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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旗袍的发展轨迹看审美意识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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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旗袍是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经过多年的修正与改良，它从满族的袍服，发展变迁成为最能体

现中国女性美的服装，集中了东方的美与神韵，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本文沿着历时性脉络考察旗袍的产生及

其历史变迁，从中总结旗袍本身所表现出的中华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同时兼顾日本传统服装中所体现的本民族审美

情趣的变化，以期说明任何民族的传统服饰与各自民族或国家的审美意识的紧密关联性。

关键词：旗袍；审美意识；变迂

中图分类号：K8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3)02—0087—04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同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

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也在艰难地生存考验中继续着对

美的追求。追求美是人的天性，．俗话说“人在衣裳，马在鞍”。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

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

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等等，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审美内涵。

它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一种服饰都代表着

该服饰拥有者的审美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意识也必定随之发生变化，反映出服饰主

体所追求的审美意识的时代性。

旗袍，是我国一种极富民族风情的女士服装，由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

由于满族又称为“旗人”，所以将其称为“旗袍”。旗袍自产生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其样式、

材料、色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的时代人们审美追求的变迁。

考古学家认为，今天的黑龙江省宁安牡丹江镜泊湖一带是满族的原始社会遗址，满族的先民肃

慎人从大约三千年前就生活在这一带，他们以游猎为生，并且以善造弓箭闻名。南北朝时肃慎又称

为“勿吉”，隋至唐初称为“棘鞫”，在辽、金时期又称为女真，并于公元1115年～1234年建立了金

朝。公元17世纪初，女真人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各部先后编成“八旗”。1635年，

努尔哈赤废“女真”这一名称，将女真合并一起称为“满洲族”，简称为“满族”。我们可以从满族

的起源及其发展变迁中了解，满族人一直生活在东北大平原，过着狩猎、游牧生活，白山黑水的地

理环境孕育了满族的民族性格和特有的民俗风情。满族的传统服装也受到当地特殊历史、地理环境

的深刻影响，其款式、色彩、纹样、面料受到东北地区寒冷气候、复杂地形等历史自然地理因素和

风俗、宗教、审美等历史人文地理因素影响，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性格的神韵，突出了北

方骑射民族的生活特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服饰特征。袍服是满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服饰，

结构十分严谨，全身由整块衣料裁剪而成，没有衣料的重叠之处，也没有不必要的带、绊、袋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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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它裁剪简单，圆领，前后襟宽大，而袖子较窄，四片裁制，衣衩较长，便于上马下马，对于骑

射民族来说，一切装束都要追求可体利落，以利于马上奔驰；窄窄的袖子，便于射箭，袖子口附有

马蹄状的护袖，又称马蹄袖，也来源于长期的狩猎生活。满族妇女的旗袍样式基本上与男子相同，

只是没有“箭袖”和前后的开醮，最初是长马甲形，后为演变成宽腰直筒式，长至脚面，领、襟、

袖的边缘镶上宽边作为装饰。满族妇女擅长刺绣，服饰的衣襟、鞋袜、荷包及枕头上，到处都可看

到龙凤、鹤鹿、花草等吉祥图案，这些图案在装饰之余，又隐含着丰富的寓意，极富隐意之美，譬

如以松树、仙鹤比喻长寿等。不论男女，满族的服饰色彩多以淡雅的白色、蓝紫色为主，红、粉、

淡黄、黑色也是其服饰的常用色。在传统上，满族有尚白的习俗，以白色为洁、为贵，白色象征着

吉祥如意，常用作镶边的饰物。

公元1644年，清世祖(顺治)率兵入关，定都北京，并继而统一全国。为了巩固政权，清政府

强制实行服制改革。各类正规场合，不分男女都要以“袍”加身，如朝袍、龙袍、蟒袍以及日常的

袍服， 《桃花扇》中就有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尽管如此，由于满族在努尔哈赤的时代，就在政权

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注意吸收汉人文化，开创了“清因明制”的先河。皇太极执政后，继续推行

吸收汉文化的既定政策，初步形成政治上武功与文治并举，文化上提倡儒学的治国思路。因此，满

汉文化的交融同样反映在服装的变化之中。满族进关以后，逐渐脱离骑射生涯，由于生活环境发生

变化，骑射活动已从日常生活中淡出，箭袖只作为一种象征成为礼服或礼节中的一部分，平时将袖

子挽起，遇到上级或长辈，则将袖子弹下行半礼或全礼。妇女的袍服适度地强调胸、臀和细腰，使

得女性的曲线美没有经过太多的雕琢，而以一种天然的方式体现出来。在汉人文化及其生活习俗的

影响下，旗袍无论是整体的样式还是做工，无论是色彩还是领口、袖口的讲究都发生了微小甚至是

明显的变化，种种变化都是时代的变革带动的，都体现了特定时代的审美追求。例如清朝初年的旗

袍圆领、袖口收紧、上下直线剪裁、下摆宽大，两侧或四面开衩、全身较宽松，其风格朴素自然、

纹饰自由、色彩素雅。后来由于满汉文化的交融，旗袍的款式有了极大的变化：领子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且形似元宝，袖El平而宽大，并一改清初的简朴风格，极尽奢华，所选

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在旗袍的领、襟、袖的边沿部位都采用宽图案花边镶滚，绣花图案中以

凤凰、牡丹等比喻富贵吉祥的汉文化因素逐渐增多。但其造型外观，仍采用平直线条，衣身宽松，

只是在下摆一律采用两面开衩。

而真正成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则诞生于20世纪初，盛行于30、40年代，

成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女性的“国服”。20世纪初，清王朝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势

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

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谣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

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由于受到欧美服饰的影响，旗袍袖LI缩小，滚边改窄；衣长仅过膝，与以

前相比更为称身合体。30年代，受西方立体裁剪的影响，旗袍的造型逐渐趋于合体，款式也变化多

端。领子先是流行高领且夸张到将脖子全包裹起来，直到腮边，而后又流行低领，最后甚至把领子

全部去掉。袖子的长度也逐渐变短，出现了长、中、短、无袖之分，而且还有连肩袖、荷叶袖等。

40年代的旗袍在整体上与其他年代的旗袍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是衣长缩短到膝部，其款式简洁、

利落，线条流畅充分显示女性风姿风韵。经过多年的修正与改良，旗袍已经成为最能体现中国女性

美的服装，用中国传统的布料如丝绸、锦缎，做成“最中国”的服装，穿在发髻高挽、身材窈窕的

中国女子身上，将中国女性的头、颈、肩、臂、胸、腰、臀、腿以及手足所构成的众多曲线巧妙结

合的整体完美地展现在众人面前。这种改良旗袍，从遮掩身体的曲线到显现玲珑突兀的女性美，使

旗袍彻底摆脱了旧有的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

沿着历史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装从产生到发展，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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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过所在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始终反映着各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追求。无独有偶，日本

的和服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温柔、妩媚之美的传统服装，它的产生与发展同样也印

证着这一点。

和服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左右，据《魏志·倭人传》书中记载： “用布一幅，中穿一

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到了奈良时代n一，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Et本多次派遣使团

来到中国，因此日本国内盛行“唐风文化”，此时的和服深受唐朝服装的影响，是一种齐踝长的、有

宽大的长袖和V型领的袍服，和唐代服饰所表现出的思想开放如出一辙，这一时期的日本和服的凹

陷的领口设计，显露着脖颈的肌肤细嫩、修长，直到以后的歌舞伎的服装依然保留了这样的审美情

趣。平安时代誓盛行展示日本独特文化的“国风文化”，特别是唐朝在907年灭亡后，Et本逐渐形成

在吸收、消化大陆文化基础上的独特审美意识，和服也渐渐摆脱外来的影响，发展出独有的奢美与

精致的特色，其颜色更加多样化，袖子也变得更加宽大。众所周知的“十二单口]’’就是在平安时代被

贵族妇女所喜爱的服饰。镰仓时代H]，相对精于、简朴的“武家文化”出现。若称风花雪月的奈良、

平安时代的文化特征为女性的、柔美的，那么Et本的武家社会则具有彻头彻尾男性文化特征。武士

所奉行的生活准则也成为整个社会上下组织道德伦理生活的行为规范和准绳。社会全体，一致朝武

家看齐。这一时代特征也反映在服装上，和服恢复素朴，注重实用性，便于活动的小袖r5 3开始流行。

江户时代’6：以后， “町人’7’文化”盛行，整个文化呈现出追求享乐的倾向，对个人的、直接的、情欲

的东西十分注重，它的最终目的是时尚和大众化娱乐的世界。此时和服也随之开始平民化，小袖形

状变得接近现代。至此，现代意义上的和服就基本定型了，此后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我们现今看到

的和服大都是沿续了江户时代的服装样式。

另外，随着历史的沉淀，日本文化也逐渐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人

对自然色彩，特别是对四季的色彩变化，有着极其细腻的感受。体现在传统服装上，和服的纹样多

拮取季节感浓郁、体现时间变换的事物，如Et本人喜爱的菊花、樱等纹样，这些纹样往往带有浓烈

的季节气息；此外朝开夕合的牵牛花一“朝颜”和夕开朝凋的葫芦花一“夕颜”体现了时光的飞逝。

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日本人对季节、气候转换的敏感和祈盼，以及他们对于自然的崇敬和细腻的审美。

和服对于色彩也极为讲究，强烈地表现在与季节的关系上。春天的嫩黄粉绿，秋季的橙黄橘绿，夏

天郁郁葱葱的青，冬天晶莹透明的白，充分展示出Et本独特的四季自然之美。这种自然色彩的审美

情趣，源于El本人素朴淡雅的审美意识以及追求不以艳色取悦为目的简素纯雅之色的审美心理。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综合的、世代相承的文化现象，是人们生活习惯和传统的积淀，它反映

着特定的国家及民族的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社会交往和民族心理。服装，是一种审美文化的表现，

与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紧密相联。不同的国家由于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不同，价值观念、宗教

信仰、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从而深层次地影响到人们的服饰美观和服装风格的趋同和变化，最终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关于服装色彩、样式选择等方面的审美规范。因此，服装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表

现形式，早已不单纯是衣装本身，而是一种被物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载体，是特定文化价

值观的物化表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与审

美情趣选择一种或多种不同的服饰，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加以完善和发展，最终形成具有特色的

传统服饰。因此传统服饰能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出该国家的审美风尚与审美意识。

旗袍、和服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不断完善后，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各具代表性的传统服装，它们

体现了中Et两国不同的审美情趣。中国的审美含蓄而寓意深藏，多讲求人文寓意，在欣赏的同时更

注重体味事物背后的含义；而El本的审美情趣比较直白，但更贴近于自然，在审美的同时追求的是

一种与自然的紧密融合。这些审美情趣在影响人们对服饰的选择的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两国国民的

心理，传统服装中的文化符号已经延伸至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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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El本历史年代，7lO一794，奈良朝受中国盛唐文化的影响。

[2]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

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

[3]是日本女性传统服饰中最正式的一种。于平安时代的10世纪后开始被作为贵族女性的朝服，现代在一些场合是

正式礼服。一般由5—12件衣服组合而成。按照不同季节，穿着人的身份和场合，十二单衣的颜色和花纹有特定的复

杂搭配。

[4]1185年一1333年，是日本历史中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

[5]和服的一种样式，现今的和服雏形。

[6]1603—1867，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

[7]日本江户时代的称呼，他们主要是商人，部份人是工匠以及从事工业的工作。虽然他们在江户幕府的士农工商的

身份制度下是最低的两级，但是他们依靠商业买卖以及独有工作技能，让部份町人的财力比武士阶层的大名还高。町

人在江户时代的中期，开始形成独特的文化。

[责任编辑：何晓芳]

(上接第74页)是吉祥的数字。另外，根据萨满教的“三界九天”观念来看，学“乌云”，即是学习旋天术，有九

层天，所以有“九乌云”一说。新的神职人员学习的时间以九天为一个单位，每学习九天，他们都有经过一次考试，

以检查其对九天以来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同时每九天也要更换一次供品。

[6]石姓家族萨满的缔造者，家族成员认为，是这位神灵抓了石姓家族的头辈太爷，即第一位萨满神。笔者在调查的

过程中发现，石姓家族成员多信仰此神，关于此神护佑家族成员的传闻很多。

[7]从石姓家族萨满野祭神本所提供的材料来看，石姓家族共有野祭神歌30篇，其中萨满神一篇、瞒尼神13篇、自

然神(主要为动物神)16篇，实际祭祀的神灵数目要多于神本上的神灵数目。

[8]小韩屯石姓家族的“谱房子”由家族成员石文炳于2000年出资为族人购买，位于小韩村，是一间约为30平方米

的屋子，用于供奉家族的神龛(祖宗板)以及家谱(影像谱)，存放萨满神器、道具以及谱书。

[9]据石姓家族成员传讲，此位萨满神为女性，是石姓家族的儿媳妇，神案子上的形象为其丈夫。

[10]“放”，石姓家族成员的习惯说法，即是请神灵附体于萨满之意。

[11]这些神位包括：大神案子、南炕神位、柳枝神位、奥都妈妈神位、七星斗、神树。

[12]拜鼓，是指萨满在神案前将神鼓来回平行摆动敲击，此动作表示“拜鼓”。

[13]访谈对象：石清真，男，68岁。访谈时间：2012年7月6日。

[14]“弥勒”，即是旋转之意。

[15]访谈对象：石清真，男，68岁。石宗义，男，33岁。访谈人，于洋。访谈时间：2012年7月6日。后文的神词

翻译均由此二人提供，故不再加注释。

[16]锅头，是对祭祀中负责杀牲、做供品人员的称呼，须由本家族的男性成员担任。

[17] “奢棱泰瞒尼”，汉意为像铁一样的英雄。

[18]“胡牙气瞒尼”，汉意为喊叫的英雄。

[19]郭淑云著：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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