美化，女性服飾的西洋化，還是只停留在

一部分上流社會階層裡。 

 

從那時起，到五十年後的今天，大街小巷上大多已見不到和服影子了，這是因為

現代化的生活節奏十分快速，而穿著和服就如同木偶人，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因

此，和服的西洋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現代日本一般流行的和服大都是寬袖、寬帶、束腰。而浴衣因輕便及涼快之故更

成為了現今很多日常場合或者祭典的熱門衣著。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人們如何改

變，傳統似乎還是藏在人們的淺意識裡。只要創新與傳統在人的腦裡同存，其中

一方的改變，就必會造成另一方的矛盾，因此，價值觀衝突是永遠也不會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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