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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历史如浩渺烟海，汇聚若干细流，涌向大海；源头潺动，汹涌 

澎湃⋯⋯那服饰就是一朵闪光的浪花，力虽微而气由著。 

若，历史似万卷诗篇，记录气象万千，精彩人生；五颜六色，变幻 

无穷⋯ ··那服饰就是一首邂逅的好词，言有尽而意无穷。 

千万服饰中，又是哪一首好词让中华万千女性沉吟，如春风拂面， 

黯然心动? “锦衣旗袍诗 ，曼玉花样时，唯美显涵韵，道尽江南 

痴”——这无疑是对饱含东方女性美的旗袍服饰的最好描绘。而对于传 

统旗袍，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美；还应从其产生与发展、创新与传承上 

揭示旗袍对当今服饰的发展的借鉴与思考。 

旗袍锦绣时 

打开旗袍这幅美丽的历史诗篇 ，可追溯到统治清朝 200多年的满 

族。因民族长久发展，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满族服饰的风格主 

要是：宽身长袍，身穿坎肩。衣袖、下摆、开衩处讲究繁缛的花边，头 

上梳两把头，穿马蹄底或花盆底的绣花鞋。这便是旗袍的雏形。 

旗袍本来是中国满族女子的长衣，不仅是满族的八旗之内，一半多 

汉族人也统称为 “旗袍”。然而，19世纪末至 2O世纪初的中国女服，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改良女装——紧腰身旗袍。辛亥革 

命后，旗袍倍受中华女性的青睐。早期旗袍样式还是相对遮掩，高领斜 

襟，腰身平直，袖长遮手，长及拖地，又称 “扫地旗袍”。由此可以看 

出，这一服饰产生之初，还是实用为主，封建的包裹式服饰不符合时代 

的主流。 

2O世纪20年代 ，在上海有一批女学生率先穿起改良型近似于今天 

的蓝布旗袍。他们走在街上，吸引了汉族女性的关注，便相继效仿。这 

是人们对于服饰的一种潮流趋势心理所致，适应了当时的服饰潮流，也 

就是当今服饰发展中人们看到的时装发布会、时装人士等对现代潮流服 

饰引导而产生的 “羊群效应”。20年代末，受西方服饰的影响，旗袍也 

产生了惊人的改进，缩短长度，收紧腰身，提高开衩 ，由此才真正向国 

人乃至世界展现了这种新颖的中西合璧的服装款式——改良旗袍。一袭 

旗袍代替了衣、裙、裤等一整套服装，经济便利，加之穿着合体，能恰 

到好处地体现人体曲线，端庄大方。因此2O世纪2O一50年代，改良旗 

袍成为都市女性的主要着装。这一时期是服饰的发展时期，受到各种因 

素的影响，愈来愈注重美观与实用的结合，服饰发展的市场进入发展的 

良好时期。 

进入三四十年代，旗袍进入了相对辉煌的时代。提起旗袍 ，脑中总 

会浮现旧上海歌厅舞女翩翩旗袍妖娆舞蹈；平民妇女身着一袭朴素旗袍 

往来于街前巷尾；贵妇或知识女性一身典雅气质旗袍端坐黄包车中，游 

于车水马龙之间。这一时期的旗袍总的来说：先是高龄显贵，后是低领 

时髦；时而袖长遮腕，时而短至露肘；忽而长至拽地，忽而短至膝间。 

这是的服饰由一般发展进入不断变化创新时期。 

50年代 ，迎来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服饰的流行已完全随着政 

治体制的第二次大改变转入平民化。这时出现的旗袍比以往增添了健康 

自然的气质。不妖 、不媚 、不纤巧、不病态，符合当时”美观大方”的 

标准。而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旗袍受到重创后直至到八九 

十年代，辉煌也已难再。 
一 言蔽之，旗袍服饰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充分托出了秀美、端 

庄、典雅、含蓄、沉静的东方女性的风姿。袖长、衣长、领子的高度随 

时尚不断变化，如：连袖式、对开襟、琵琶襟等稍稍变动，都会令人有 

焕然一新之感。当今服饰的发展，也应当顺应时代的变化与潮流的转 

变，服饰产生之初主要以实用为主，如果某一服饰一旦产生便 “华而不 

实”，很难走进消费者心中；进入服饰发展时期应注重美观与实用结合； 

进而以求服饰外形和饰品的变化 ，在其进入衰退前不断辟蹊径而求其长 

远发展。 

道尽美人痴 

从百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旗袍的样式虽然在时代的长河中不断地变 

化，但是它所体现的女性对于美的追求是不会改变。它的核心竞争力便 

可以归结为 “简约美”，它所体现的美的文化、服饰文化、身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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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意义是值得当今服饰所思索的。 

旗袍对于女性，也许是一种永远的牵挂。上世纪四十年代，“民国 

四大才女” “旗袍丽人”张爱玲身着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 ，带着她 

那敏感于常人的色彩和情感登上文坛。旅居美国后的她，在和密友通信 

中提及到请朋友帮忙定制 “有强烈清晰大花的花布旗袍”。这就是女人 

对旗袍的态度，也是她们对待美的态度。 

从封建社会满族女子的长衣，到 19世纪末 2O世纪初的旗袍雏形 

“扫地旗袍”。期间，经历辛亥革命的爆发、上层建筑的崩塌、西方列强 

的入侵、外来文化的渗入，人们心里开始有了民主的思想，一种开放的 

观念融入了旗袍服饰中。经过社会的转型，女性敢于通过这一服饰表达 

对女性曲线、质朴美的追求。今天中国和谐社会的主流是以瘦为美，以 

潮为流，服饰也不例外，越是显现身形纤瘦曲线越是受到人们的追捧， 

“韩版”“嘻哈”也一直风靡，而对于当今的服饰发展，也应当随主流 

时而辟蹊径。 

记得美国著名服装设计师肖佛尔教授在 1920年出版的 《服装设计 

艺术》一书中明确说过：旗袍服饰的发展不仅是对中国女性具有历史意 

义，更是具有划时代的国际意义。 

再看旗袍这一器物层面的身体修饰，同样是衣领紧扣 、侧斜襟、腰 

身瘦窄，上流女性、知识女性、民国学生、交际女郎、普通妇女等不同 

的阶层的女性在不同的场合穿着旗袍还有不同的身份符号象征和功能意 

义。对于上流女性，旗袍更多是一种外在的奢华；知识女性的验证旗袍 

是一种外在修饰的气质，内在美与外在美的融合；学生群体展现的是青 

春靓丽，优雅动人的稚嫩美；交际女郎旗袍衬托下，轻佻的二郎腿是动 

人妩媚诱惑；普通妇女简单旗袍，透露的是朴实，没有艳丽，没有妖 

娆，只有生活。 

由以上旗袍核心竞争力 “简约美”引申出的文化、符号、意义等的 

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服饰特有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某一服饰长久存在 

的关键。当下国际著名品牌 Armani，它之所能够立足世界服饰舞台，其 

核心竞争力便是设计师乔治 ·阿玛遵循的三个黄金原则：一是去掉任何 

不必要的东西；二是注重舒适；三是最华丽的东西实际上是最简单的。” 

当下是两性性别越趋混淆的年代，服装不再是绝对的男女有别 ，所以服 

饰风格的核心是——既不潮流亦非传统。 

近年许多高校学生对复兴汉服文化极致推崇，惊艳四座的校园汉服 

游。对比旗袍与汉服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其对当今服饰的借鉴。我浅薄 

地看，虽然汉服的文明已有千年，服饰外形也十分美观、古典 ，但其穿 

着过于繁琐与拖沓，很难想象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中如果天天身着繁琐 

的汉服会如何，若用于古典艺术的表演、博物馆展览、服饰收藏等，可 

能更为实际；另外，习惯了现代文明的简单服饰的国人，一时间难以接 

受这不够实用的服装。而上述旗袍的发展，以及女性对旗袍的追捧来 

看，重拾旗袍的记忆并非纸上谈兵。中国 “十二五”规划后，党和人民 

都意识到了文化强国的重要性，所以人们也在不断拾起落魄的文明作为 

现代的武装，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相对好的文化传承与保护。 

21世纪是信息化、科技化和网络化如此发达的时代，人与人的沟 

通方式更为迅速与便捷，通过视频、图像和文字传播的形式，新事物的 

发展在公众的眼中一览无余 ，服饰的发展与创新也会很容易被广泛关 

注。服饰可以说是一种美的艺术，而这种艺术特征是形象性、审美性与 

情感性的交融。服饰的发展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 

新，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这样才能使服饰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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