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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女性服饰旗袍的审美元素

张香云

旗袍经历了由清代旗装到民国国家礼仪服装，再到中国

经典女性服饰的演变过程。旗袍虽源于满族女性旗装，却并

不以旗装为窠臼，而是对旗装的一次全新改良和突破。它一

改清代旗装平直剪裁刻意遮拦女性自然形体美的风格，而着

重强调了女性“胸围”、“腰围”、“臀围”“三围”的曲线之美，

是服装艺术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

旗袍虽取法于西式审美剪裁，却融入了典型而独特的中

国文化元素，使其成为世界服装家族中能够充分代表中国服

饰创意的“这一个”。在近百年的演变过程中，旗袍无论是高

领、低领、长袖、短袖、双襟、斜襟，也无论是采用布料、真丝、

绸缎，还是金丝绒、电力纺，它从始至终都是以中国人的眼光

去量体裁衣，并以突显东方女性体态之美为宗旨。特别是中

国式刺绣、镶、嵌、滚等传统工艺的大量运用，使旗袍更加彰

显了东方美学色彩。其中，盘扣的使用更是成为旗袍万千变

化中永远不可丢失的独特服饰话语。

旗袍是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仅就现代旗袍脱胎于清

代满族旗装这一事实来看，它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人们对服

饰变革的要求，更是人们在精神领域里渴求从封建社会的桎

梏中解救出来的实物体现。20世纪之初，正值中国社会大变

革时期，社会改良、文化改良，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人们的审

美心理，服饰改良便是其中的重要表征之一。欧洲思想的涌

人更是为中国服饰创意革新带来了历史性机遇。至20世纪

30年代，海派旗袍开创了中国旗袍文化的经典时代，并一直

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这期间，虽然经历了二战给予中国

的沉痛创伤，但或简或繁或贱或贵的旗袍却已深深根植在中

国女性的生活与记忆中，成为时代服饰的重要代表。新中国

成立后，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感空前高涨，革命、生产意识大

大超过了人们的一般性审美需求，旗袍所代表的闲适美学渐

渐失去了存在空间，取而代之的是简朴单调的劳作式服装。

服饰装扮俨然与人的阶级品质紧密相联，“文革十年”更是达

到了极致。旗袍的解冻，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这实质是中国

人精神世界的再次唤醒与复苏。21世纪以来，旗袍从传统中

汲取营养，切合时代审美需求，再次成为服装世界中一朵艳

丽奇葩。

旗袍是东方美学的形象代言。2012年7月，上海举行了

“缤纷海上花”海派旗袍项目系列展，其中专门展出了30多

位海上名嫒曾穿过的旗袍珍品，让观展者震惊不已。吴贻芳

博士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曾于1945年代表中国赴美出

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

性。这次展出的她的紫绛红色的长袖樟绒旗袍就是她在出

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穿过的。当年吴贻芳博士穿着旗袍

走上联合国成立大会讲台时，全场为之轰动，她的服装立即

成了媒体议论的热门话题。106岁的严幼韵是联合国原札宾

司官员、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博士的夫人。在数月前的生日派

对上，她竟然在舞场上身着中国旗袍舞动一圈，让中外人士

对中国老人及其服饰风采赞叹不已。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实

业家吕建明先生的夫人吴佩芬女士的旗袍更是让服饰艺术

界的一些专家看过之后觉得不可思议，那个时候的绣工怎么

像是由计算机控制绣出来的一样，那么均称细腻。

服饰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旗袍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浓缩，也是近现代文明的剪影，承载

了纺织、缝纫、裁剪、美学、礼仪、时尚、社交、中外交流等多方

面的社会信息。有人说：旗袍是最考验人的身段的，其实旗

袍最考验的是人的气质。旗袍以合身为准则，无论是“燕

瘦”，还是“环肥”，只要剪裁得体，都能突出优美的效果。旗

袍文化就像雪霁晴空下的旷野，不止替解放前106岁的严幼

韵及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们讲述着种种故事，在当代社会中

依然能以其高雅的神韵融入到时尚女性的血液中，成为一种

文化的血脉和气息。而文化又不只关乎一个人的气息，更关

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可以跨国界、跨时空去传递中国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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