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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将旗袍这种中国服饰现象放进国际关系史的框架之中#从国际化的角度对旗袍的渊

源-对内融合与对外交流的现象-原因与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对照-分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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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袍u与t旗袍u的渊源及其一般特征

s.s t袍u与t旗袍u的渊源

上古代的中国服装可以分为造型结构上下分离的

二段式服 装t上 衣 下 裳u制 和 上 下 连 体 的 一 段 式 服 装

t深衣u制#这两种形制预示了以后中国服装发展的两

大 趋向.诞生于秦汉时期的t袍u实际上就是t深衣u的

直接继承者.t旗袍u是中国东北地区以满族为代表的

少数民族的一种上下连体式服装.它是伴随着这些民

族 的 生 存 状 态 与 社 会 形 态 的 不 断 进 步 而 诞 生 和 演 进

的#如果把旗袍放到中华民族的整个服饰体系之中#那
么显然它应该是袍的一个分支.

从 国 际 化 的 角 度 来 看#t袍u-t旗 袍u与 希 腊 的

cN[/vO-罗 马 的 /vP4-埃 及 的 w4x40[y[0等 都

属于连体的一段式服装#虽然t袍u与t旗袍u是包裹型#
其余是挂覆型.事实上这时一段式服装的形成是各个

文明体系各自独立演化的一种巧合#而非相互影响的

结果.在服饰史上这是一个有国际关系而无国际交流

的时代.
s.z t袍u与t旗袍u的一般特征比较

旗袍与汉族的t袍u在功能上是有区分的.汉袍起

初是作为深衣的一种内衣而穿用的#以后才演化-升格

为外服#而旗袍-蒙古袍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袍一直

就是作为外服来穿用的.
旗袍 与 汉 族 的t袍u在 造 型 上 是 既 有 区 分 又 有 类

似.区分之一是汉袍通常不开衩而旗袍都开衩#区分之

二是汉袍通常无领而旗袍通常有领*类似之处是双方

都是宽大离体-衣片连袖的平面裁剪结构#事实上这也

是中国传统服装一贯的结构方式.

z 旗袍的对内融合与国际化

旗袍的形成首先是中华民族内部各地区-各民族

服装交叉辐射的结果.这种对内融合可以按其时间与

对象分为两个步骤.
z.s 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满族是由历史上的女真族演化而来%"’{’年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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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改女真为满族!"在其跨越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长

达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中"与北方的蒙古族#鄂伦春族#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交往十分密切$他们曾

经都是行围打猎的游牧民族"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他
们又大都活动于祖国的东北方"有着类似的生存环境$
这些类似的客观事件使他们在着装上也作出了一个共

同的选择&&都以上下连体的一段式袍服作为自己的

外服"同时密切的交往又使他们互相注意到彼此服饰

上的长处并加以借鉴"从而使这些’袍(在外观上越来

越接近"参见图 )$

*图片来源+华梅的,中国服装史-!

图 . 东北少数民族袍服与早期旗袍的形式

/$/ 满#汉之间的融合

这次融合的发生时间是辛亥革命后的 01世纪 01
至 21年代$辛亥革命前"汉族妇女为了与清朝政府推

行满族服饰相对抗"情愿放弃了同样有着漫长历史#并
一直在延续穿用的汉袍"而重新穿起了古老的二段式

服装’上衣下裳(&&上袄下裤或上袄下裙的形式$
辛亥革命后汉族妇女却令人值得玩味地接受了旗

袍"但问题是这时的旗袍已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改变$
这种改变就是+’到了 01年代末"在欧美服装造型的影

响下"进一步发生了减短衣长#收紧腰身的变化$这其

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开始在腰线处向里收拢"使旗袍的

轮廓线一改以往的直腰直线式为收腰曲线式3)4($应该

注意到"’收腰(这个特征是民国前的旗袍所不具备的"
也是所有中国以平面裁剪方式来造型的传统服装所不

具备的$这个变化"是吸收了西式服装造型的结果"是

民国时期中国服饰文化’国际化(的大潮流的体现"参

见图 0$当时的画家兼设计师叶浅予先生已经敏锐地

捕捉到了这种中西方服装进行交流#走向共同的迹象"
参见图 5$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现代化程度

的提高&&’勿需讳言"比中国早一步进入工业化社会

的西方代表着现代&&故空间上的外影响中"同时也

有时间上的今影响古的意思304$(由此可见"汉族妇女

这时所接受的旗袍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旗人所

穿之袍("而是具备了西式造型特征的一种现代意义上

的上下连体的一段式服装$所以甚至有专家提出了对

旗袍的概念的新界定+’旗袍却仅仅指民国至现代的那

种以立领#收腰#开衩等为特征*不一定同时具备!的女

袍"或者说是中国式的 6789:8;8<=8>>?354($

图 @ 收腰紧体旗袍变化的渐进过程

图 A 叶浅予的漫画,东西渐进之妇女服装-

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旗袍对内融合的第一步主

要是与北方少数民族产生联系"没有什么国际关系的

问题$而旗袍对内融合的第二步却与当时服饰上的’西
风东渐(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吸收外来造型方式的过

程与满汉融合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反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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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过旗袍的国际化过程就不会有 !"世纪 #"和 $"
年代旗袍在全中国妇女中的大流行%

& 旗袍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化

旗袍所参与的国际交流在 !"世纪按时间顺序也

可以划分为两个步骤%
&%’ ()世纪上半叶的对外交流

这次服饰上的对外交流实际上是当时中国政治*
经 济 与 文 化 方 面 广 泛 而 深 刻 的 种 种 对 外 交 流 的 一 部

分%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被迫通过租界地*开放

城市等形式允许外国人来华进行传教*办学*行医等文

化传播活动+同时中国本身也委派留学生出洋学习西

方的,格致-%通过这一,进-一,出-+西方的物质与精神

文明*西方的生活方式被引进到了国内+其中也包括衣

生活方式在内%这里对旗袍的影响又包含了两方面./
用西式服装的造型方法对旗袍进行改造+使旗袍完成

了从平面塑形到立体塑形*从无省到有省*从宽大的连

袖到合体的贴身袖再到装袖的变化%当然+这 #个方面

的 变 化 并 非 是 同 步 进 行 的+比 如 收 腰 在 前+装 袖 则 在

后%0以西式服装的穿着方式与旗袍进行结合+比如在

此期间出现了内穿旗袍而外穿西式大衣*上穿旗袍而

下穿玻璃丝袜和高跟皮鞋等,中西合壁-的装束等%
从国际化角度来看+这次的对外交流只是一种单

向的联系+即中国一方作为,接收者-片面地引进作为

,放送者-的西方的服饰文化+而未建立一种互动的真

正意义上的交流关系+当然这是有着当时特定的时代

背景的%
&%1 ()世纪下半叶的对外交流

这次对外交流的发生时间是从 2345年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期间中国引进了外国的牛仔

裤*滑 雪 衫 等 服 装 品 种+引 进 了 外 国 的 镶 拼 等 设 计 方

法+引 进 了 外 国 的 中 性 化 风 貌*军 装 化 风 貌 等 穿 着 方

式+而同时中国也向世界展示和传播了中国的民族服

装与现代服装%2356年 3月+中国历史上 第 一 次 参 加

了巴黎国际成衣博览会+参展作品 3$件+其中 #!件签

订了供货和代销合同72354年又参加首届香港国际成

衣博览会+参展作品 #$5件+签定合同 !"多份+成交金

额 !4#万 美 元%随 后+我 国 服 装 界 又 不 断 组 团 参 加 巴

黎*香港等国际成衣博览会+将中国服装卓有成效地向

海外展示和促销%而这其中旗袍正是主打产品+参见图

$+是代表中国民族服装形象的象征物%
另一方面+来中国进行业务活动的外国大师们,在

回巴黎的路上也并非是空手的829-+马克:伯汉*伊夫

;.北京服装研究所的作品就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旗袍

<.上海服装研究所的作品则在旗袍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变化

=.235>年 3月中国参加第 >"届巴黎国际女装博览会的作品之一

图 ? 中国旗袍的形式变化

:圣罗朗 等 设 计 师 都 不 约 而 同 地 发 表 了,中 国 风-作

品+而这些作品中的中式立领*腋下盘扣*两侧开衩等

一看便知是来自旗袍的影响%
从国际化角度来看+这一次的交流过程是双向的*

互动的而非是单方面的+中国和外国互相作为对方时

尚 的,接受者-和,放送者-+实现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

国际交流%同时+还形成了一种,回返式-的新的交流方

式+即旗袍等民族服装被外国设计师引用后+所形成的

,中国风-作为一种国际时尚再重新影响中国%这与直

接继承中国的传统是不同的+因为这中间已,反映了欧

洲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想象+又

掺 杂了西方传统的审美趣味8$9-%最近两年在南京*香

港等地出现的,中装热-就包含了这样的意味%

@ 旗袍的融合*交流与国际化问题

@%’ 关于旗袍对外交流意义的思考

这个意义含有对内对外 !个方面%对内而言又表

现为 #个方面./促进了中国妇女饰物的现代化%交流

之前穿传统服装的中国妇女的主要服饰物是耳环*手

镯*戒指*发簪等+交流后则更喜爱与现代服装相匹配

的手表*眼镜*围巾*胸针*箱包等现代服饰物的使用%
0促进了服装造型的机能化%袖窄了+衣短了+合身了+
行动效率提高了+这在本质上已现代化和国际化了%这
是 停 留 在 田 园 式 的 自 然 经 济 社 会 中 不 可 能 发 生 的 改

变%A产生了对传统服装等级制的冲击%封建社会中对

服制有着不可逾越的严格规定+而改良后的旗袍却成

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都能穿的一件外衣+只不过因

衣料的不同而有所区分%,穿什么-仅是一个人的嗜好

与消费水平+而不代表血统与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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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而言旗袍是中国民族服装的杰出代表!在 "#
世纪下半叶的对外交流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作为%中国

风&的主角!它已成为了国际时尚的一部分!对提升中

国服装的艺术形象’开发利用传统设计理念’完善中国

出口服装设计及以提高附加值等具有深远意义$
($) 关于旗袍的产业化与国际化关系的思考

国际化是现代服装消费的总体趋势$全球一体化

经济%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

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

的 各国的孤立状态*+,$&服装的国际化消费%超越了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诸层的分歧!打

破 了时空的种种限制*-,&!而成为国际间普遍联系’相

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但这种服装的国际化并非是虚无

的!它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服装的根基之上的!其实质

正是某民族服装在国际社会的推广$例如穿牛仔装已

成为国际流行的一种时尚!但它本是源自美国劳工$现
在旗袍是中国民族的代表!它有没有可能成为国际通

用服装.根据服装变迁规律中%上位的’城市的’装饰性

的’新的东西都占优位*/,&的原则!中国服饰文化在新

世纪对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强并非是空穴来风!季羡林

先生指出0%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

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文明或文

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

能是一成不变的$11到了 "2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

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3,&$因此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盛!旗袍等中国服装将跨世纪地

承担部分国际化通用服装的角色$
($4 关于旗袍与历史上中国服装演化方式的思考

鸦片战争前!中国服装是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相

平行并列’独木参天的一棵大树!因而其主要演化方式

是在于内部的传承和融合$传承是时间上后代对先辈

的继承!比如袍服就有着数千年不变的稳定性和连贯

性$融合是空间上不同地区与民族间的相互吸收!比如

%马褂&!它由汉族的%半臂&演化为满族的%坎肩&!再加

袖子演化为满汉皆穿的马褂$这期间尽管也有一些外

来的东西!如印度服装曾经与他们的宗教一起传入中

世纪的中国!但结果都被中国服饰传统的巨大惯性所

消融!最终还是被纳入了纵向传承的轨道$
民国前后!外来的横向的传播代替了内部的纵向

的继承$这一段时间虽然短暂!但中国服饰传统因此而

所发生的改变却是巨大的和革命性的!旗袍的改良就

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至此!中国服饰存在的根基由以往

的中国传统的一元性而演化为具有亦中’亦西的二元

性$而后尽管在十年动乱期间又有过一段闭关自守的

日子!但改革开放后喇叭裤’西服等大量涌现!意味着

对外交流已经恢复$而今北京’上海等地的前卫服饰就

已是国际时尚圈的一部分了$应该注意到两者性质上

的区别0民国前后的那次对外交流实际上带有一种被

动的应战的性质!而改革开放后的这一次则是一种主

动 的 参 与 和 双 向 的 往 来!而 且 随 着 中 国 即 将 加 入

567!这种参与将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提高$旗袍

等中国民族服装也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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