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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奥运礼服”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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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汉服、华服、唐装、马褂、旗袍、中山装、西装，关于“国服”的讨论与争议在大众传媒与口头交流中已经日益成为一个话题。究

竟是否应该或者如何确立“国服”也是众说不一，甚至成了今年两会上热议的一个话题。近日，有关2008中国奥运会运动员礼服的设计

再一次使得这个话题激起了新的浪花。 

    服饰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礼作乐、典章制度、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文化认知、传承、延续、播撒的物质层面基

础之一。孔子曾言：“微管仲，吾等皆批发左衽矣”。服装的样式与发型有区分文化高低与民族界别的作用。孔颖达的话更为直接：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服装甚至具有族群的表识、民族的象征、国家的标志、文化的符号等多重功能与所指。 

    因此，关于“国服”的讨论，实际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奥运礼服”尤其如此，作为一项国际性的文化活

动，奥运会所附载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体育竞技这么简单。奥运礼服作为展示国家形象的一个侧面显然不容忽视。以往的奥运会开幕式

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服装被认为样式、色彩都比较单一，没有体现出中国元素，此次把民族特色提上议事日程，足见通过服装寻找文

化认同标志的企图。 

不过，中国作为多民族融和共生的大国，与单一的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五十多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而中华民族整体

却并没有统一的民族服饰。所谓的主流“汉服”也融入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因子，且不说近现代海通以来，西方文化的进入，带

来的西装，中山装（根据日本学生装改制的），即使在清代马甲、旗袍融入主流服饰以前，汉族传统服饰和外来文化的相互融合也从未

中断。周平王就曾借鉴胡人的服饰对战服进行改良，赵武灵王强制推行过“胡服骑射”，唐代的圆领窄袖也是吸取北方民族服饰风格—

—像一切流变迁移的文化事项一样，中华民族的服装也是经过不断的文化混血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服饰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也不可能现在就设计出一种广为众人所接受的“华

服”。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某一种服饰被用来当作国服的符号表征，关键是在于服饰背后的文化认同感。换句话来说，作为精神载体

的服饰本身只不过是个能指。“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洋装也许并不能表明公众对自身文化符号认同感的淡化，它只

是外在的物质，内在的认同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龙、凤、长城这些原本是原始的图腾崇拜、封建制度的威权象征或者军事建筑，经

过改造后，今天其内核已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 

    民族服饰是传统文化残存的信息符号，对这些传统符号的认知和欣赏，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外在形式。传统并非是一成不变，通过革

新其形式和符号，造成新的礼仪规范，传统的礼仪服章完全可以脱胎换骨达到新的认同。如何把民族特色服装应变得宜地融入当代全球

化的奥运精神，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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