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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旗袍随着中国几百年来的审美而发生变化，平民化、国际化、现代化倾向重新赋予旗袍设计新的审美概念及意义。近代以来，民族

服装能留存至今依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可谓少之又少。民国后的旗袍融合西方服饰的特点，朝简约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旗袍在长期的演化

中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美元素，即：廓形、立领、胸襟、开衩、盘扣和刺绣。比较清代传统旗袍与近代改良旗袍的，由于人们的信仰和审美情

趣的不同，旗袍也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本文以旗袍的门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近代旗袍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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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是由清代旗人的袍服演变而成。

传统的旗袍有这样的描述：两边不开叉，袖

长八寸至一尺。衣服边缘绣有彩绿。袍服宽

大、平直、衣长及足，较显臃肿，在襟、领

和袖口等位置都以镶绣装饰。繁复边饰是

清代中晚期袍服最显著的装饰特点之一。而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改良后的旗袍则是直

领，右斜襟，腰身紧，长至膝下，两边均开

衩，袖口则收小。曲线既适合我国女性的体

型特征，又符合中国女性内心隐藏的审美倾

向。且主张简约、自然、装饰镶滚趋简。本

文以旗袍的门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近代旗

袍的传承与创新。

一、门襟样式及其发展演变

(一)门襟的样式

门襟作为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装造

型布局的重要分割线，功能性与装饰性并存。

它和衣领、纽扣或搭袢互相衬托，和谐地表现

服装的整体美。本文研究的门襟以民国时期应

用最广泛的右襟、双襟为例。门襟样式分为右

襟与双襟两大类；右襟细分为明襟与隐襟；双

襟的样式分为八字襟和一字襟。

(二)门襟样式的演变

1．右明襟的演变

民国旗袍的右明襟样式源于清代旗人的

袍服。当时的服袍多为曲襟形式，线条委婉

缓和。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门襟的样式从

委婉曲襟发展为线条明显较为硬朗的方襟为

主。到了全民旗袍的三十年代，旗袍的门襟

样式开始多样化，有方襟、弧度不同的曲襟

等。相比于二十年代的旗袍，这个时代的旗

袍合理的处理胸部与袖笼之间弧线的关系，

更加贴合了人体。四十年代的门襟样式与

三十年代相差不大，仍然延续了方襟与不同

弧度曲襟，只是装饰手法上，四十年代更加

多样化时尚化。

2．右隐襟的演变

清代时期隐襟就已存在，但隐襟服装多穿

在服袍内部。隐襟在旗袍上大量应用是从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隐襟的样式与右襟相

似，有方襟和曲襟。隐襟的最大特点是隐藏式

的，无滚边装饰，远观看不见门襟的存在。隐

襟的出现主要因为三十年代简洁设计的思潮以

及西方金属子母暗扣、拉链的大量引进，从而

使得隐襟旗袍的设计成为可能。
3．双襟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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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襟在清代服装中就已应用，多见于清

代的服袍马甲、马褂、长袄中。双襟在旗袍

上的应用出现在鼎盛的四五十年代。四五十年

代的旗袍整体趋于简洁，能够装饰的地方并不

多，所以门襟的设计更为丰富和时尚化。常见

的为一字襟、方形八字襟与圆形八字襟。双襟

设计的旗袍给人以沉稳、端庄之感。

二、门襟的装饰设计及其发展
演变

(一)门襟的装饰设计

旗袍门襟的装饰对于旗袍整体至关重

要。镶、嵌、滚、荡、盘、绣等中国传统工

艺在民国旗袍中都有运用，其中运用最多的

是滚边、镶边、刺绣。

滚边的作用是包裹旗袍的门襟、开衩

与开口，用来滚边的布叫滚条，通常用丝质

的绢或旗袍底色的布来滚边，若旗袍上有图

案，通常选用图案中的一种颜色。按滚边的

外观可分为宽滚、细滚、细线滚，宽滚更具

实用性。除滚边之外，民国旗袍中常见的还

有镶边。受到进口材料的影响，一度流行西

洋花边作为镶嵌装饰。刺绣效果不同于清代

的镶边刺绣，民国时期的刺绣在隐襟上，在

无包边的情况下进行刺绣装饰，强调隐襟的

线条，起到提升旗袍整体美的效果。

(二)门襟装饰设计的发展演变

清代旗人袍服的门襟装饰从“三镶三

滚”到后期的“十八镶滚”，工艺极其复杂

奢华。到了民国时期因为化繁去简的主导思

想，使得素雅的旗袍上能装饰的不多。所以

虽然沿用了旗人袍服的门襟样式，但是门襟

的装饰上不再是清代耗时耗工艺的镶滚式装

饰，而是撞色滚边、花边镶嵌、亮珠镶嵌、

辑明线装饰等先进的西方流行元素。

1．右明襟装饰

清代旗人袍服的右明襟装饰多为镶滚结

合，一般镶上去的布条上采用手工刺绣。民

国时期随着旗袍整体样式趋简，门襟装饰也

简化了清代“十八镶滚”的繁复装饰。三十

年代宽滚使用逐渐减少，细滚与花边镶嵌开

始广泛应用。四五十年代的右明襟的装饰达

到最简，大部分旗袍都采用不同宽度的滚边

装饰。在花色旗袍上，多为细滚或细线滚，

由于面料花色丰富，所以门襟一般无特俗装

饰，所用的颜色为衣身图案中的某一色彩，

与整体协调。

2．右隐襟装饰

右隐襟是无包边装饰、隐藏式的。三十

年代开始在隐襟旗袍上使用了暗扣与拉链，

达到了真正隐藏式的简约设计。这个时期由

于隐襟的面料多为花色面料，所以隐襟一般

也运用在花色旗袍上，因此门襟处不宜有其

他装饰。受西方时尚的影响，四五十年代为

达到旗袍的时尚感，隐襟的装饰时尚化，有

时会在隐襟旗袍衣身处镶亮片、蕾丝等流行

元素。

3．双襟的装饰

双襟在清代旗人袍服的外套、马甲中出

现较多，在清末至三十年代的旗袍上并不多

见，从四十年代才开始大量流行。主要的装

饰手法为滚边、镶边、刺绣、盘扣等。双襟

中的方形八字襟多用盘扣的形式，细滚边搭

配大的蝴蝶型盘扣；圆形八字襟较为圆润丰

满，因此不适宜用盘扣等突出装饰，多采用

暗扣形式的滚边设计，较多的是宽滚或宽滚

与细线滚的结合。

三、结语

二十一世纪的服装业，人们在追求更多

的生存权利和更高的精神享受的同时，加大

了设计空间，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复古与时

尚的兼容并蓄在新时代的气氛中不断成长，

成为本世纪时尚业的主要力量。流行元素的

旗袍是广大青年女性追逐的热点。传统的旗

袍要迎合时尚饷弄潮儿，在设计上具有流行

性、市场性与实用性，成为现代女性独特的

风景线。因此，中国时装设计界的精英们把

握住我国传统服饰旗袍的优良特性，并加以

创造与改进，将使得旗袍变得更加优雅，更

加富有生命力，并带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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