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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旗袍结构设计研究 

陈礼玲 

(江 阴职业技术 学院 ，江苏江 阴 214405) 

摘 要：分析了改 良旗袍造型设计 、款式设 计 、结构设计 的特点 ；结合图形详细介绍 了改 良旗袍 的纸样设计 方法 ，并 

深入分析了改 良旗袍相对于传统旗袍所做的改进；总结了改良旗袍在结构设计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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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 30、40年代 ，随着西方人文 主义思想 的 

传人 ，中国人开始注重强调人的形体 ，这时改 良旗袍 

出现了。改 良旗袍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旗袍的结构 

基础。从此 ，旗袍彻底脱离旧有形式，形成了完美成 

熟 、华丽性感的造型，成为后世女性旗袍的典范。以 

后的旗袍不管怎么千变万化 ，都摆脱不了这种基本 

轮廓，只是在摆线的长短、装饰的繁简、袍身的胖瘦 

等地方不断地变动 。改 良旗袍是旗袍发展的一个 

顶峰，也是旗袍结构从一片式走向分片式 的重要转 

折阶段 。研究改 良旗袍的造 型款式特点、结构设计 

特点，有助于当代设计 师借鉴其形制方面 的各种元 

素运用到当今的服装设计中，有助于探寻现代旗袍 

结构设计根源以便于做好旗袍的进一步改 良以适应 

当代审美需求 。 

l 改良旗袍的造型设计 

改 良旗袍去掉 r以往旗袍所有不合理 的旧式结 

构 ，裁法和结构都更加西化 。它重要的“改 良”之处 

就是采用了西式服装胸省和腰省的设计理念 ，打 

破 了旗袍无省的格局 ，稍宽的胸襟和收紧的腰身设 

计 ，突出了女子的丰胸细腰 ，使 袍身更为合体 ，女子 

的曲线一览无余。受欧美服装 影响，改 良旗袍在展 

露女性体型方面前进了一步l_3]。2O世纪 3O年代初 

期，旗袍的长度缩短至膝盖 ，袖 口也相继变窄。旗袍 

腰身紧紧贴体，明显暴露人体曲线，使人体与服装之 

间的空间压缩到极小程度 ，外部呈现流线型。20世 

纪 3O年代中期，旗袍衣身又加长，甚至齐地面，左右 

侧开衩加高。而到了 20世纪 40年代 ，长度又缩短 

至膝上，短袖至肩下 6～9cm，或者无袖。30年代领 

型以高为时髦 ，甚至盛夏的旗袍用薄纱 ，也有高至耳 

边的硬领 出现 。4O年代低领的流行 ，又几乎省去 了 

衣领。这个时期的旗袍 ，比起清末民初的形与饰，简 

化了许多，无论是衣身、袖型和领型 ，均 比较轻便适 

体 ]。此时的旗袍还第一次出现了肩缝和装袖。这 

一 连串的变化都是为了突出女子玲珑优美的轮廓 ， 

显示女子的美好 曲线 ，而这正是旗袍 与其他服饰不 

同的地方 ，也是旗袍最具魅力 、最吸引时髦女性的地 

方 。 

2 改良旗袍的款式设计 

款式上 ，改 良旗袍腰身紧紧贴体 ，明显暴露人体 

曲线，使人体与服装之间的空间压缩到极小程度，外 

部呈现流线型 ；改 良旗 袍变化万端 ，长度 、袖 型、开 

衩、领型等等无不在千变万化 中焕发出五彩的魅力。 

2．1 改 良旗袍大身设计特点 

大身设计特点主要表现在下摆 长度与开衩的变 

化上：2O世纪 3o年代初，旗袍长度还沿 袭 2o世纪 

2O年代 的式 样 ，流 行短 旗袍 ，摆 长 稍过 膝 盖。从 

1932年起旗袍 开始不 断地 加长 ，到 1934年前 后旗 

袍长得能盖住脚面 ，如果不穿高跟鞋 ，走起路来就扫 

地 了，被形象地成 为“扫地旗袍”。随着旗袍长度的 

加长 ，旗袍的开衩也越来越高 ，到 1934年前后几乎 

开到了臀部 ，走起 路来裙摆摇曳 ，玉腿若隐若现 ，而 

腰身又变得极窄，以至于非常贴体。整件旗袍紧紧 

裹着身体 ，充分显示 了女子 的曲线美。1935年 ，旗 

袍又流行低衩 ，但袍 身依然很长 ，旗袍下 摆长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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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但开衩却仅到小腿，穿着这样的旗袍坐着或者站 

着固然优雅大方 ，但若走起路来 只能作优雅的慢步 

行走状 ，由于这种式样的旗袍不便于行走 ，所以没能 

流行多久。到 1937年抗 日战争爆发 ，各界女性积极 

投入到抗 日救亡运动，为了行走方便，袍身逐年缩 

短，旗袍的开衩也逐渐升高了。到 2O世纪 4O年代 ， 

旗袍下摆从小腿上部提高到 了膝盖处 ，形成 当时新 

兴旗袍 的独特风格l_5]。 

2．2 改良旗袍袖子设计特点 

袖子明显变得细长合体，由原先过肘的宽大袖 

子逐渐变短变细 ，从 长袖减 到 中袖 ，从 中袖减 到短 

袖 ，又从短袖变为无 袖 ，女子穿上显得 身材格外 苗 

条。袖子在装饰上也求新求异，出现 了荷叶袖 、开衩 

袖 、镶蕾丝袖等款式 。 

2．3 改良旗袍领子设计特点 

领子 的高度是先高后低 ，先是流行高领 ，领子越 

高越时髦 ，2O世纪 3O年代中期高到直抵下 巴，然后 

又继续攀高至耳垂 ，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 

必须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后来逐渐又流行低领， 

领子越低越摩登。到 20世纪 40年代低领 的流行， 

又几乎省去了衣领 ，配着短袖 或者无袖 的袍子显得 

非常显眼l4]。 

3 改良旗袍的结构设计 

3O年代改良旗袍的前 、后 中心线 以及肩缝还是 

连裁 的，如果是长袖旗袍 ，则袖片的下半部分是断裁 

的l6]。比较传统旗袍 ，改 良旗袍 出现了体现人体立 

体效果的省道 ，在旗袍的前片侧缝线上，出现了一定 

的侧缝线收省量 ；旗袍的肩缝与前 、后 中心线之间的 

角度小于 90。，不像 清代 的旗袍 ，肩线 与前 、后 中心 

线之 间呈垂直状态 ，这样减少 了手臂下垂时的腋下 

多余量 。 

此种结构设计方法除了以上的一些比较合体的 

特点外 ，最大的特征是旗袍的前、后中心线与面料的 

直丝并非对正 ，偏离 了约 1．5cm。这一 特征 的形成 

取决于在一块完整 的面料上需 要排放 下完整 的后 

片、前片与底襟，而同时底襟与门襟之间必须有必要 

的交叉重叠量 ，交叉重叠量的取得正是取决于前 、后 

中心线与直丝之间所偏离 的一定角度 。需要注意的 

是 的袖片下半部分仍为直丝绺口]。 

30年代改良旗袍结构制图方法见图 1，制图时 

基本运用定寸法 ，个别部位运用比例法 。参考规格 ： 

号型 160／84A，衣长 110cm，胸围 96cm，腰围 82cm， 

图 1 30年代改 良旗袍结构设计制图 

臀围 104cm，袖长 70cm，袖 口 14cm，领大 38cm。 

图 2 30年代改 良旗袍结构设计展开图 

其结构设计展开见图 2。前后片 中心线与面料 

经向直丝相偏离 1．5cm，左侧肩缝线正好与横丝对 

正 ，在这种情况下 ，与后 中心线同样呈相同角度的右 

侧肩缝线呈斜丝状态 ，而并非与横丝对正 。利用这 

一 特点，底襟部分就有了足够的面料富余量可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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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襟交叉重叠量 自然形成，只需在穿着 中将底襟的 

前颈点拉回到门襟的前颈点位 即可 。断裁的下半部 

分袖片 ，面料仍用直丝 。 

这一旗袍造型已开始渐渐地展示了人体的柔美 

曲线 ，同时又隐含了某种欲现还掩 的小家碧玉的韵 

味 。 

40年代后，旗袍结构进一步改 良：旗袍前、后片 

的分离以及袖子与肩部 的造型的塑造 。传统的旗袍 

是一个平面结构，前、后片连在一起，前、后中线与 

肩线形成垂直角度 ，当衣袖下垂 时肩与袖下处面料 

堆积过多。为了解决这一弊病 ，前 、后片分离 ，前片 、 

后片各自形成符合人体自然站立时双臂下垂的肩斜 

线，使肩线与上平线形成了夹角_8 。 

圈 3 40年 代 改 艮 旗 袍 结构 设 计 制 图 (丈 身 】 

4O年代改 良旗袍结构制 图方法见 图 3。比之 

上者 ，其前后中心线与面料 的直丝对正，不再偏离， 

增加了前后腰省 ，并有 了肩 线和袖窿 的结 构设 计。 

参考规格与 30年代改 良旗袍基本一致 。 

由于旗袍前、后片的分离，旗袍由传统的连袖结 

构 衣身与袖子为一整体 ，改为装袖、绱袖结构 ， 

衣身与袖子分体 。在进一步改进过程中，借 鉴西方 

服装袖子立体造型结构，使袖 子造 型结构 由平面造 

型变为立体造型 。 

袖子结构制图方法见 图 4，袖子 的结构设计要 

借助大身袖窿部位完成。 

图 4 40年 代 改 良旗 袍 结 构 设 计 制 图 (袖 于 )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并不是到了 40年代 

就完全使用后者的结构设计方法 ，在当时 ，这两种方 

法是同时使用的。 

综上，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旗袍，改良旗袍的结 

构设计在如下方面进行了改进 ： 

(1)较好地解决了胸腰、臀腰差量问题 

受西方服装立体造型的影 响，旗袍在结构上采 

用了收腋下省和腰省的结构处理方式 。用收省的方 

法解决胸腰差 和臀腰差量问题。使旗袍的胸部造型 

更加丰满 ，腰部收窄以至贴体使其更接近人体曲线 ， 

整体外型线条更加简炼而流畅 。衣身在造型上由平 

面构成形式转变为立体构成形式。这次改良，奠定 

了近现代旗袍整体造型结构的基础。 

(2)前、后片肩部的分离 

传统 的旗 袍是一个平 面结 构 ，前 、后 片连在一 

起 ，前、后中线与肩线形成直角。当衣袖下垂时肩与 

袖下处面料堆积过多 。改 良旗袍 为了解决这一 弊 

病 ，前后、片分离 ，前片、后片各 自形成符合人体 自然 

站立时双臂下垂 的肩斜线，使肩线与上平线形成了 

夹角 。 

(3)旗袍袖子呈立体造型 

由于旗袍前、后片的分离 ，旗袍 由传统的连袖结 

构(衣身与袖子为一整体)改为装袖、绱袖结构 ，衣身 

与袖子分体。由于袖子 的合体舒适与 否是 由袖 山 

高、袖山弧线和袖肥三者问的关系所决定 ，因而在袖 

子结构的改进中重新调整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更 

加符合袖结构原理及人体 活动机能参数，解决 了原 

衣袖在腋下部位面料堆积过多以及上臂 自然下垂时 

舒适度差的问题 。同时这次改良也进一步改善了旗 

袍外在造型的审美性。 

(4)肩部造型的塑造 

肩与袖分开，旗袍肩部成 自然肩型。此 次改 良 

中还借鉴 了西方服装肩部造型及j：艺手段 ，垫肩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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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加入使用 ，使肩斜线和袖山高得以抬高，袖窿深 

也随之产生一系列改变 。旗袍肩部造 型变得挺拔 、 

干练又不失妩媚 。同时也较含蓄地弥补 了大多数 中 

国女性溜肩 、削肩体型的缺陷_8]。 

改良后的旗袍突出强调了肩部 、胸部、腰部和臀 

部的造型。其曲线鲜明使人体更显挺拔、修长、轻盈 

婀娜同时又继承和保 留了传统旗袍衣身上下连属， 

两侧开衩 、偏襟 和盘扣等特点。它 既体现 了浓郁的 

民族特色又是中西方文化高度结合的产物。 

3 结语 

由于受到西方服装结构形式的影响，旗袍 由传 

统的二维平面服装变为新式 的三维立体 的合体服 

装。改 良旗袍在结构 设计上 的变化主要有 两个方 

面 ：一是 由连袖结构变为装袖结构 ，袖窿结构逐渐完 

善 ，袖子造型也由平面变为立体；二是腰身的样式由 

传统的平 面的平直形式变成 了适 合人体 的立体形 

式，采用了收省原理 ，在衣片上设置 了腰省和胸省 ， 

外来元素与中国传统旗袍成功结合，改良旗袍在保 

留原有造型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又被赋予 了新 的结构 

形式和造型内涵。其特点为 ：立领 、大襟 、装袖，袖子 

上端较合体，袖 口大小 不断变化 ，腰部收腰适体 ；两 

侧开衩 ，下摆长短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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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坐标，由此可以把纹理元素的光亮度值作为该 图 

像元素的明暗值。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坐标转化 

过程 。 

(3)三维数字化服装缝合 衣片的缝合问题 ，即 

曲面的拼接 ，可以通过两曲面取 相同的型值点来解 

决 。可以从数字化 人体上取得构造 曲面的型值点， 

通过曲面插值算法，实现了三维衣片的构造与缝合。 

二维的衣片的缝合还要处理一些特殊情况 ，如省道、 

褶皱的处理，对位与不对位缝合的情况。 

如果虚拟试穿后发现某些部位不合体或者不符 

合设计要求 ，就在数字化人体上进行修改，生产新 的 

二维样片 ，再进行虚拟试穿 ，直到满意为止。然后， 

对真实面料进行裁剪 ，通知生产车间进行服装生产。 

3 结束语 

人们 对服装 的质量和合体性 、个性化的要求越 

来越高及 随着成 衣生产 的多样化化 、时装化 、快速 

化 、短周期的发展趋势 ，服装 MTM 生产与数字化技 

术相结合是我国服装发展 的必然趋势 。因此 ，我们 

可以根据 自身的服装行业特点 ，借鉴 国外的数字化 

技术 ，进行技术创新和整合 ，开发出一整套适合我国 

服装发展的数字化生产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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