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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畅，刘瑞璞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侧耳”结构官袍作为官场“制服”仅出现在明代，典籍和学术界亦只对其“礼制”有所记载和学术探 

究，但未对其结构流变功用特征进行阐述。文章通过对明代官服制度的文献整理，以明代官袍标本为研究 

对象，采用标本与文献二重考证和比较研究方法，对标本的结构进行了数据采集、测绘和结构图复原，并与 

文献进行互证研究。确立了“侧耳”作为明代官袍附加结构起到遮蔽里衣的功能性作用。分析明代官服“侧 

耳”的功能性与官服制度的关系，阐释明代 “礼制”思想在传统服饰上的传承与物化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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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耳”结构实为在明代官袍左右两侧夹 

缝宽度约为 16 cm的长方形侧插摆 。“侧耳 ” 

结构作为明代官袍崇礼的标志，却并非仪从 

礼制所生，从结构到形态都是基于增加腿部 

的活动空问和遮蔽侧开裾露出内农的功用。 

明代宦官 吕毖所著的 《明宫史》中内臣“服佩 

篇 ”对 戎服曳撒 的“侧耳 ”描述 为“而 下有马 

面，两旁有耳 ”。⋯《酌中志》对曳撒的描述为 

“其制后襟不断而两傍有襦(摆)”。 周锡保先 

生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将其称为“摆”，|3 但 

均未对其功能性或作用进行说明。为 了达到 

探究“侧耳 ”功能性 的预期效果，根据史料记 

载结合出土文物的官方发掘报告和明清宫廷 

古典服饰收藏家李雨来先生提供的两件标本 

进行数据实测和比较分析，并通 

过 Adobe I1lustrator电脑软件 

绘制两件标本的结构复原图，以 

期对“侧耳”结构进行分析。 

1“侧耳”的复原 

根据史料记载，明代官服主要 

分为礼服和便服两大类。其中4LN 

又包含朝服、祭服、公服三种， 便 

服包含常服和燕服两种。侧耳圆领袍穿在褡护的 

外面属于便服中的常服，通常它与补子章制相 

配，又称之为补服，每一件补服都在衣身前后中 

部缀上补子，补子绣上不同的“飞禽走兽”图案， 

用来区分官职等级。成为文武百官早朝、奏事、谢 

恩、见辞等办理 日常公务制服。同明清宫廷古典服 

饰收藏家李雨来先生提供两件明代圆领常服官 

袍用于研究，一件为冬服穿着的丝缎面料(标本 

-- )，一件为夏服穿着的纱罗面料(标本--)，两个 

标本均为典型的明中后期补服官袍。形制为：圆 

领、右衽大襟、宽袖窄口，前后身左右侧缝处各拼 

接一块“耳”(共 4块)，呈前后侧缝开裾，衣身前 

后中部织有獬豸纹样的方形补子，史称“风宪御 

史”(监察法官)补服(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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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獬豸补“侧耳”圆领袍(李雨求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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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侧耳”结构的复原 

通过两个标本的测绘和结构图复原对比 

发现，标本一侧耳裁片的长度在上端会比衣身 

侧缝长出 8am，作为翻折量，宽为 3lcm。标本二 

侧耳裁片的长度比衣身侧缝长出7cm，作为翻 

折量，宽为17am。比较两个标本的侧耳结构可 

以发现，面料质地决定侧耳的结构：当面料质 

地越厚重时，裁片呈多折角的复杂结构；当面 

料质地越轻薄时，裁片呈少折角的简单结构。 

这种“因材施制”的裁剪方式是利用材质性能 

的物理作用使侧摆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尽量 

展开，并达到自然悬垂和外展的状态(图2)。 

1．2 “侧耳”折叠的复原 

明代官袍“侧耳”的折叠方式用尽心思暗 

藏玄机。从标本一的“侧耳 ”结构折叠过程图的 

复原实验中可以发现，有大量的三角形充斥其 

中，特别集中在“侧耳”的上端，使其张力增加。 

从整体看，三角形与三角形的重叠嵌套，形成 

了更加稳定的“工”字形与“T”字形结构，提高 

了侧摆的自持力。如此独特的折叠方式，使侧 

摆形成上重下轻、上硬下软的局面，以保持“侧 

耳”成型时的稳定状态 (图 3)。 

正视图 

标本 

背视图 

标本 

图2：标本一、标本-的外观图和其“侧耳”结构图 

图 3：标本 。‘‘‘侧耳”折叠方式过程的复原 



1．3“侧耳”缝制的复原 

标小 的“侧耳”结构使川“允折后缝”的 

缝制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较为 重的缎纹面 

料。步骤为：a．先将裁片按照 L宽 卜窄的斜线 

折替：b．在裁片背 面沿裁片IHjj 的牟l}i助线缝 

合；C．按照 已缝合的线将正 删折过来 ， 距 

上 u O．1cm处横向固定缝合，缝线不仪『JI】 丁 

折叠后的裁片，还增加了侧摆内部 替的 们 

布边，提高了硬挺度，使得侧摆-，J‘以 然展丌； 

d．将缝合好的四片“侧耳”的边缘 j农身侧摆 

埘齐缝在农身侧缝处 ( 4)。 

标本 的“侧耳 ”采用纱罗(轻薄质地)的 

简 结构，敝使用“边缝边折”的缝制方法。这 

种办法适用丁较为轻薄的纱罗而料。a．先将术 

折祷的“侧耳 ”裁片 卜摆对齐，沿侧缝缝到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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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将“侧耳”裁片 上部多余的 7cm贴边翻折 

剑背面；C．沿斜线折校，并剔除掉 卜摆的多余 

量，保持下摆圆顺上翘。最后将左右侧缝的前 

后两片“侧耳 ”上缘 分别缝合 ，以增加支撑力 

(冈 5)。 

比较两个标本的‘‘侧耳’ 构和缝制方法可以 

发现，不同组织结构的面料，折叠方式不同：罗面 

料裁片折替斜线的斜度人于缎纹面料，H上缘折 

角少而简单。无论怎样的折蒋 H的只有 ‘个就 

是通过不同的折叠办式以适应而料的性能加 

强侧摆的牢固度和横向支撑力，使“侧耳”不借 

助外 的情况下可以张歼，不至 f翻折下垂。 

这种“闪材施制”的缝制力‘法，- ’『以说完全足运 

用了“物理”手段 ，却表达的足礼教制度，这也 

表现存明代侧耳官袍的穿着方式 上。 

O 

a b c d 

4：怀小 “侧耳”的缝制步骤 

蹦 

b 

I 5：标小 “侧I 的缝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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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侧耳”结构的分析 

分析“侧耳 ”结构的独特功能性 ，需将“侧 

耳”还原在明代服制中，将其与官服组配 并 

进行分析和探索。一些学者认为贴里、圆领袍 

组合均为明代内臣服制， 其实它足明廷在旧制 

的基础上厦建汉律的官服通制，不仅内臣、外 

廷官员，就是皇帝也惯刷无悖 ，可谓明代的官 

绅时尚。定陵出土的万历帝“侧耳盘领衮袍” 

内穿“侧耳中单”(褡护)就是直接的实证。分析 

贴里、圆领袍组合既可发现“侧耳”存在的功用 

性和礼制的要求。 

2．1侧耳的功能性分析 

按明代官制，文武百官着官服 (制服)，内 

穿贴里，外罩侧耳盘领袍。收藏家李雨来先生 

提供的大袖贴里与獬豸补云纹暗花侧耳圆领 

官袍正是这种典型武官官袍组配。依据结构测 

绘和复原实验的结果，贴里标本的下裳部分足 

由8片 60cm的布片连接而成。前身和大襟为 5 

片，后身为 3片。前后共叠 20个褶，前中和后 

中为“马面 ”褶，无“侧耳 ”，下摆打褶后总宽为 

13Icm。无侧耳配服说明它足内衣 (图 6)。 

与之相配的圆领袍标本， 含“侧耳”时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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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6：贴里标本结f；J闷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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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侧耳圆领袍结构 复原 

宽为 116cm，左右各加 27cm成型的“侧耳 ”后 ， 

成衣 卜摆宽度达到 170cm。 然，吲领袍增加侧 

耳有埘9lfIi 包覆的考虑，特别是 穿着者在行 

止、骑j 时，贴里 内褶也会对 领袍的侧耳有 

所支撑 ( 7)。 

穿 层贴里 袍的标 小下摆最 宽处 为 

13lcm，外穿罩袍若／f 加“耳 ”结构，⋯于布幅所 

限，卜摆域宽处为 116cm，这种情况 I里的 摆 

会从圆领袍的侧缝处露出，这在“宗法 ”盛行的 

明代是不符合礼制的，尤其是在官服系统中足 

违背祖律的。因此，明朝这种独 ‘无_二的圆领 

宵袍“侧耳 ”结构扮演着“遮羞 ”的功能，实则 

奉为卡臬。然而“侧耳”成为明代官袍整齐划一 

的标志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前后“侧耳 ”并不缝 

合 一一起，形成侧开裾的状态，这样穿着的官员 

住骑丌』或行走时，保持尽量不露fJI 农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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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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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lJ]代 汀服内穿贴 外穿侧耳圆领袍效果图 

，可以获得更多的舒适度与活动窄问，可谓中 

同官服历史中“用”和“礼”共存的经典( 8)。 

2．2侧耳的礼仪性分析 

自明代初年朱元璋对礼部 卜达了建一 官 

服服制的命令起， 服制 ：朱氏明廷及其后清 

廷统治下虽然 依崇汉制祖律小断修 订和完 

善，但并没有放弃元制。九 沦从 曳撒到贴里、 

褡护 、圆领袍组配官服都足从蒙元继承 下来 

的服饰传统 ，[1(卜 侧耳“的加入或许足汉族服 

饰不断地追求“宽袍大袖”和“上农下裳”的民 

族融合。并且完善了由上而 卜、̈1繁至简的官 

服等级制度 ，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官服体 

系，折射出明代体制 ‘统 多元的文化 C象，对 

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 清代 {】叶诞生的 

京剧戏服系统就是以明代官服作为蓝本，其中 

侧耳官袍形制具有代表性。作为清代统治者为 

打造一种国剧，并没有借 更古老的唐宋礼 

制，也没有照搬血缘与本族更近的蒙元服制， 

而是全盘引入被其灭掉的明代官服体制 (或许 

其中本就有元制的传承性)。 

3结语 

“侧耳”成为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服装结构 

并非偶然。“侧耳”结构的存留具仃不 f】丁或缺的 

意义。 方面，“遮丑”以壮官威，并儿为明代统 

治阶层服制提供了“每寓等威之谊”的徽帜。另 
一

方面，成为中国传统服饰“褒衣博带”的物化 

背视图 

人文符号，并佐证了“礼”制的土流思想严格地 

规范着中国传统服饰的7 p r制- j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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