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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华旗袍的美与传承
口黄素娟

摘要：旗袍是中国女性所钟爱的服装，从起源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文章阐述了旗袍的起源、旗袍的曲线美、旗袍的装饰美、

旗袍的传承，详细分析了旗袍曲线美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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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旗袍的发展

1．清末的旗袍

清代末期的旗袍的造型为简单宽腰直

身平面式，线条平直硬朗，不显露形体，结

构上是传统的平面直线剪裁法。旗袍的样

式长至脚踝以上或至小腿中部，内着长裤，

在两侧开衩处可见绣花裤脚。旗袍的领子

较为普遍使用“元宝领”，领高盖住腮、碰到

耳。旗袍的面料大多使用绸缎，袍身采用

多种装饰手法，有绣、盘、镶、嵌、滚、钉等，

装饰如意纹样，特别是在领子、袖口、衣襟

有多重宽阔的繁琐的花边镶滚装饰。

2．民国初期的旗袍

20世纪的民国初年，旗袍开始流行，最

初和清代旗袍仍然非常相似，有直身形宽

袖长袍；有内穿喇叭形宽大袖子短袄，外穿

前后摆长及地的无袖长马甲。这个时期的

旗袍在边、袖、襟、领等处作了一些改动，增

加了装饰变化，但仍保持旧式旗袍马甲的

平直宽大风格，袭用传统的平面直线剪裁

法。到20世纪20、30年代，受到美国短裙

的影响，旗袍的样式开始变化，在造型和款

式上已经开始过渡为现代的样式，最为突

出的是收腰，女性的曲线得以体现出来。

旗袍的穿戴搭配是下身着内裤和丝袜，在

大腿两侧开衩露腿；由之前高耸的立领变

为矮立领；袖子变窄变短，有些甚至短至无

袖的样式。在使用面料上较之前更为轻

薄，各部位的装饰也变得简约，造型款式融

合了东西方服饰特点，样式已经接近现代

旗袍。

3．现代旗袍

现代旗袍的样式已经是中西合璧的样

式，造型款式以简单为主，紧身收腰，凸显

女性整个躯干的曲线。裁制方法有平面剪

裁法、立体剪裁法、平裁和立裁相结合的手

法等，使旗袍的造型更完美、更具立体感。

款式的变化体现为：分割线的设计；领片高

矮的设计；有袖和无袖露肩的设计；长袖和

短袖的设计；有左衽、右衽或前开襟的设

计。旗袍的长短也不受限制，有短旗袍、中

旗袍、长旗袍的设计。开衩也有所变化，有

侧开衩、前中开衩、单开衩、左右开衩、高开

衩、低开衩的设计。

改良后的现代旗袍仍保留传统旗袍的

主要元素，最突出的是立领、盘扣、左衽或

右衽、两侧开衩。现代旗袍的面料种类较

之前有更多选择，除了传统的高档面料绫

罗绸缎和朴素的棉麻类面料，还选用化纤

面料和混纺面料，面料的质地、肌理、色彩

更加丰富多彩，满足各种样式的设计需要。

二、旗袍的曲线美

旗袍的曲线美是旗袍的精髓。近100

年来，旗袍一直为东方女性所青睐，旗袍能

准确传达出东方女性内敛、含蓄的气质，突

出东方女性的曲线美。

1．旗袍的S型

旗袍能展现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主要

靠旗袍的S型。今天的旗袍在造型款式上

更具有现代感。《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出

现让许多对于旗袍了解甚少的人可以大饱

眼福，其中女主角精致的旗袍展示出东方

女性优雅的气质与婀娜的身影，贴身的轮

廓线将女子身形雕画得凹凸有致。

2．旗袍S型的构成

无论从正面还是从侧面观察，旗袍都

将最经典的女性的线条展现出来。正面观

察：从贴身的立领至东方女性特有的小圆

肩向下至手臂线条；内侧有从侧胸部至腰

部内凹、至臀围两侧外凸、至大腿的S线

条。侧面观察：背部有微微前倾的立领、至

背弧线向下、至腰凹线、至臀翘线、至腿部

的S线条；前面胸部有向前倾的立领、至胸

凸点向下、至腰线、至小腹线、至大腿的S

线条。前后清晰雕画出女性身段的S型；

而两侧的开衩又隐约将腿部线条裸露出

来。

旗袍在结构上是如何做到S型的完美

设计，并将女性身体曲线完全展示出来?

最重要的是在结构上省道的设计与运用。

为了满足胸凸量、背弧量、臀翘效果，在前

片可以分别通过肩省、袖窿省、腋下省、腰

省设计营造前S线。在后片可以分别通过

肩背省、后腰省、后中线上做收腰设计营造

后S线。在后中线上巧妙地使用隐形拉

链，将旗袍的腰身变得更贴身，更突出翘

臀。

在剪裁上，仔细分析女性体态特征，扬

长避短，善于将平裁和立裁相结合，将曲线

设计发挥到极致，方能体现旗袍的精髓。

三、旗袍的装饰美

旗袍的重要元素是旗袍的装饰。旗袍

演变至今，除了造型款式、面料运用的变

化，工艺装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亦有很

大的变化，最能体现旗袍传统韵味的是旗

袍的装饰工艺。最早的旗袍在领、襟、袖

口、下摆有繁复的装饰，或是滚边、镶嵌、刺

绣都有所不同。而今天的旗袍运用装饰工

艺在制作上更具时代感，有包边、刺绣、镶

嵌、盘花编结、手绘、印染、镂空与拼接等，

装饰工艺手法应有尽有。

1．边的工艺装饰

领口边、衣襟边、袖口边、衣下摆及开

衩等部位采用细边重色缎料包骨、镶边、包

边装饰。细边的工艺装饰使整件旗袍显得

格外秀气精致，增强整体感，如同给书画进

行装裱。

2．刺绣工艺的装饰

运用绣花工艺在旗袍上作装饰是传统

的装饰手法，在衣领围拢一圈的衣身上拼

接深色宽襟，并在宽襟上刺绣吉祥如意图

案，旗袍亦能展现出浓郁的中华传统元素

的风格。

3．镶嵌工艺的装饰

在旗袍的衣襟或者左襟、右襟、前襟、

前肩至胸部等部位使用镶嵌工艺装饰，镶

嵌材料有珠宝、金银、贝壳、亮片、布条类、

各种现代合成材料等，镶嵌纹样有花卉和

如意纹等，在视觉上能显现出旗袍的雍容

华贵。

4．盘花编结工艺的装饰

盘花编结工艺包括盘扣工艺和编结装

饰工艺。盘扣是中华旗袍最具特色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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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网络消费时代的日常审美化水平

网络消费正冲击着传统审美模式，人们不仅仅要反思它的

负面作用，更要用积极、正确的行为引导网络消费走向健康的审

美方向。随着传播媒介日益发达，原有的电脑网络消费已逐渐

走向手机终端，手机消费的兴起使得审美的方向变得日益难以

掌控。审美文化的缔造不应该只是每位客户的职责，也同样是

传播媒介的责任，媒介应当正视优良的审美文化，自觉传播高品

位的消费文化，及时批判并矫正色情暴力的商品。只有传播媒

介同样正视日常审美化水平的提高，才能为消费者特别是青少

年营造良好的审美文化氛围。因此，传播媒介一方面要抑制网

络消费中的各种负面审美文化，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引导正确

的审美文化，发挥行业自律。网络消费信息就像一个巨大信息

库，传播媒介要保证消费者从中能挖掘到高品位的商品信息。

3．提供美学良性互动关系

网络消费时代下的大众审美文化，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

日常生活审美化。它在网络环境下，经过合理引导、能动地利用

美学在我国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能成为美学的一种

构成形态。网络消费时代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站在传播媒

介的维度探讨网络消费者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演变及其表现，这

并不意味着要反对其他美学形态。套用一位学者的话：“不是要

证明经典和高级艺术不再值得引起审美兴趣和不再得到审美兴

趣的回报，而只是反对它们那种传统上对审美关注的合法地位

的垄断。”作为一种未来发展趋势，日常生活审美化注定是美学

的一个主要方向，有了新的美学形态，不是要否定以往所有的存

在形式，但是适者生存是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社会

成规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在现代传播媒介视野下的变异与重构，

与媒介的影响力是密不可分的。现代传播媒介的强力挤压，迫

使传统的美学理论主动或被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造自身以

适应媒介时代的生存。随着文化传播从传统传播到现代网络传

播的变革，美学与生活审美化必然也面临着自身的变革。”日常

生活审美化就在网络消费时代下不断革新，并在网络时代中充

分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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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旗袍上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具有装饰性和实用性，有简单

的“一字”形，也有各种复杂的图案如祥云、如意、花卉、昆虫等样

式。利用编结装饰工艺将吉祥如意纹样装饰在旗袍衣襟上，可呈

现出中国结古香古色的气息。

5．民间印染工艺的装饰

蜡染、扎染、蓝印花是我国流传已久的古老的民间印染技

术。运用蜡染、扎染、蓝印花等民间工艺或局部或整体地装饰旗

袍，将会使旗袍呈现出简单、古朴的民t"7风格。

6．手绘的装饰

旗袍上采用手绘图案是现代的装饰手法，手绘工艺自然纯

朴、简单自由，有单色描绘和多色描绘，可以随性创作描绘别具一

格的图案。在前襟、肩部、背部、下摆使用手绘的装饰手法，描绘

梅、兰、竹、菊、荷、牡丹、龙、凤等富贵吉祥图案，流露出诗情画意

的韵味。

7．镂空与拼接工艺的装饰

在旗袍上运用镂空的手法，传达出通透性感的魅力。拼接也

是现代服饰中常见的装饰手法，有大面积的拼接搭配，也有局部

的拼接搭配。镂空与拼接工艺的设计使旗袍更具时代感。

四、旗袍的传承

纵观旗袍演变形成的历史，传承下来的旗袍已经不是当年宽

腰直身的长袍。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旗袍的演变演绎

出中华女性辞旧迎新、继承发扬、追求自由进步的思想。

早期的旗袍为当时上流社会女性所钟爱，从近现代历史人物

的图片亦能找到些许清晰的记忆，如宋氏三姐妹、张爱玲、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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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胡蝶以至后来的邓丽君等。今天的影视明星更是将国际舞台

作为经典旗袍秀的舞台，当身着旗袍的明星以婀娜的姿态漫步在

红毯上，宛如一首优美的诗篇，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

风尚，传递着中华服饰文化。旗袍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

能彰显东方女性含蓄、贤淑、温柔、优雅、高贵的气质，是中华服饰

的代表。

当今，旗袍已经成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一张名片，在外交接待、

文艺晚会、晚宴庆典等各种社交场合广泛使用。影视明星、设计

师及普通大众等都对中华旗袍的传承起到推动的作用。2008年

奥运会上的颁奖礼仪服饰设计融合了传统旗袍的设计元素；在各

种大型活动和晚会现场亦有设计精美的旗袍亮相；服饰品的出口

贸易和旅游产品的销售亦将中华旗袍向世界各地传递。

旗袍的传承不仅仅是服饰艺术的传承，更有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中华女性美德的传承、中华精神文明的传承的意味。服装

设计师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发展，让中华民族服饰在国际舞台

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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