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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新娘结婚礼服的演变

姻 谈雅丽

艺术与设计

摘要: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民国时期的婚俗呈现“新旧并

存、多元发展、中西合璧”的状态。由于民国时期对“文明婚礼”

的大力提倡，促进了近代结婚礼服的演变和推广。文章的目的

是论证民国时期中国新娘结婚礼服的演变过程。论证方法是

通过对历史刊物的照片提取、归纳形成一个演变的脉络。结论

是在民国期间，结婚礼服有从传统风格向西化款式转变。结论

是西式结婚礼服在民国时期对中国婚礼服的款式变化产生了

影响，最终与当时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礼

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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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是在当下中国复兴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

研究民国时期婚礼服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而了解文化的复兴

不是单纯的复古，尤其是在全球化经济发展到今天，如何将我

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光广大，要进行变通及演变的深入研

究，并将其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行论证，形成有参考价值的一个

视角。

一、文明结婚中新娘礼服的形式

1、政府制定的“文明婚礼办法”

图 1：新娘穿粉红色婚礼服在文明婚礼中

婚礼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场合，服装更是婚礼中的关键。作

为“文明婚礼”中的新娘服饰，从民间的变化到政府的《服制条

例》无不透露出结婚礼服的重要性。对于文明婚礼的礼服，政

府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1929 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

规定男子礼服为袍、褂和中山装，女子礼服为袄裙和旗袍。于

此同时政府制定了结婚办法，要先登记，再举办仪式。服饰总

是具有一定的礼仪和象征功能，由此看来旗袍被作为礼服看

待，说明旗袍以被正面接受并且予以明确定义。到了 1935 年

上海市政府为响应国民党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彻底变

革传统婚嫁仪式，去奢从俭，公布了《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

办法》其中对新娘的服装要求为：（如图 1）新娘穿着短袖粉红

色旗袍、同色长裤、同色缎鞋、肉色丝袜、头兜白纱、手戴白手

套并手执鲜花。这里头纱作为配饰就已经显得很有西式婚纱

的意味了。

二、文明结婚礼服

1、款式变化

色彩是最引人注目的元素，在礼服的色彩上，为了缓和突

然变化引发的震动，中国传统的红色礼服颜色在文明婚礼中

被柔化成了淡粉色，这种粉色娇羞可爱，配以同色的缎面鞋，

新娘们一字排开，粉色在这集体婚礼中颇为壮观。白色在西方

是最纯净的颜色，渐渐地人们不再忌讳婚礼上用白色，所以后

来的很多礼服很快地过渡到了白色。这种简洁而不简单的颜

色。有着丰富的层次，雪白、乳白、鱼白、芍药白、牙色。白色给

人以纯净、祥和的感觉。结婚礼服的款式，因各个城市经济状

况、接受新事物的程度不同，形成了一种多样的局面。在这个

过程中，最初是袄裙的形式，后来是旗袍，渐渐的形成了旗袍

和西洋礼服结合的款式，还有纯粹西式纯婚纱形式。

图 2：国民党政府举办的集体婚礼

图 2 中是在进行国民党政府举办的集体婚礼，新娘穿着

连身的旗袍在进行婚礼的仪式。旗袍的款式较为朴素，裙长至

脚踝，面料是素布绗缝了棉的。但以此可以证明旗袍在文明婚

礼中作为结婚礼服的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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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哈尔滨裘夫人

图 3是刊登于《北洋画报》1928 年 3 月 21 日的一张照片，

这位女子是哈尔滨交际家裘夫人出阁的照片。礼服是白色的，

头纱包住了新娘的额头处的头发，从两边别住并垂下长拖至

地，新娘礼服是民国初期女子日常穿着袄裙的款式，上下两

件，袖子是典型款式中的“倒大袖”，这套礼服的衣身，绣满了

充满美好寓意的传统图案。除了借鉴了西式礼服的色彩和头

纱装饰，其余的部分都保留有中国传统服饰痕迹，是一件传统

风格浓重的礼服。

图 4：上海新娘

图 4 中的女子是刊登在 1934 年 8 月《良友》上的上海新

娘。这位新娘穿着的是一件纯白的旗袍，面料是细腻有光泽的

高档真丝面料。洁白的旗袍上没有过多的装饰显得格外素雅

端庄。旗袍的领子很高，显得脖子修长挺拔。白纱被固定在了

新娘靠后的头发上在身后摇曳，显得新娘风姿卓越。

图 5：上海新娘

图 5这张照片是摘自 1935 年 4 月 7 日《图画晨报》，这个

上海新娘的装束虽保留了袄裙的上下分身的款式，在袖子和

上衣的下摆处，缝制了有很多细褶的荷叶花边，荷叶边是西方

礼服中常用的一种装饰手段。上衣经过荷叶边装饰显得比一

般的上衣要长，衣身是用一色的面料，而裙子是采用有圆点装

饰的面料搭配而成。这款礼服保有传统礼服的款式，在细节上

加了些西式花边，创意的成分更多。

图 6：上海舞后新娘装

图 6是摘自 1937 年 4 月 15 日出版的《北洋画报》是上海

舞后穿着新娘装。照片中的新娘露出齐眉的刘海，头纱好像花

环一样戴在头上并长长的拖在地上。这款礼服领子仍然是旗

袍的款式，但相比起来图 4中的领子，已经没有那么高。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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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西式的鱼尾式的长裙摆，整件礼服强调了穿着者的腰

部和臀部的线条，显得很妩媚。长长的拖尾使得走红地毯的新

娘即神圣又美好。这件礼服已经明显的有中西礼服款式的痕

迹了，且融合的不露痕迹。

图 7：天津新婚装束表演

图 7 的这款礼服是摘自 1937 年 6 月 15 日《北洋画报》，

内容为天津新婚装束表演。这件礼服除了保留旗袍的领子以

外已经全然没有传统服饰的影子。礼服的肩部捏了丰富的细

褶，袖子像一片花瓣一样盖在肩头，这个设计即能修饰胳膊也

能显得袖子更富有变化。礼服衬托出新娘婀娜的腰身，裙摆则

转起像怒放的太阳花。这位新娘头发盘起，没有带任何头纱及

装饰，也许只是为了展示一件礼服的样式。

在民国这个婚仪的发展过程中，初期的婚纱仍然保有传

统日常着装的风俗特点，只是色彩上有了变化。渐渐的礼服在

局部和细节大力引进了西式的装束元素，最明显的就是采纳

了欧洲的许多时髦小花样，细褶，荷叶边，拖地裙摆等等。裙摆

有高过脚面的，也可以长至脚踝，也可以再延长而形成裙拖，

形成了旗袍与西式晚礼服特点的婚礼服，通过收腰，紧身等手

法，礼服服装的款式也更能显现出女性的魅力。渐渐的就有纯

粹的西式婚纱被人们所接受。民国文明婚礼的新娘礼服由原

先显臃肿的绣花裙袄，演变成轻柔曼妙的结婚礼服。

2.配饰

图 8：北平新娘 图 9：北平新娘图 图 10：新娘胡蝶

民国礼服头饰：民国时期的文明婚礼中，新娘已经不再披

红盖头了，轻薄的白纱遮住了面颊代替了它的位置，也可以将

纱披在脑后直至拖地。民国时期的上海新娘很热衷于这种“披

头纱”。图 8摘自 1931 年 8 月 20 日《北洋画报》照片中的北平

新娘，头部的装饰是把原先笨重的新娘凤冠由头纱代替。头纱

与珠花缀成很华丽的头饰，形似传统新娘凤冠，引入的飘逸的

西式绉纱替代红绸用来搭配传统旗袍。这种形式还留有很多

传统元素，只不过将头纱换成白色罢了。

图 9 摘自 1932 年 7 月 12 日摘《北洋画报》新娘是北师大

毕业的女学生，头纱比起图 8 少了很多的珠花装饰，只是在头

纱的边缘点缀了朴素的花边。头纱蒙住了新娘的头顶，耳边并

装饰了几朵小花，头纱长出的部分就披在身后。图 10 是 1935

年 12 月刊登在《良友》杂志上影后胡蝶婚礼。头纱薄薄的罩在

蝴蝶幸福的脸上，耳旁带着点缀的装饰的胡蝶显得格外妩媚。

图 11

民国礼服袖子与手套：在服饰演变的过程中，借鉴西方的

款式，新娘礼服也突破传统逐步地露出一些胳膊。礼服的袖子

的变化是很多的，长袖、七分袖、短袖。为了视觉上的缓冲并显

得高贵庄重，新娘有时会戴手套，有时所带手套长度延伸至肘

部，甚至上臂部。长度的不同取决于与衣袖长度的搭配。图 11

和 12 就展示了一些相应的款式细节。

图 12：款式细节

三、结论

在民国这个时期，结婚礼服的变化明显的受到了西方服

饰的影响，但这个影响过程由浅入深，并且与结婚的风俗结合

起来形成了中国新娘特有的服饰特点。既不完全等同于国外

礼服，也不属于传统服饰。由此可以判断，虽然西方式结婚礼

服在民国时期对中国婚礼服的款式变化产生了影响，但礼服

的风格变化是由各种新的特点引入产生渐变的过程，不论这

种特点是外来的还是自发的，只要与当时的生活紧密的结合

在一起就形成了服装自己的风格。

（作者简介：谈雅丽（1980.7-），硕士，2009 年毕业于中央

美术学院时装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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