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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1912～1949年时期旗袍中的装饰图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物、图片及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式，深入分析

了旗袍中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几何纹样及其他组合纹样的表现手法及特点，得出了其发展演变的特点，梳理出民国时期

装饰图案的理论知识，为旗袍纹样的现代设计与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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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源于清朝的旗装，袍身皆为直线型，宽袖松

长，以遮住身体为主。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的民

国，是旗袍从诞生到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旗袍

是中国女性古典与时代美的结合。

民国初期，由于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大量涌入，女子

为追求思想的独立和女权的解放，开始效仿男子穿上

长袍。20世纪20年代末，旗袍由原来的直线型变成修

身曲线型，旗袍的款式也由单一变得繁多。30年代，

海派旗袍开辟了中国旗袍文化的经典时代，旗袍进入

了鼎盛时期，它的改良已经不再局限于装饰[1|。30年

代末，旗袍的造型已经多得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

单是袖子便有无袖、短袖、五分袖、七分袖及长袖之分，

且每个长度的袖子可以做不同的造型变化，配上不同

款式的领型和装饰图案，所以旗袍已经不再是原来的

样子，它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礼服。

1 民国旗袍的装饰纹样及发展

1．1 20世纪初期

民国早期，其旗袍图案的实现手法与清代服饰图

案的实现手法大抵相似，通常以提花织造和手工刺绣

为主，旗袍装饰图案以自然图案和动物图案为主，常见

的有龙凤、梅兰竹菊百花、蝶鹤百鸟等纹样，通过相互

穿插叠放，或重复循环的方法组合成不同的单一或复

杂图案[2]。如图1所示，大面积的色彩铺盖，各处梅花

图案相互映衬，色彩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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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梅花花卉纹样

1．2 20世纪30年代

清朝旗装过分注重装饰细节，衣身色彩面积大且

较为艳丽，对比度和视觉冲击感较强，图案繁杂。袖襟

饰边纹样样式变化大，与衣身的整体图案较为融合。

在清朝旗装的装饰图案中，又以团花纹样最为普遍。

30年代期间，团花图案重兴，然团花之间常常用藤蔓、

枝叶等纹样来联系填充，讲究与主体图案在色彩与形

态上的映衬。团花图案常给人的感觉是丰富绚丽，寓

意大富大贵，符合传统的审美心理。如图2所示，两图

都是以团花的形式作为图案出现在旗袍上，主要是根

据花卉变形动态进行单元循环，大片的花朵会吸引人

的目光落在图案上，而忽略其他地方的简单。这类纹

样不仅在传统服装中应用广泛，在整个民国时期都让

人甚是喜爱。

1．3民国中后期

民国中后期，由于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审美价值的

涌入，国内服装业逐渐兴起，引进了大量西洋先进纺织

印染设备。由于机械的进步与引入，大大改善了人们

的生活，传统手工织造的布匹、手工刺绣的绣品逐渐减

少，市面上开始流行由机械生产的机织面料，而传统的

刺绣图案纹样也被发展迅速、成型快、成本低的印染图

案所替换。另一方面，旗袍的装饰图案也由传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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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团花纹样

然图案转化为简洁的花朵、线条及其他的几何图形。

结合中西方的审美要求，旗袍色彩的选择应用也得到

了很大的改变，由于图案上到面料的过程不再像以前

那样繁琐耗费时间，所以人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图案

的复杂和细致，单元图案之间的结合连接方式也变得

各式各样，使得视觉冲击感的提升不再只依赖色彩。

如图3所示，由花卉图案相互连接大面积布局在旗袍

上，打破了传统的装饰方法。

图3各类印花图案

印花图案的省时省力为装饰图案的发展提供了推

力，一些更为复杂的图案也逐渐出现在面料上，如图4

所示。根据图案的面积大小、排列方式及形态变化进

行布局，使得旗袍的穿着风格和适用场合也变得丰富

起来。由于旗袍的普遍盛行，所以人们把身份与价值

的区分方式放在了旗袍图案上。一般来说，简单排列

的小碎花或是有规律排列的几何图案，都可以使旗袍

整体呈现活泼灵动的感觉，这种风格适合于年轻女性

日常穿着；而颜色较重，图案不均匀分布，并且图案十

分精细的旗袍则更适用于重要场合。

2 民国旗袍装饰图案的种类题材及特点

图案纹样是一种装饰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美术形

式。在服饰设计中，图案往往起到了标示的作用，它与

图1小砰死图粟

服装的款式、面料共同体现了服装的整体风格。图案

作为旗袍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旗袍精神中最直观、最

易辨认、最能体现设计风格的元素[3]。中国传统旗袍

装饰图案的题材涵盖了花卉植物、动物、文字、几何纹、

人物(或历史故事)、器物、自然物、组合物等，千变万化

的图案创作说明了中国人的智慧所在，其中又以花卉

植物元素的装饰纹样居多[4]。

2．1 植物纹样

在明清时期，植物纹样在服饰上的应用非常之多。

民国时期，花卉图案更是成为最受欢迎的装饰图案之

一。中国传统的装饰手法多为象征、隐喻、借代、谐音

等，借助自然事物装饰服装又寓意其他意义。人们采

用松、竹、梅、菊等植物花卉纹样作为装饰图案，一方面

是为了使旗袍整体富有活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图案

来隐喻自身的高尚品格。后来，随着思想文化的改变，

一些没有特别含义的植物也出现在服装上。在此类植

物图案中，又以花卉图案居多，如图5所示，图中的牡

丹花卉图案皆有枝叶作为联系，整体自然不浮夸，花瓣

以亮色为主，抢人眼目。牡丹寓意大富大贵，深受民众

喜爱。

圈5牡丹花卉纹样应用

2．2动物纹样

民国时期多采用龙凤等动物图案，主要是象征祥

兆。因过去有“龙凤呈祥”的说法，所以人们认为龙凤

寓意一生富贵，也暗示了身份的高贵。此外，还有一些

蝴蝶仙鹤等动物图案也得到了应用。如图6所示，蓝

色旗袍图案主要是龙与祥云，红色则是龙与风的结合，

这两种图案在早期旗袍是比较受欢迎的，且富有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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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韵味。

图6龙凤纹样实例

2．3几何纹样

几何图形的兴起，主要是受到西方艺术运动的推

动，且民国旗袍与西方服饰审美具有一致性。因此，旗

袍的装饰图案也吸取了西方的特点，在受欢迎的几何

图案中，有在面积区域分成的圆点纹样和方格菱形纹

样，以及在线型区域分成的直线图形和非直线图形，如

波浪纹。

2．3．1 圆点纹样

如图7所示，圆点图案简洁大方，颜色统一，相比

较完全没有图案的旗袍，加上圆点图案，使得穿着者多

了一丝活泼青春的气息。

图7圆点纹样买例

2．3．2 方格菱形纹样

菱形图案在民国时期的应用颇为广泛，它打破了线条

的普通，组合成常见的几何图形，通过颜色的渐变和线条

的效果，拉长了人体在视觉上的比例，而且菱形的不规则

感让穿着者多了一丝成熟的感觉，如图8所示。

2．3．3 直线型纹样及变化线型纹样

直线型纹样又分为横条和竖条，如图9所示，在普

图8菱形图案实例

通的旗袍上加上均匀的线条使得服装看起来多了设计

感，在视觉上也有一定的效果。横条直线可以拉长人

体的横向比例，使人看起来比较丰盈饱满。竖向直线

则可以拉长人体竖向比例，让人看起来高挑轻盈。

黪判

图9直线型纹样实例

图10变化线型纹样实例

除了横竖向的直线，线条的形状也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是变化较多的波浪纹，也可以是弯曲的不规则纹

路。每种变化的图纹给人的设计与审美都是不一样

的，如图10所示的民国时期旗袍中，波浪形的图案让

．，矗r、咚t_jI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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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起来更加立体饱满，更多地展现出了女性的特点。

2．3．4 与团花纹样组合及其他

除了上述一些装饰图案外，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

些别的图案，它们既不是花卉也不是几何，而是在这些

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独特而新颖。“嚣”“寿”等字都有

好的寓意，“嚣”表示双喜临门，一般出现在旗袍婚服

上，结合一些其他的花卉纹样，使得旗袍看起来十分别

致；而“寿”字，一般寓意福寿无疆。如图11所示，“寿”

字与团花图案组合形成新的图案，改变了图案原有的

单一局限性。此外还有一些几何图形的组合，它们在

单一的几何纹样上又连接了其他形状的图样，使得服

装变得复杂精致。

图11其他组合纹样实例

3结语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与沉淀，民国时期的旗袍成为

了当时女性高贵大气的代名词，并为后来旗袍的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实物、图片及史料的

分析与研究，概括旗袍装饰纹样在民国不同时期的发

展演变，进一步论证了旗袍装饰纹样在现代服饰设计

中的真实价值和可借鉴性。研究表明，民国旗袍中的

装饰纹样如点缀的碎花图案、规则的线型图案、团花纹

样或是简单的几何纹样，对其在现代服饰设计中有关

装饰纹样的选取、纹样的结合及色彩面积设计都具有

借鉴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劲竹．民国时期旗袍演变所见海派文化EJ]．新西部(理论

版)，2012，(11)：87．

E2]张丹栎．民国旗袍的装饰研究及现代设计创新[D]．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2012．

E3]佟志军．旗袍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及创新性研究[D]．苏州：

苏州大学．2007．

[4]张虹．花卉植物元素在旗袍与和服装饰图案中的应用比

较[J]．丝绸，2014，(9)：57．

Analysis on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Republic Cheongsam
HUANG Bi—rong，XU Zheng-zheng+

(School of Textile and Garment，Shao)(ing University，Shaoxing 312000，China)

Abstract：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eheongsam in 1912～1949 peri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expression and features of plant

patterns，animal patterns，geometric patterns and other combinations patterns of cheongsam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confirmation

of objects，pictures and literature．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were obtained．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Republican decorative patterns was analyzed，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patterns for cheong—

S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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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rea-dialdehyde Starch Sizing

WANG Miao

(Shaanx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xtile Accessories，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The influences factors of the synthesis of urea—dialdehyde starch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proportion with

the original starch．The appearance of size film and sizing property were tested and analyzed with different ratio．The resuIts show司

that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urea-dialdehyde starch and native starch had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and it was suitable for warp sizing．

Key words：urea-dialdehyde starch；size appearance；sizing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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