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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现代旗袍的美学思考 

● TEXT／田 月 

服装美学是研究服装美、美感及其规律的 

学科，形成于19与20世纪之交，是属于美学研 

究中的一个部门美学。美学研究属于哲学的 

范畴。因此，服装美学具有理论思辨的哲学性 

质，但又有 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专业领域， 

具有服装艺术与服装审美的特殊规律。因此， 

服装设计作为美的艺术必然包含许多美学思 

考 ，值得人们探究。作为一个服装设计者 ， 

就以中国最能代表东方韵味并流行至今的 

旗袍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旗袍中所蕴含的美 

学思考。 

一

、旗袍的款式体现的程式美 

服装美学认为，款式是服装设计师的创作 

灵感。没有美的款式，就没有设计的成功。款 

式的出现代表着人们在形象和思维中的变化， 

并及时的反映出人们的各种精神风貌和社会 

历史发展的进步。20年代以后到4O年代，是近 

代中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30年代又可 

谓这一时期灿烂的顶峰。也就是在此时，旗袍 

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旗袍分为京派与 

海派，代表着艺术 、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 

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 ，商 

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 

矜持凝练。艺术 ，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 

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 

形态。设计师与旗袍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演 

变，旗袍的各种基本特征和组成元素慢慢稳定 

下来。旗袍成为一种经典女装。旗袍大多采 

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叉，胸腰围度 

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旗袍的样式很 

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 

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 

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 

袍、单旗袍等。旗袍款式的变化主要是袖式、 

襟形的变化。所以具有稳定的程式结构，也表 

现出这种程式化的款式所体现出的美感。 

二、旗袍色彩图案和细节的装饰美 

色彩是服饰的灵魂。旗袍的色彩没有局 

限，色彩丰富。常见的有大红旗袍，色彩绚丽 

醒目，款式别致，充分展现出满民族悠久的历 

史文化，着重体现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魅力。 

深色的旗袍如蓝色、银灰色、水绿色、紫色等颜 

色沉稳大气，充分展现了东方女性温婉知性， 

端庄贤惠的气质。浅色的旗袍如白色、暖黄 

色、粉色、粉蓝色等等色调明亮，让人心情愉 

悦 ，展现了女性温柔似水 、青春洋溢的形象。 

制作旗袍的有布料，丝绸、锦缎等，目前又有真 

丝织品。现代常见的旗袍图案为织锦缎，配以 

传统的中国纹饰如双鱼、富贵花、梅花等，还有 

以中国水墨画手法描绘的花卉图案设计的手 

绘旗袍。现代流行的小碎花、格纹图案也深受 

欢迎。图案精美是旗袍的一大亮点，使其更加 

精美绝伦，让女性如画中仙一般美丽高贵。旗 

袍上的扣子是盘扣 ，盘口的花纹多样，小巧精 

致。与旗袍相得益彰，成为点睛之笔。 

中国旗袍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特点它能够 

美化其所依附的人和环境。装饰美是服装的 

又一个重要美学表征，也是服装美学的主要内 

容。旗袍凭借和依赖其款式、色彩、图纹乃至 

制作工艺的变化，不断创造出新形象来美化服 

装、美化人，从而给人以视觉美的享受。 

三、旗袍塑造人体美与律动美 

服装体现人体美，是服装美学的规律。民 

国时代 ，西风东渐，中国人的审美焦点被一件 

旗袍彻底覆盖。从抒情的颈部出发 ，经过胸 

部、腰部和臀部的曲线起伏。紧身旗袍所提示 

的审美符号 ，让民国时代所有的女人趋之若 

骛，从影视明星阮玲玉、胡蝶 ，到写出“生命是 
一 袭华美的旗袍”的女作家张爱玲，甚至姨太 

太、女学生，都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体曲线，试图 

通过旗袍来进行一场审美个性的煽情。而当 

时最令人倾倒的宋氏三姐妹，由于身份的尊贵 

性，更让旗袍在特殊的场合展示着纤毫毕露的 

身体曲线。旗袍这种介于掩饰和暴露之间闪 

烁不明的暖昧，巧妙地利用了服装的矛盾修 

辞，将民国时代的服饰审美推到了使女性身体 

曲线呼之欲出的艺术高度。 

上个世纪的20—4O年代是旗袍伴随着女性 

意识的觉醒而愈趋成熟并成型的时期，许多时 

尚杂志和相关人士都认为这个时期，是近代中 

国女装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并认为这时期，旗 

袍奠定了它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它借助那个时 

期趋于成熟的旗袍，把充满青春无穷能量的曲 

线跳跃在我们眼前。青春是活力勃勃的生命， 

她充满弹力，她只用曲线说话，在宇宙、在自然 

界的可视形象中，自然只赋予了曲线代表生命 

的弹力，而女性的腰臀曲线正是旺盛生命活力 

的代言人。 

四、旗袍的气韵之美 

旗袍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旗袍 

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 

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 

与气质。旗袍的东方神韵，已超脱了一般意 

义。旗袍，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裁剪时的收 

腰，体现出力图表现美感的西方文化的开放 

性，而改 良旗袍则将西方的开放性与本土文 

化的节制收敛结合，使女性美表现得现代，同 

时又不失内秀。旗袍并不单纯是美的展示 ， 

着旗袍的女人身上所体现的气质和内涵，那 

是审美的极致。旗袍经过历史的变迁比以往 

增添了健康 自然的气质。不妖 、不媚 、不纤 

巧、不病态 ，符合当下“美观大方”的标准，而 

且更为实用。 

80、9O年代乃至现在还出现了一种具有 

职业象征意义的“制服旗袍”。为了宣传和促 

销等 目的，礼仪小姐、迎宾小姐以及娱乐场合 

和宾馆餐厅的女性服务员都穿起了旗袍。将 

旗袍的实用性再次利用起来。作为商业活动 

的司仪为了代表企业端正高贵的形象，旗袍作 

为制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20世纪9O年代以 

来，女性理想形象有所改变。高挑细长，平肩 

窄臀的身材为人们所向往。而作为最能衬托 

中国女性身材和气质的中国时装代表——旗 

袍，再一次吸引了人们注意的目光。国外，还 

有不少设计大师以旗袍为灵感，推出了有国际 

风味的旗袍，甚至是中国旗袍与欧洲夜礼服的 

结合产物。 

结语 

服装设计具有一定的艺术规律，这种艺术 

规律，就是从美学的各个观点去进行研究，最 

终设计出既符合其艺术性，又具有实用性的适 

体服装来。不具备条件的美学理论，在服装设 

计上是不可应用的。我国的旗袍证明，服装不 

仅是人外在护体、修饰之物 ，还是人内在的社 

会文化内涵，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品格、德性、 

素养的显现，只有“内”、“外”完美结合时，服装 

才能与人的肉体和灵魂共同构成完整的有机 

形象。因此，服装应“与貌相宜”；服装应与人 

的体形相称；服装应与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素 

养、内在气质、社会角色等相称；服装应与一定 

会历史的时代风尚和文化氛围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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