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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之韵》

内容概要

惠里子女士手中仿佛有一块磁石，只吸引美丽的和服。
——樋口可南子（著名电影演员）

本书由日本作家清野惠里子和摄影家浅井佳代子合作完成，最初边拍摄边在Maple杂志上连载，后结
集出版，各界好评如潮。
“与和服的相遇是一切的开始。”清野惠里子以典雅流丽的文笔娓娓道来有关和服的逸闻趣事，讲述
自己与和服的不解之缘。从每件和服独特的质地、纹样、纺织和印染工艺，到如何裁制、搭配各类织
锦和腰带，详解和服的一针一线，配以浅井佳代子和风古韵的照片，让人不禁深深为日本传统服饰之
美折服。
书中那些曼妙的身姿，既非专业演员也非职业模特，而是极具艺术修养的各领域杰出女性。她们以自
然的神情、雍容的身姿，完美展示了和服的知性与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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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之韵》

作者简介

清野惠里子
作家，出生于群马县。在翻新母亲遗留和服之时，发现了和服的无穷魅力，从而展开一系列探寻与研
究。在和服与腰带、小物的搭配上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文笔优雅流畅，深受读者喜爱。另著有《樋口
可南子的和服之旅》等。
浅井佳代子
摄影家，出生于兵库县。曾任服饰设计顾问，后转向摄影。一九八六年正式成为自由摄影师，活跃于
杂志、广告等媒体界，曾获得朝日广告奖（一九九四年）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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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之韵》

精彩短评

1、7.1在图书馆老是找不到那些明明显示在馆的预先计划好要借来读的书，偶然碰到这本，特别喜欢
封面的新竹，加上今年夏天刚买了一件改良的和服式开衫，就拿回来读了。原来选布料、染织、纺织
也这么有讲究、有趣。生活真的是需要用心对待的。
2、传统制作与色彩搭配参考典范
3、太棒的一本书了！书的内容让人沉静，和服之韵味，娓娓道来，作者实在是个很懂生活且很有钱
ˊ_>ˋ的手作人啊！这些繁复的印染技术，心如止水的人才能坚持下去啊⋯日本的手作人真的很让人
佩服！且书中充满和风的摄影作品也超赞的！唯有内心富有生活富裕ˊ_>ˋ的人才能如作者般追求高
品质的生活_(:з」∠)_
4、美！
5、和服自是和风之美的极致体现，读毕此书虽于文字部分未能尽意，但插图中女子的恬静优柔，确
与所饰衣物浑然天做，一味如斯
6、和服美，背后那些安于自己的位置，“看似柔弱，其实不为周围所动，内心强大的人”更美
7、料子及印花非常舒服
8、书的内容实在是一般。。。但是此书的纸质、印刷、装帧都超棒的，对比之下，国内几家知名出
版社的都是什么鬼呀。。。。
9、想想起来，和服到现在还有这么深的研究。不禁一点点寒心，虽然现在汉服的妹纸也很多，但是
却没有这么诗意的继承，也没有更多的文化底蕴的表达。我反正不太懂。但是好美啊。
10、美美美
11、南大图书馆。有点意思。
12、3分全给和服。
13、嗯⋯⋯对于颜色的描写真的很惊人⋯⋯这么多形容词⋯⋯
14、“线很重要，拉线时尽可能慎重，织布时就能得到回报。”尽显和服之韵，第一次发现腰带这么
这么好看！
15、日本国也是个传承了独特自有文化的国度，虽然师承了可观的其他文明成果
16、看完这种书 不知道在虐自己哪一块儿
17、有几套还真是好看呢
18、喜欢的东西，就要想办法去学会啊。
19、图片极其精美，全是穿着各式和服的优雅女子。最喜欢那件“青蓝竹”。  ——9月4日于联合书店
20、日式美学
21、已购。从内容到装帧都绝美啊。关于和服，这是我看的第一本书，其中各色名称风一般扑面。像
胭脂色盐濑棱纺绸腰带这样的描述，上次还是在红楼梦里看到。
22、精美！
23、第一次见这本书在澄心堂没舍得买，第二次见在海淀北区图书馆，新馆，崭新的书我应该是第一
个借阅者，读时小心备至，给它穿上了奈良买的书衣，因为摘下封皮的它实在太美了。那内里图案竟
是书中描写的“青兰竹”，是书里很美一件和服，浅灰底，青蓝色的图案浓淡呈现。。书中还写道：
阴历三月也叫竹之秋。印刷装帧排版都很美，很对得起书的内容。翻译的也美，用心，色彩的翻译看
见有其他评论说类似红楼梦，确实也有这样的感想。羡慕日本保留了这样美的文明，本来我们也应该
有的。。。
24、赏玩的逸兴。
25、审美教科书。 书中细致描写了很多美丽的布料，他们的质地、颜色 、图案以及精致搭配真是让我
很佩服。粗看一件和服觉得很美只是浅层的审美，感谢作者让我领悟到创造这份美有多不容易。书中
的和服模特都气质很优雅 ，姿态挺拔不张扬。摄影师还用了一些诸如茶具 、插花美丽器具。模特在
和式房屋及庭院中的姿态让我有一种生活感 。穿着这样的和服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真是不错 ，当然
那个穿着和服的自己也不能太惨才行。
26、自己拍的和服照就是胡闹
27、一个人美，美在姿态，靠衣服衬托，一方面，个人的气质还是得靠有钱的家庭支撑
28、么劲，翻译也不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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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之韵》

29、内容并不多,不过排版,图片和文字都很舒服,更像一本mook吧。“线很重要，拉线尽可能慎重，织
布时就会获得回报”。
30、大致介绍了部分传统工艺布匹，配有相应的图片，总体来说秉持的路线是低调的奢侈，对了解和
服和日式布匹入门有帮助，深度就欠缺点了
31、看得见的布料质感，舒服的色彩搭配，和永远记不住的颜色名称。
32、安静端庄的美。服饰的各个环节都做得精美雅致，这些布料、这些衣服不仅令人珍惜，有的还可
以传家甚至传世，真令人赞叹。
33、裡面的攝影作品挺棒～
34、和服美则美矣，普遍太素——对不起我还是一个喜欢穿花朵的少女（＠￣︶￣＠）文字也看似华
丽实则平庸，所以只能止于三星。
35、非常有味道的一本书。
完美地展现了日本女性之美。
读起来非常舒服。
36、美美美！想穿着和服照相！
37、文字还是写不出和服之韵（且不论是原作还是翻译的缘故），倒是照片里的女性穿着和服之很有
韵味。
38、摄影展现的和服精致优雅，设计很舒服。不是很懂布料名称之类的，读起来有点走马观花吧。对
手艺的珍惜之情体会到了。
39、排版有问题阅读体验差，几乎一半的图直接打断整句文字，图注和图经常相隔四五页⋯⋯介绍了
几套和服的随笔集。
40、專有名詞強行翻譯會讓初次接觸着物的讀者產生大量誤解，還是保留原詞好
41、照片装帧排版都极美，其实我最喜欢封面这套，同色系的和服和腰带的搭配，对于沉色和服偏要
搭一条暖色系的腰带感到不解。另外有几件的格子花纹非常的桌布，是繁复的腰带拯救了质感
42、不要作为科普或者专业读物，作为摄影册欣赏挺好。直接的感受美。和服最美在郑重的精致，从
制作到拥有的人都珍视这份精致。好希望我们民族也能有这份美感
43、in 宿舍 / 3星全给配图美人
44、是一种风格的极致~ 参考价值极大！作者是生活的设计师~搭配之美~材质之美~作者带我们进入
日本传统手工艺文化的世界~让人有些惋惜各种技艺快失落，又让我们惊叹这些技艺的精湛和细致。
本来最近在做纹样搭配的设计，感觉已无新意，看了这本书，感觉还有很多传统的、异国的、混搭的
东西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们，只是需要时间慢慢发现它们的美~
45、日本在设计和工艺生产方面真的是一丝不苟。
46、一本需要慢慢品味的书，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47、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去了一趟国家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就借回家看了，学习新知识会让人特别期
待新一天的到来
48、关于和服的时尚型专著，笔触专业但不沉闷，更类似于对于案例的审美赏析，而不是预想中的和
服百科，不过感觉还是颇有收益~
49、20160519 静下心来才会做的事情，读着读着居然也能从衣料的成因等处变得安静下去，好像触到
了书中描写的那些布料一般。精美的东西啊。
50、看《和服之韵》这本书之前，我对和服并无特殊的情感，但一路看下来，虽然这本书仅仅局限于
女性和服，相当于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和服收藏，说一说这衣服的材质和来历之类的，也没有过多地介
绍衣服的来源变迁现状等太多学术性的东西，看完其实还是不怎么了解和服，但内心却涌起一个认知
，觉得这个大和民族的服饰，实在是很有意境，讲究的不仅仅是衣服的面料和颜色，还有配件腰带、
细绦带和腰带背衬的搭配，还有穿着和服的日本女性的恬静之韵味。另外，就仅从摄影图集的角度看
，实在棒！四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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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之韵》

精彩书评

1、青蓝竹搭配茶褐色无纹高丽编绳和罗质绉绸腰带背衬她的每个神情和衣服，和背景，都很搭。
2、这本书在书架上搁了很久。因为它的气息太过娴静，总让人觉得远观默赏才是应有的对待。终于
昨天下午有半日闲暇，使我得以在一盏香茶的光阴里倾心而读。揭下外封皮，内封书壳让我眼前一亮
——整个幅面的青蓝竹纹样图案，印在颇有苎麻纹理质感的底色之上，正正是一卷清雅不俗的和服布
料的样子。书籍原本是充实智识之物，即便是艺术画册多半也只是给人美丽养眼的视觉盛宴。但这本
书制作得如此诚意精致，抚在掌心竟觉得触手生温，犹如捧着一件叠得齐齐整整的青蓝竹和服。翻开
书本，内页布局也雅致已极。纸色素淡、文段错落，在静谧的氛围中犹有一种沉着的节奏。从起首开
始细细读下去，作者是个优雅而又不失活泼风趣的女子，因为整理母亲的遗物而开始注意到和服，从
此便一发不可收拾，爱上和服，研究和服，搜寻和服，为和服做设计和搭配⋯⋯一篇篇文章不仅在讲
和服，也在分享自己对一反布料、一块花纹的理解，对父母的温情怀念，以及对人生中奇妙际遇的赞
叹和生活里悠游乐事的感恩。“我不禁想起某年三月初的一个午后，阳光暖融融的，穿起麻叶图案的
结城茧绸和服，配上樱花纹腰带，那样外出的日子何等幸福。”——真是朴素的幸福。尽管日本的和
服承袭了中国的汉唐之韵，偶尔也搭配以古代高丽风格的饰物，和服却实实在在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
种标志。之所以如此，日本女子着和服时这种幸福悦己的心情大概是个中缘由之一吧。“我被这样的
上等麻布包裹着，想到它的诞生过程，心中不由涌上一种难以言喻的爱意。”——这样小心而感恩的
情愫，让我有些汗颜。日常生活中的一针一线一饭一蔬，何尝不是按部就班默默生长起来，那个过程
是我从来想不到的。从来觉得享用一切器物理所当然，也自然没有涌起那种“难以言喻的爱意”。这
种体验实在珍贵，这种情愫也让人敬佩啊。书中介绍的一种名为“雪晒”的织麻呈色工艺让我很感兴
趣——“保留苎麻本色的上等麻布原本被称为‘雪晒’，在雪和阳光的天然漂白下，麻布会变成梦幻
般的纯白色。”“制作‘雪晒’要选择积雪融化时的晴天，雪在紫外线的作用下缓缓融化，释放的臭
氧能分解麻中的色素，让它最终呈现纯白色。这个过程还能提高布的韧度，让布更加柔软。”还有一
种叫做“越后绉绸”的布料，制作工艺全程都会借助雪——“在雪中纺线，在雪中织布，洒上雪水，
晒于雪上，有雪就有绉绸。”这难道不是很诗意的制物手法吗？或许正是因为制作一匹布料也是如此
美丽的事，心手相应才使每一件产品都如艺术品一般精致美好吧。就像这册书中的一帧帧图画，画质
细腻之外，画中女子皆神色淡然、气质温雅，与和服的韵味极其贴合。这样的衣，这样的人，这样的
家置器物，也是一首美丽的诗啊。书中我最喜欢的和服，除了那幅人见人爱的“青蓝竹”，当数《染
上枝叶间漏下的阳光》里的那一身“翠”了。名为“翠”的和服，其色泽与所谓的“翠”其实相差甚
远。那是一袭极浅淡的碧色和服，略带蕉叶一般的流畅纹理。那浅绿的色调较一般和服来得明亮，但
一点也不至于耀眼，就像春日里的一泓清泉，又像夏日里的一阵清风，有种“白鸟悠悠下，寒波澹澹
起”的旷世舒怀。作者配以一条浓淡相间的茶色手绘腰带，实为点睛一笔，使清澈的春水伴了欸乃的
木舟，而明媚的夏风有了摇曳的树枝。作者行文用字如流水一般，娓娓叙述一段又一段冲淡而情深的
日常。“负责教学的老神父稳稳坐在黑板前的扶手椅上，耐心等待着学生们的‘名译’，似乎随时都
会滑落的眼镜后流露出温柔安闲的目光，那阔别已久的校园生活是那样充满魅力、引人神往。”即便
是这样对和服未着一字的段落，也让人觉得如她展示的和服一般恬淡而亲近，恍如昨日重现。又或许
，作者的文风固然如采采流水，但无译者那蓬蓬远春般的文笔，也成就不了这样一本别致的书，能够
让我一个下午忙里偷闲的光阴变得生动而深厚起来。
3、不要让书名中的“和服”二字框定你的想象。固有的联想不利于我们读懂衣物，甚或生活。清野
女士不是学院派的和服专家，只是因为中年的某一天，再次见到母亲收藏的和服，所有回忆、好奇和
惊叹便汹涌而来，每件和服独特的质地、纹样、纺织和印染工艺，每次搭配带来的独特美感、浮想和
感怀，都让她欲罢不能。恋物者终于找到了让此生阅历融汇一体的载体，这些优美的文图也就成了恋
物者的报恩。最让我动容的是名为《雪晒》的故事。在盐泽茧绸的故乡，曾流传着罕见的雪晒工艺：
保留苎麻本色的越后上等麻布拥有梦幻般的纯白色，那是在雪、阳光的天然漂白下才形成的。清野女
士寻访这种古艺、出版这本散文合集距今已有十余年，当时只剩“六日町的古藤先生一人”还会这种
手艺，加之全球气候变化，读者如我，真的很担忧这种天地人共同完成的工艺是否还存在？迷恋和服
，意味着迷恋布料、迷恋染织、迷恋纹路、迷恋手工时代⋯⋯清野女士的记述匹配她所迷恋的一切，
清雅，优美，让人念念不忘。看她笔下的染织过程，宛如在读一首首田园诗，植物拥有诗意的名字，
手作拥有温柔的步骤，古着的情意就这样丝丝缕缕渗到衣物所在的宇宙深处。而当清野女士精心挑选

Page 7



《和服之韵》

与和服搭配的腰带、细绦带、背衬、带扣、饰品时，又可见美与美集合的无限可能，宿命般的。青蓝
色棉线织出的大方格纹，挺括的手感，搭配印加风格鸟纹掬织腰带，带来的联想是书卷气的回忆，神
保町一带的风物浮现，物事流转，但专门收集海外美术书籍的松村书店、专营古书的一诚堂书店都依
然在原址。黄底格纹绸布上的黄色由青茅叶、山茶和杨桐染成，鸢色由树皮煎出的汁液和地炉灰水浸
染而成，缁色以米槠为染色原料。昔日，从蚕丝到染织全用手工，如今已难觅这种无忧无虑的黄色。
白茶与黛蓝交织的牟庆格纹伊兵卫和服，唤起她儿时的记忆：在清贫的年代里，全家人忙于家务，热
闹又欢快，桑叶、织物和染液是家园中的平常物什，朴素的和服不是为了“特殊日子”存在的，哪怕
是丝绸质地，也蕴含着朴实的生活气息。香蕉纤维织成的印尼华盖布，在浅葱底色上用友禅印花的江
户麻布，颇有北欧刺绣风格的老挝织物，源于中国明代的茶色素底织锦上有莹白、浓蓝、草绿和金茶
色的华美花朵⋯⋯衣服包容的美，可以跨越国度和历史，但需恋物者的慧眼，甚至还要有永葆珍存的
执念。衣物。织物。器物。存在、并且被迷恋的意义决不可能止于其物本身，它们钩沉出的往事如氤
氲般，弥漫在家人、手工艺人的往昔中，甚而自然和城村的演化中，因而令人留恋。恋物者的心思，
需要细细清点。也只有如此深切的恋物，才能揭示出人造物的真善美。
4、喜欢和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叫我忆起了儿时的种种纷繁思绪。话说每年至初春时雨之季，
和祖母相携着去镇上的裁缝店制裁新衣裳。乡间的出行总是叫人庄重心悦，幼小的稚女牵着祖母，耳
闻时风踏麦游野原，春日花筵，露水苔石，沙溪松影相映谁家白墙，山川人世就这般清真地逶迤在目
前，而我只是乐游原的小小孩童而已。幼时我因为见着了生人就言语晦涩，总是自顾地在一旁安静嬉
游，但亦认真地听祖母和店家女主人清谈，不过是一些日常茶饭事，季候人意，却是那般的正经安详
，茂朴淡远。春灯点起，微晕着明亮，篱笆前的白瓣山茶在雨气里思安安，一一窈窕开来，直教人唯
觉天光清荡，穆穆兮敬止兮。亦或斜依着裁缝店的门扉前，看各色布料如满天花雨一面面落穗倾下，
皆是我叫不上名的织物彩帛，绢袋绫锦，花纹草木的时绘居多，松叶黄鸟，星风枫枝，兰芽桐羽，牡
丹唐草，这该真是谁谁从唐诗诗经里采撷来的珠玉之馔罢，浓浓淡淡的意匠之美，就这样吹开了女童
儿的春眠聊想。这样的诗心美皆能从和服的制裁择色，构纹设计里发觉。朧月夜，木の芽時，桜狩り
，花見，枝垂桜纹，蒔絵秋萩纹，藤花木蓮纹，净月花兔纹。从唐宋的诗人词人到平安朝的歌人俳人
，东洋文明竟是如此的天然明净，连花木流水俱是被赋予了生命，这般的清贵有礼，不容狎习。祖母
为我择选布料，她亦当我是平人，细细地征询我的想法，如奉大事，要我好生地看拣，自己要有定夺
，不可说随便，不能轻轻薄薄的。她老人家的审美亦是朴素清简，为我选了灰底白色，小小蝴蝶兰的
菱花纹，没有一丁点金玉的华气，但亦不显老，量身试了试，挺好，就定了下来，因着布店女主人夸
赞这颜色显得小娃儿有品气，清肃又惹人怜爱。待我长大后，一直延续着儿时存续着审美，概明了品
气一词是形容茶人之德的。想起了胡兰成先生的一语，日本人的和服，设计倒是简单，宁是裁缝时要
有人家岁月里妇功的情操之美，又还有穿它的人的品德与喜悦。所以穿衣服亦是谨饬身心。 老一辈的
人也好，亦或是这本书册里的女子亦好，择选的和服之色皆是如此沉色，好似茶与薇的淡淡的戚苦。
又好似穿它的人始终要秉着那一颗清斋祭礼时的谦敬之心，连行事言语皆需要正正经经的雅礼雅言才
可。正如幼时祖母常诫告的那番，小孩儿不可轻轻薄薄的。这样的生命况味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之国难
以追随的，是如此的佛教化。这叫我想起了敬宫爱子公主5岁时在皇宫举行着袴之儀，这一系列起源
于华夏古国的传统始终在后世的天子皇族与民间生生行焉不息，因为文明的极意恩惠，连小孩儿都能
深觉天地人的庄严，感格了日月之德。小津安二郎《秋日和》里，相同的嫁女物语，日本人家的闾阖
之好。最喜这部印画里的原节子，因为她主役一位母亲，是明德至善的象徵了，亦从始至终身着沉色
的和服，哀矜喜悦有着人世难尽的况味，而举止作法却是与神同在了。母心較之女心，總是這般簡靜
通透的，亦如小津，他是这般看透了，所以才断然择选了“无”，施施然与神对影成双，浅酌清酒去
了罢。花道茶道香道亦皆起源于华夏，但是日人无论在接受文化的迎拒上，还是在后期衍变分野上，
都有着相当大的歧点与殊同，皆是直直契入了日人的生命情境，归于禅道一脉。涤除玄览，清净心身
，静中成友 ，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障。香道十德的截取，亦可用来反观东瀛女子
的着衣修行之道。胡兰成先生在《中国的礼乐风景里》对和服有如下的观点。如和服的特点：一，它
不像西服的把折痕来固定，而是随着人的行动而稜皱起伏，是生命的波痕。二：和服的制裁最自然大
方，不费心机。三和服是穿的人可以充分表现其人格，穿西装很难，穿和服要有品气很难。再者和服
则可以母女相传，因为和服即是生命，是有生命的东西能与人随和，亦最有季节感，最谙无为之妙。
日本女子穿和服，一手托包袱齐胸带侧的姿势最有一种敬虔而轻俏的美。也因此即使是民间的女子，
亦是在正色正味正道的露水之世里长成，如同孟子笔下的王者之民，浩浩如也。大河剧《八重之樱》

Page 8



《和服之韵》

里的所有女子都是桜の花。幽娴贞静、安详以力，沉淀通透的气象较之男子更居于高渊，八重的兄长
觉马和新島襄短暂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乘桴浮于海，历经困厄，与道相亲相冥，直至终世。 八重的
丈夫，即同志社大学创始人的新島襄曾亦慨叹道：兼备智慧与优秀品格的女子，远比男子更具备改变
世间的力量。而即至中国的民国世界，天地不仁，亦有女子加入江山革命，欲以明照，为世除冥，庄
严赴死，真是释迦门下的舍利弗的化身， 壮士赴战场，如往盛筵。一直以来都想置金购一件和服以作
念想珍藏，但奈何价格于我而言真真是清贵沉重了。但今日能承蒙作者和译者的善愿，一观如是佳作
，实在是我之幸。好在对于生在华夏山川的女子来说，我们亦有自己的服饰与文明，有生于中国人的
珍贵与庄严，一如我的祖母，真花真水真世代里的好女子。这般想着，亦是释然了。甲午年神無月终
日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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