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衣著的其他補充 

 

一、制  服 

 

    制服是指來自相同團體的人們穿著統一樣式的服裝，它穿起來不一定方

便，也不一定比較舒適。制服一般具有以下的功能： 

 

⚫ 識別身份 

這是一種身份認同的方式，身著一樣的服裝，表示屬於同一個團

隊，就是自己人。早期人類從事宗教活動時，神職人員為了表明自己

的特殊身份，因而穿著一定的服裝。現今學生、軍人、警察、醫護人

員、甚至企業的員工等等也還是用制服來表示身份。 

 

⚫ 顯示階級 

    同一類制服也可區分特別的型式、顏色、各種標誌如袖口或帽沿

或肩飾，來顯示當事人在團體中的階級。例如：醫院的白色長掛或短

掛；軍人的帽花、肩飾或袖條；警察的胸飾……等等，基本上是愈複

雜階級愈高，也更有威嚴感。 

 

⚫ 代表專業，增強自豪感   

例如警察制服是代表了公權力；醫師的白袍、消防員和搜救隊員

的橘色裝代表專業可贏得信任；航空機師、空姐、船長、廚師長的高

帽子等的帥氣制服令人羡慕，這對需要吸引人才和助力品牌推廣的行

業非常有用。 

 

⚫ 角色認同 

 

演藝圈的偶像團體、電子遊戲、動畫等的粉絲，也紛紛迷上主角

們的穿著，不但認同還自己模仿其穿著打扮，同時也創造了公仔、玩

偶……等龐大的新消費市場，與所謂的「時髦」脫不了關係。 

 

⚫ 保護弱勢 

    這是學校規定制服原因的一種種軟性說法。因為學生家庭經濟能

力不同，如果學校沒有規定制服，，這對經濟弱勢家庭孩子的影響非

常不好。就很容易變成小孩相互比拼穿著名牌和花樣的場所社會上對

一個人在什麼時期該有什麼穿著有一定認同，也有人認為制服太醜，

那是設計和選擇的問題，與個人所謂的自由是無關的。 



 

二、民族服飾 

 

服飾是一種「認同」與「區分」的表徵，人們常用共同的服飾來彼此認同

和區分自己人還是外人。人類將生活習俗、審美情趣、色彩愛好、宗教觀念、

文化心態融入在服飾中，來顯示出該民族的精神文明內涵，因此是重要的文化

資產之一。 

 

民族服飾包括服裝和配飾，是指各民族本身文化中獨有特色的服飾，也可

以稱為民俗服飾或傳統服飾。有一些國家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雖然多以現代西

式服裝打扮為主，但在節慶、宗教儀式、國家典禮和其他正式的場合中，還是

會以民族服飾打扮出現，通常人們可以從服飾上的一些裝飾品推斷穿戴者的婚

姻狀態、社會或宗教地位等。 

 

    服飾不僅是一個民族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民族獨特文化傳統的結晶。分

居各地的民族，自然生態差異極大，有冷有熱、有高山有海洋、有平原有草

原、有沙漠有濕地……，從而演變出了適應各種生態環境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相

應服飾。所以，各民族的服飾造形雖然不同、繁簡不一、喜好的色澤配飾各

異，但無所謂優劣和進步或落後，而是要懂得欣賞。 

 

在歷史的長河下，各民族免不了相互交流和影響，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服

飾是一個民族寶貴的文化資產，隨著國際的交流、交通的發達、科技的進展、

生活水準的提升，若沒有好好的加以保護，將會漸漸的失去人類文化的多樣

性。因此，如何搜集、保存典藏、展示、研究與推廣相關服飾文化方面的努

力，愈來愈受到政府和學術界的重視，此外未來在旅遊和藝術創作上的發揮也

必然會帶來很大的發展空間。 

 

三、服飾的性別差異 

 

    在人類社會中，服裝最基本的區隔在性別。父母在小嬰兒還沒出生前，就

會為依性別準備好適當顏色的小衣服、帽子、襪子，一般為男嬰選素色或淡藍

色系女嬰就選粉紅色系還帶花，慢慢長大了，小弟弟穿搶眼的小褲褲，小妹妹

當然就是漂亮的小裙子，這就是服飾在色彩和型式上的性別差異，是從小時候

就有的。 

 

在許多文化中男女都會穿裙，但由於穿裙的長度和重量，對於行動和工作

不甚方便，慢慢變為女性的衣著。當今各國，男穿褲女穿裙幾乎已是世界共

識，男性著裙除了少數循古服飾如蘇格蘭裙、傳統的罩圍裙還存在以外，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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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裙的現象一般在變裝的場合才會看到。近來台灣年輕人提倡以行動支持性別

平等、打破性別的刻板印象、尊重學生選擇和自由，板橋高中也發起男生穿裙

上學活動，果然抓住媒體報導。 

     

    男女服飾雖然都有襯衫，除了在顏色、剪裁上可以辨別外，還可以從鈕釦

開的方向來辨別，因為男性襯衫的釦子是開在右邊，衣服由左往右扣，女性則

相反，扣子開在左邊，衣服是由右往左扣，為什麼會這樣？ 

 

最常見的說法是因為古時男性配劍時劍都擺在左方(大多數人是右撇子)，代

由將衣服由左右扣，如此扣子就會在右邊，當需要時可以快速拔劍，不會被上

衣纏住。還有一種說法，是說穿著華服的上流女士，釦子在左邊比較方便僕人

幫主人穿脫。當然還有性別平等人士的說法：女性襯衫釦子開在左邊是因為男

性故意讓女性用比較不方便的手解釦子，以彰顯自己高人一等！還把女性的衣

著的各種不方便，也認為是男性為了約束女性的工具！ 

 

四、衣襟的左袵與右袵 

 

古時上衣多為交領斜襟，領口左右相交時，所謂的右袵   就是讓左衣領蓋

住部份右衣領，這樣左衣領的邊緣看起六就向右下傾斜，從前面看就像一個小

寫的「y」字。中國人把身體的左側視為陽，右側視為陰，陽在上陰在下，所以

漢服領子都是右袵的，亦即左邊的那片包住右邊那片，是為右袵。當時北方民

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為左袵。孔子曾讚美管仲：「微管仲，吾其披髪左袵

矣」，意即若沒有管仲，華夏文化將會淪喪。日本因受中化文化的影響，和服也

是右袵，只有在為往生者著衣時才是左袵。 

 

五、偏袒右肩 

 

佛教徒披袈裟時大都袒露右肩，覆蓋左肩，此即所謂「偏袒」，這種做法原

是古代印度表示尊敬之禮法，佛教沿用之。偏袒右肩也是為了拂床、灑掃等工

作時的方便，所以是表示聽令使役，為敬禮之標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