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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荷衣蕙带(中西方内衣文化)》由潘健华著。
理清中西方内衣文化的思想脉络，梳理中西方内衣文化的各方各面。
在长期收藏、整理、考析中西方内衣物件的特点与文化过程中，凭借一件件遗存的精美内衣，邂逅相
悟，深度交流，勾起了我对中西方内衣文化的品味思量与热情冲动。
清代张金鉴在《考古偶编》中有云：“鉴赏家心领神会，判决了然；纵历千年之久，如与古人相晤对
。
”这正是道出了我对中西方内衣文化研究的那种情怀。
每当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展示在眼前，便让我仿佛神交到了内衣文化所蕴含的灵性、情绪、睿思
等种种鉴赏的通感中去，孕育了对中西方内衣文化长远的发现、鉴识、考析的研究过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荷衣蕙带>>

作者简介

潘健华
 上海戏剧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核心刊物《戏剧艺术》主编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首位中国古代内衣文化与艺术研究学者
国内首位服装设计研究生
主要著作：
《舞台服装设计与技术》2000.4 文化艺术出版社（文化部九?五重点教材）
《演艺服装设计》2002.6 轻工业出版社
《服装人体工效学与服装设计》2001. 轻工业出版社（上海市精品课程教材）
《服装人体工程学与设计》2008.1东华大学出版社（部级十一?五重点教材）
《戏剧服装设计与手绘效果图表现》2009.6东华大学出版社（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
《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2005.8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女红艺术》2009.6人民美术出版社（08年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项目）
《演艺服装材料设计学》2010.1 河北美术出版社（国家教育高地研究项目）
《中西方内衣文化》2012.7人民美术出版社
主要论文：
《衣冠无语?演绎大千》2004.7 载《新华文摘》
《论华服文化的深层结构》2002.12 载《新华文摘》
《中国古代女子内衣艺术风情》2005. 8、9 载《国家艺术杂志》
《寻找女性逝去的霓裳》2005. 12、13载《国家艺术杂志》
《中国兜肚—一部寄情的文化史》2006.10载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研究》
《中国云肩考析》2007.12载《戏剧艺术》
《论经编面料与服装设计创新理念联姻的重要性》2008.5载《首届国际服装产业论坛》
《传塑创新 刻意内蕴》2008.1载同济大学学报《大美术》
《中西方内衣文化综论》2012年2月载《戏剧艺术》
获奖成果：
1、2005年《服装人体工程学》课程列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2、2006年获教育部教育成果二等奖。

3、2008年获上海市教委成果二等奖。

4、2009年获上海市教委优秀教育团队。

5、2010年《服装人体工程学》获“十一五”部委级优秀教材。

6、2011年11月《戏剧服装设计与手绘效果图表现》获（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7、2011年10月《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提名奖获奖名单（2011年度）”。

8、2009年《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第十八届全国优秀美术图书金奖
9、2011年《演艺服装材料设计学新论》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会创新成果一等奖
10、2010年《服装人体工程学与设计》“十一五”部委级优秀教材
社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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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位服装研究与设计硕士生（1987年7月毕业），在服装文化与设计领域有丰富的成果，先后出版
著作八部；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三篇论文被新华社《新华文摘》转引，一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
《文化研究》转引。
有关服饰文化研究成果的论文先后被几十家国内知名报刊（专版）刊登。
数年来为几十余台戏剧演出进行服装设计或指导，获2004年中国第二届全国舞美大展优秀设计奖，文
化部2005年度教育成果二等奖。
硕/博研究生导师。

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卫视、新民晚报、新民网、中国服饰报、申江服务导报、北京竞报等
主流新闻媒体均有对服饰文化研究成果和服饰艺术设计的大幅（专题）报道。

在服饰文化研究、舞台服装设计、服装人体工程学研究中，国内首屈一指。
其中《服装人体工程学与设计》、《舞台服装设计与技术》、《演艺服装材料设计学》、《中国古代
内衣文化》等原创性专著，在本领域中有深远的影响，从本人多年的肚兜收藏中提练出中国女性内衣
的价值理想、生活态度以及审美特色。
通过形式表像看内在灵魂，从而弘扬优势的文化遗产，为更好地传承文化遗产服务。
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原创性，努力挖掘文物的文化价值并从艺术属性上梳理归纳，有自己的文化见地与
艺术评判，形式与内容力求社会所用。

论文《中国肚兜---一部寄情的文化史》等等被先后转载引用：
1、2006.10载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研究》（全文转载）。

2、2007.10载《AD》(欧洲艺术.英文版)。

3、2004.4.9载《今日早报》。

4、2004.4.13载《天天周刊》。

5、2005.12.13载《新民晚报》。

6、2004.4.30载《中国商报》。

7、2004.5.载《移居上海》。

8、2006.1.载《上海服饰》。

9、2004.4.7..载《申江服务导报》。

10、2006.8.14..载《中国日报》。

11、2004.6载《流行色》。

12、中央电视台四套等转载引用。

《服装人体工程学与设计》、《舞台服装设计与技术》、《演艺服装材料设计学》等多份教材已经被
几十家高校运用。
同时开设《服装人体工程学与设计》，《面料学》，《舞台服装设计与体现》等多门课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荷衣蕙带>>

先后为《雷雨》，《清明上河图》，《中国佛文化艺术团》，《奥运国家代表团礼服》等几十台剧目
和国家项目担任服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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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数的构造与造型
    2. 物神合一
  二、结构与范式
    1. 紧身胸衣
    2. 肚兜
  三、寓意与图腾
    1. 紧身胸衣
    2. 肚兜
  四、质地与色彩
    1. 紧身胸衣
    2. 肚兜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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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内衣对身体与性表现的“忍”是忍在心思，故不直接表现身体，而是以一种
比拟与象征来更精神化、联想化地表达；西方内衣的“露”展露式地表现并强化身体，视内衣为物欲
的平台与性行为的载体。
 中西方内衣演变的轨迹与时尚潮流一样，具有鲜明的钟摆现象，在“人为与自然”、“硬与软”、“
塑形与自由身体”、“连体与分离”等一系列循环转化中顺应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嬗变与流行。
尽管如今的文胸、比基尼等已经演绎成女子身体的内在装饰程式符号，但仍然具有紧身胸衣的基因，
例如钢圈与罩杯内衬的塑形表现胸乳；而另一方面时尚式抹胸的裹缠所淡化的对胸乳的表现，也同样
被时尚人士所青睐。
 之所以将中华内衣定性为“民俗之符”，主要缘于它出自非官颁服志的特征，它不受服志的制约与限
定，是顺从生活习俗与生命价值理想的自然生成，具有习俗化、民间化、自发化等一系列民俗生活特
征。
它在功能上更多的服用于节庆与习俗，例如春节用大红兜、端午节用虎符兜、女儿节用蛙符兜。
西方内衣定性为“性之偶像”，因为四百多年来紧身胸衣一直被视为造型艺术所“包裹的裸体”与身
体的外延，也是性趣的焦点及性爱中欲扬先抑的平台，正如斯蒂尔所言：“内衣就是身体，身体在内
衣的怀抱下有了它的形状，内衣因为有了身体填充而与它合二为一。
” 内衣之物虽微，却受社会变革及文化所系。
20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理想与价值理念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受多元文化及生活水准提升的影响，传
统内衣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新时代的内衣理念成为时代的一种表情符号，开放、多元、个性的
新思维也在内衣中得以充分体现。
其一，借内衣来表现身体习以为常，性感至上，内衣成为表现女性胸乳欲擒故纵的一种幌子。
如今所有大众时尚类杂志，由内衣衬托的丰胸美乳比比皆是。
其二，品牌内衣在创造产品过程中，不遗余力地追求性感与财富，通过垫、衬、托、吊等一系列工艺
来对乳房整形，缀以珠宝钻石来强化财富及身价，产品分类细化到年龄及职业。
其三，市场经济与传媒的力量使内衣成为当今社会“美女经济”中一种炫色载体，在层出不穷的选秀
中，文胸、比基尼的形象是必选项目，而且成为考量营和或收视率的一种指标。
所有这些都是对传统内衣理念的颠覆。
内衣原本具有“内在”、“贴身”、“私密”的性质。
“内衣是秘密的衣服，它们藏在外衣里面，就好像身体藏在衣服里面一样。
人们只是在卧室里和亲人面前才显示内衣”（斯蒂尔（（服装与性》P42）。
如今，这个理念越来越淡化，“内衣外穿”、“内外衣混搭”均成为一种时尚的潮流。
为此，内衣的交流对象从亲密者之间拓展为公众交流空间，从私密走向了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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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荷衣蕙带:中西方内衣文化》是迄今为止分量最重也最为有趣的一种。
作者借助图文并茂的形式，梳理中西方内衣文化的演变与内蕴，考析、比较中西方内衣文化的异同，
并透过这些研究阐释两者之间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对身体表现的价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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