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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老去 非遺技術恐失傳

長

衫

常

新


大公報記者 謝敏嫻

過去數年開展的傳承與保育工作，都以女裝長衫為重點。有本港長衫研
究者指出，男裝長衫自1950年代以來雖無緣流行而幸免被西化，更顯可貴，
但其經典形制及工藝已極度瀕危。除了靠碩果僅存的老師傅心手相傳，有學
者認為，長衫製作技藝亟需加入設計院校的現代化、科學化、系統化和數碼
化教學方式，通過高等院校延續傳承。

今
年
六
月
，
藉
由
﹁香
港
中
式
長
衫
製
作
技
藝
﹂
晉
級
成
為
國
家
級
非
遺
，

本
港
長
衫
文
化
及
技
藝
研
究
者
李
惠
玲
撰
寫
了
電
子
書
《
男
裝
長
衫
：
歷
史
文
化

與
工
藝
》
，
供
公
眾
免
費
下
載
，
希
望
保
育
和
傳
承
極
度
瀕
危
的
男
裝
長
衫
經
典

形
制
和
工
藝
。
李
惠
玲
說
，
其
實
香
港
一
直
有
不
少
男
士
想
訂
製
經
典
形
制
的
長

衫
作
禮
儀
用
，
卻
苦
無
合
適
的
師
傅
。
她
認
可
的
精
於
男
裝
長
衫
製
作
的
人
只
有

兩
三
個
，
不
過
近
年
或
退
休
或
不
再
接
單
。

鑽
研
實
物

摸
索
經
典
形
制

李
惠
玲
熱
愛
自
製
衣
裳
，
九
歲
起
執
針
線
為
自
己
及
妹
妹
做
衫
改
衫
，
一
九

七
〇
年
在
何
東
女
子
中
學
讀
中
三
，
因
校
內
開
設
長
衫
課
程
，
她
跟
當
時
課
程
導

師
蒙
嘉
模
師
傅
學
足
一
年
，
做
了
兩
件
長
衫
。
雖
然
之
後
有
幾
十
年
未
做
長
衫
，

直
至
二
〇
一
三
年
為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百
年
時
尚
：
香
港
長
衫
故
事
﹂
展
覽
研

究
女
裝
長
衫
並
撰
寫
圖
錄
，
李
惠
玲
才
再
重
拾
做
長
衫
的
興
趣
，
﹁如
果
不
會
工

藝
，
是
無
從
研
究
的
。
當
我
查
閱
很
多
文
獻
和
書
籍
追
溯
歷
史
，
發
現
女
裝
長
衫

的
源
頭
本
是
男
裝
長
衫
，
為
什
麼
不
繼
續
研
究
？
﹂
二
〇
一
七
年
她
再
為
歷
史
博

物
館
研
究
其
館
藏
男
裝
長
衫
，
那
時
也
開
始
做
男
裝
長
衫
，
﹁尤
其
是
看
了
館
藏

實
物
，
回
去
再
模
仿
才
清
清
楚
楚
知
道
何
謂
經
典
形
制
。
﹂
李
惠
玲
直
言
，
一
直

以
來
鮮
少
有
人
重
視
男
裝
長
衫
，
這
方
面
的
書
籍
幾
近
空
白
。

說
起
二
〇
一
三
年
﹁百
年
時
尚
：
香
港
長
衫
故
事
﹂
展
覽
，
李
惠
玲
記
得
那

是
作
為
﹁香
港
周2 01 3 @

台
北
﹂
開
幕
節
目
，
展
出
逾
百
組
女
裝
長
衫
，
原
定
展

期
一
兩
個
星
期
，
徇
眾
要
求
而
延
展
至
一
個
多
月
。
後
來
回
港
也
揀
選
三
十
多
件

展
品
，
臨
時
在
歷
史
博
物
館
大
堂
展
覽
。
二
〇
一
八
年
移
師
廣
東
省
博
物
館
，
展

出
約
二
百
件
（
套
）
展
品
，
更
錄
得
逾
四
十
三
萬
人
次
參
觀
。
李
惠
玲
感
嘆
，
沒

想
到
這
麼
生
活
化
的
題
材
如
此
受
歡
迎
。

建
構
美
學

寄
望
年
輕
一
代

二
〇
一
三
年
由
李
惠
玲
撰
寫
的
《
百
年
時
尚
：
香
港
長
衫
故
事
》
近
二
百

頁
，
圖
文
並
茂
，
還
收
錄
了
一
九
五
六
年
張
愛
玲
從
美
國
致
好
友
鄺
文
美
的
多
封

書
函
，
信
中
張
愛
玲
請
好
友
替
她
買
袍
料
委
託
裁
縫
製
長
衫
，
並
繪
畫
圖
樣
和
提

供
詳
細
的
描
述
與
尺
寸
，
向
好
友
查
詢
香
港
長
衫
的
潮
流
變
化
。
﹁張
愛
玲
一
九

五
四
年
攝
於
北
角
的
蘭
心
攝
影
公
司
的
經
典
照
片
，
並
非
網
絡
圖
片
，
而
是
我
專

門
請
張
愛
玲
遺
產
執
行
人
宋
以
朗
博
士
提
供
。
﹂
於
李
惠
玲
而
言
，
這
本
圖
錄
已

剖
析
了
整
個
行
業
，
算
是
較
完
善
的
關
於
女
裝
長
衫
的
書
籍
。
雖
然
當
時
長
衫
製

作
技
藝
尚
未
有
﹁非
遺
﹂
概
念
，
不
過
書
中
就
長
衫
復
興
，
已
提
出
﹁本
地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的
服
裝
設
計
學
系
可
考
慮
訓
練
設
計
與
製
造
長
衫
的
人
才
﹂
。

八
年
後
的
今
天
，
李
惠
玲
依
然
相
信
最
可
行
是
通
過
高
等
院
校
延
續
傳
承
，

﹁亟
需
加
入
設
計
院
校
的
現
代
化
、
科
學
化
、
系
統
化
和
數
碼
化
教
學
方
式
。
一

定
要
靠
院
校
首
先
保
存
工
藝
，
寄
望
於
年
輕
一
代
以
新
思
維
活
化
傳
統
工
藝
，
設

計
出
既
適
合
現
代
人
穿
着
、
又
不
違
背
非
遺
精
神
的
長
衫
。
﹂
她
形
容
，
非
遺
的

傳
承
與
活
化
就
像
建
築
，
﹁長
衫
課
程
更
需
培
養
學
生
的
建
築
精
神
，
從
研
究
開

始
，
才
懂
得
如
何
建
構
長
衫
。
﹂

﹁很
多
人
都
誤
解
了
，
以
為
師
傅
就
懂
得
歷
史
文
化
。
師
傅
只
是
一
個
工
藝

師
，
盡
力
做
好
他
的
師
傅
傳
授
的
東
西
，
還
有
自
己
入
行
之
後
顧
客
的
要
求
。
若

把
歷
史
文
化
傳
承
的
責
任
放
在
師
傅
身
上
，
是
難
為
他
們
。
﹂
李
惠
玲
說
。

2018至2021年間，香港
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與
非遺辦在校內合辦過三次

「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傳承計劃」 ，每次二
三十個學生參與，2019年是唯一一次開設男裝
班，Thei設計學系講師陳亞彬和另一個女老師
也由此開始分別學製男、女裝長衫。

「師傅很大方讓我們筆錄攝錄製作過程，
但錄完不等於就識做衫。就算師傅在旁邊，有
些竅妙還有一定困難。」 做長衫是工多藝熟，
陳亞彬以 「挑縫」 為例，所有邊位都要挑，挑
的距離、力度，每一下要求一樣，起碼要做一
日。一心急，力度和距離就會出錯，尤其考驗
手藝。

如今，老一輩師傅多出來傳藝，但大多數
是沒有紙樣可授課。陳亞彬說，他們全部的技
藝、秘訣都存在腦中，口傳身授的方式對學
員，甚至老師而言實屬不易。 「由老師成為新
一批傳承人，跟師傅學藝，學成後傳予學生，
這是可行的。同時將這套工藝變成系統化的教
學方法，例如形成一些輔助版型的比例。」

以前長衫學徒三年 「滿師」 ， 「如今我們
靠私人時間去做衫，難以承諾保育。自製一件
長衫需時約一個月，做出來也不敢講那是完全
正統，可能會被師傅取笑。」 陳亞彬希望將計
劃目光放遠，給老師更多時間。

▶2018年，
丁兆文師傅
（右二）向
Thei學員示
範縫製長衫
的技巧。

©非遺辦
靠私人時間做衫，
難承諾保育

▶這是新亞書院成為
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
院前，深水埗桂林街
時期（1950年至1956
年）照片，其創辦人
錢穆身穿長衫坐在第
二排中央。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馬褂混搭 女穿男袍
男裝長衫在新界傳統

中是宗族長輩的身份象
徵，不過穿着場合和對象

始終屬於少數。在一些人印象中，長衫甚至
等同於喃嘸先生的 「開工衫」 。陳亞彬說，
他雖有自製一套粉紅色長衫，但仍未曾穿出
街。李惠玲認為，男裝長衫作為禮儀服則大
有可為。 「鼓勵新界男性長者穿長衫出席宗
族慶典也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她補充道，
穿長衫是 「人穿衣」 ， 「以西裝為例，政商

各級文員以至CEO、元首政要，不會因為酒
樓部長、跑腿經紀都穿西裝而覺得西裝有損
形象。」

男裝長衫有無可作日常穿搭的 「入門
款」 ？陳亞彬認為馬褂是不錯選擇，它是長
衫的外套，單穿不突兀，裏面可自由穿搭，
適用場合多，這樣也不損傳統製作工藝。
「我覺得由馬褂開始推廣長衫穿着，可以試

水溫，這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設計師何
善恒亦贊同馬褂較易被男士接受並且穿出現

代感。
舉辦 「長衫日／節」 創造一個穿着的場

合是不是好事？李惠玲對此有保留， 「哪來
得體的長衫應節，女裝還稍好，男裝嘛，除
了網購可以怎樣。男裝長衫刻不容緩的不是
『穿』 ，是 『做』 。」 因為女性長衫的原型
本來就是 「連肩平袖、有中縫」 的男裝長
衫，李惠玲表示， 「男裝長衫」 當然可以
「去性別化」 ，讓女性穿着，這也正是 「長
衫」 一詞的妙處。

編者按：
非物質文化遺產（非

遺）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結晶，與
人類文明共同衍變。長衫是香港最迷
人的非遺之一，流行於民國初年，承載
着百年歷史文化，其製作技藝自2014年
被列入 「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
單」 ，2017年入選 「代表作名錄」 ，今
年6月更躋身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代表性項目名錄」 。當它進入當代語
境中，我們何以與時俱進 「續
藝」 ，使之歷久常新？

學藝心聲

▲

李
惠
玲
相
信
，
長
衫
製
作
技
藝
最
可
行
是
通
過
高

等
院
校
延
續
傳
承
。

受
訪
者
供
圖

▲李惠玲製
作的男裝長
衫。
受訪者供圖

穿出型格

歷
史
博
物
館
藏
逾
八
百
長
衫

▲陳亞彬希望，多些時間跟師傅學藝。
大公報記者謝敏嫻攝

•右脇鈕扣一
般四對已足
夠。除了腋
下第一對扣
是斜外向，
40至50度斜
置；其餘的
都是橫向

男裝長衫
形制

（
部
分
）

•T形結構與鐘形輪廓：連
肩平袖的T形平面結構，
衫身上窄下寬呈鐘形（即
所謂A字形）

•袖長過腕，標
準是垂至手背
的中間

•襟鈕與喉鈕的理想距離是10至
12厘米

•外觀上喉頭和襟頭扣一橫一豎，
符合幾何構圖的協調美，還讓整
件長衫看來更挺拔，有男子漢大
丈夫頂天立地的象徵意義

•不論男女裝長衫，喉扣
一定要扣上，絕不能鬆
開，男裝對襟短衫
也是，否則便
是衣衫不整

•衫長至足踝上約
4至5厘米最理
想

•右衽開襟直裾
• 「厂」 字襟

•衩口大約位於腋彎與
衫腳之間的中間點

資
料
來
源
：
《
男
裝
長
衫
：
歷
史
文
化
與
工
藝
》據香港歷

史博物館回覆查
詢，館方至今已收藏

了約130件（套）男性長衫及超過700件
（套）女性長衫，男裝長衫收藏主要來自
民間捐贈，當中有歷史學家錢穆穿着的長
衫，以及東華三院主席（2009-2010年度）
李三元出席秋祭時穿着的長衫等。曾舉辦的
展覽 「百年時尚：香港長衫故事」 （2013
年）和 「旗袍的變奏」 （2010年）皆
沒有展出男裝長衫，館方暫時亦未

有舉辦相關專題展覽。

話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