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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奉贤路 183 号是“上海龙凤中式服装有限公司”

和“中式服装制作技艺传习所”的所在地。这里离恒隆广场、中

信泰富这些上海最现代的商业地标近在咫尺，却依旧保持着几十

年前老上海的宁静。就在这里位于一楼的龙凤旗袍制衣工坊，技

师们依旧延续着几十年来最繁杂、最严格的传统旗袍制作工艺，

制作出一件件最纯正的旗袍。

什么是纯正的旗袍？让龙凤告诉你答案。

一脉相承的“海派”特色
清末民初，上海有很多专做中式服装的“苏广成衣铺”，以苏

州的精湛技艺和广州的新颖衣饰而著名。龙凤旗袍手工制作工艺

的第一代传承人——朱林清最早就在“苏广成衣铺”中学习。

从打杂工开始，朱林清逐渐掌握了各道裁剪工序，成为一名

出色的裁缝师傅，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海派旗袍制作工艺和风格。

此外，朱林清学习海外服饰的裁、缝工艺，并将西方剪裁工艺运

用到海派旗袍之中，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大胆创新的风格，朱林

清制作的旗袍，成为上流社会女性身份地位的象征，“朱顺兴”的

名号开始享誉上海滩。

解放后，通过公私合营，“朱顺兴”以及“范永兴”、“钱立昌”、“阎

凤记”和“美昌”合并，成立“上海龙凤中式服装店”，店址为南京

西路 849 号，集众家所长的新海派手工旗袍制作由此而延续传承。

文化大革命前夕，龙凤旗袍的经营达到了历史巅峰，作为上

海唯一一家正规的手工旗袍商店，占据着超过 80% 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缝制师傅就达 400 多人。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衰落期，海

派旗袍在 1990 年代再度兴起。龙凤旗袍依然是沪上最著名的手

工旗袍制作商店，也保留着前店后场的生产模式，制作工人有两

三百人。

1996 年，随着上海多家国企的重组上市，龙凤旗袍被划归到

开开集团。如今的上海龙凤中式服装有限公司是开开集团的三级

子公司，直属集团为上海鸿翔百货公司。

在 1993 年、2011 年，龙凤旗袍是第一批、第二批被国家

商贸部任命为“中华老字号”的企业。“龙凤旗袍制作技艺”在

2007 年则分别入选第一批静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上海市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 2009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2009 年，在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上海龙凤中式服装

有限公司在陕西北路 209 号开设了龙凤旗袍专卖店，并在 2011 年 9

月，扩大了经营场所 , 由原来的 60 平方米扩建为 120 平方米。上海

龙凤中式服装有限公司以专卖店作为展示的平台，对于保护、传承、

宣传、发扬旗袍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冗繁工艺成就“龙凤”品牌
以往，龙凤旗袍多定位于中年人群，服装以婚庆、高龄福寿、

出国访问等为主，如今龙凤旗袍开始深入白领人群，希望通过设

计出新，占领年轻人的市场。

旗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上海龙凤中式服装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龙凤旗袍第三代传承人徐永良介绍，旗袍要根据

顾客不同的需求和自身气质，来选择不同的图案、花色的面料。“旗

袍常选用苏杭的上等丝绸、织锦缎、金银龙缎、立绒等，近年加

入了真丝烂花丝绒、真丝泰丝、织锦、真丝重绉、金丝绒、蕾丝

等面料制作的旗袍系列，受到市场的喜爱。”

面料装饰上，龙凤旗袍根据顾客个性需要，在各种真丝素缎

上请著名的苏州绣娘手工精绣“龙、凤、鸟”等动物形象，“梅、兰、

竹、菊、月季、牡丹”等名花异草的图案，凸显中装的雍容华贵

和自然清新的格调，提升了产品档次和艺术品位。

款式造型上，龙凤旗袍精确测量人体 36 个部位的尺寸，按

照缩放比例和长期经验精准剪裁。因此其服装造型美观贴身，曲

线明朗。款式上既有中式服装的传统美，又有女性曼妙曲线的现

代美 ；旗袍既有传统的大襟、对襟、琵琶襟、连袖直筒、低衩长

下摆的，又有经过改良的，采用胸省、腰省、装袖、肩缝、打裥

等西式工艺制作的无领、露背、高衩、暗扣式开衩旗袍、连袖短

旗袍、无袖旗袍等现代款式。

工艺制作上，其代表作龙凤旗袍以全手工制作，原汁原味地

传承了苏广成衣铺的“镶、嵌、滚、宕”工艺，发展了“镂、雕、盘、绣”

绝技。为了突出旗袍的曲线美和立体层次感，“龙凤”选用不同质

地，不同颜色的辅料，运用传统的“镶、嵌、滚、宕”工艺，如“一

滚一嵌线、一滚多嵌线”等点缀旗袍，使其线条分明，配色调和。

为了增加旗袍的艺术观赏性，“龙凤”匠心独运“镂、雕”绝技 ：

在丝绒或其他面料上，用手工镂雕出“龙凤、如意、蝙蝠、花卉”

等各种精美图案，然后贴缝在旗袍或中式短袄的领子、门襟、袋口、

肩头等醒目部位。

装饰配件上，盘扣制作是龙凤的一绝。盘扣制作需要操作者

有较强的艺术修养，微妙地掌握尺寸比例，增添图案美感。盘扣

的制作首先要剪出布条，然后两边折光，放入细铜丝，做出尺寸，

结成纽扣，再盘成花型。一件旗袍上的盘扣往往要花费一天或者

几天的时间，而制作一件旗袍则需要几个师傅相互配合，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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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星期才能制成。

“龙凤旗袍的客户中，老、中、青都有，有人是日常穿着，

有人则是想穿着旗袍当新娘或是出席特别场合，订单多的时候，

我们会持续加班加点，订单少时研究下裁剪，开发新工艺。相信

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年轻一代的精英消费者对民族文化重新审

视，旗袍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徐永良说。

传承龙凤技艺亟须年轻人加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鼎盛时期，龙凤旗袍在上海有三四家门店、

近四百名裁缝师傅、年销售额达千万元以上。这些年来，龙凤旗

袍逐渐“衰落”，门店减少到了 1 家，裁缝师傅也仅剩下了 10 多名。

两年前，在南京西路驻扎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舰店”搬迁到了陕

西北路⋯⋯让人们不禁唏嘘，随着年轻一代对于我国传统旗袍文

化和技艺的忽略，全手工制作的旗袍似乎难以重现上世纪的辉煌。

为培养未来的旗袍技师，2011 年，静安区文化部门为使龙

凤旗袍制作技艺重焕光彩，成立了“龙凤旗袍手工制作技艺传习

所”。如今，传习所古色古香的铭牌就挂在公司招牌一侧。静安

区还与逸夫职校联手，把中式服装制作技艺作为一门选修课，鼓

励学生到传习所拜师学艺。同时，还把龙凤旗袍的历史演变等背

景及现状，制作成录像资料，对传承人进行调查、登记、录像、

建档等。这些资料，都曾在各种场合向专业对口的年轻人推介。

尽管如此，年轻设计师和年轻裁缝对龙凤旗袍的兴趣还是不

大。有的年轻设计师，见习没多久就因对收入不满而离开。

徐永良说 ：“在许多年轻人眼里，这种传统手工技艺的付出

太大，在开始学习时报酬低，又需要太长的时间去掌握旗袍制作

技艺，所以现在大部分技师的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寻找年轻一

代的旗袍技艺传承人的问题，还面临不小的挑战。”

要解决旗袍技艺传承，吸引年轻的优秀人才加入龙凤旗袍，

首先是要解决好旗袍的市场定位，并开发出符合现代人们穿着需

要的旗袍。

“龙凤旗袍将继续坚守全手工、高质量的个性化精工制作。

在面料选配、款式造型、工艺制作、装饰配件等方面都继续坚持

高品位，让龙凤旗袍更多地出现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延续海派文

化根系。”徐永良表示。

旗袍的手工缝制要求针脚要细而均匀，如做滚边时，按照传

统工艺，保持原来特色，要求达到“寸金成九珠”的效果，即一

寸长度里有九针。最后，成衣后的熨烫将使整件旗袍达到锦上添

花的效果。熨烫过程也很有技巧性，熨烫的温度和力度与面料的

质地直接相关，每个接缝都必须到位，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因此，

制作旗袍需要丰富的量体经验和多年来在每个工序的从业经验，

即使是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不熬个 8 年、10 年都很难做好。

徐永良介绍，旗袍的裁剪要求制衣者对面料材质有深刻认识，

由于不同的面料，质地、纹理不同，使缩水率有别。裁剪的前期

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成品会有走形的可能。在裁剪时如

何拿捏量身记录的数据，防止尺寸偏差，是技师多年经验积累下

的融会贯通。

在采访中，徐永良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旗袍、穿着

旗袍，也希望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旗袍事业中。

“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又有专业的服装设计知识背景，如果能踏

实地来学习旗袍技艺，熬上几年后肯定能够独当一面。”他说。

记者手记

龙凤旗袍店是我国采用纯手工制作的旗袍名店，上世纪

90 年代就被评为中华老字号，其手工工艺所体现的民族和传

统特色，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起到积极影响。多年来，龙凤旗

袍采用全手工制作，它的垂度、立体感是机械加工无法相比的，

它的内在精神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下显得尤为难得。

龙凤旗袍从第一代传承人朱林清到现在的第三代传承人徐

永良，每一代人都在继承龙凤优良传统的同时，致力于改良和

开发，坚持“传承为本，创新为魂”的设计理念，制作出符合

当今时代特色和社会需求的旗袍。

龙凤的手艺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了一门绝活。龙凤旗袍

适体地表现女性妙曼曲线的同时不失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西方

女性服装追求的性感与张扬和东方女性服装体现的含蓄与内敛

被糅合。可以说，龙凤旗袍展示的已不仅仅是一门手艺，它更

是一种海派文化的体现，是旗袍文化的延续，是中华文化的象

征，更是海内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曾圣舒）

海派文化的象征

旗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上海龙凤中式服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龙凤旗袍第三代传承人徐永良在展示旗袍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