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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是我国独有的，富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传统女装，旗袍

用流畅的曲线造型十分贴切自然地勾勒出东方女性躯体的婉

柔美，体现出含蓄凝重的东方神韵。

旗袍是由满族妇女常穿的服袍演变而来，这是一种袍长

至足，上下不分的衣连裳式样，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

称之为“旗袍”。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妇女也普遍穿用，但与最初的旗袍在

式样上有变化，主要变化是旗袍的长短，短的至膝下，长的几

乎拖地掩足，袖子有半袖和长袖，而且有肥有瘦，旗袍四周缘

花边，两侧摆缝下端开衩，并且有高有低。30 年代初期，旗袍

腰部做的较瘦，显得合体并能表现出身体的曲线美。

30 年代后期，受西方服饰的影响，出现了改良的旗袍，这

种旗袍在结构上吸取西式立体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

体，这种加入西式服装特点的海派旗袍，很快从上海风靡于全

国各地。这种兼收并蓄的中式服饰，很快成为近代中国女子的

标准服装，成为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

50 年代初期，城市中一些中、老年妇女在夏季仍穿旗袍，

随着就业队伍的扩大，到了 50 年代后期，穿着旗袍的人逐渐

减少，60 年代到 70 年代基本消失，80 年代到 90 年代，又有一

些妇女穿起来。旗袍制作简单而且省料，穿着文雅、美观。当前

妇女穿的旗袍作为便服穿着的衣服较短，在夏季穿着，作为礼

服，一般是出国访问、文艺演出和青年女子结婚时穿着，衣身

较长，并且有镶边或镶饰。旗袍已经成为能体现中国女性美的

服装，用最中国的布料，如丝绸，锦缎等，做成最中国的服

装———旗袍，穿在发髻高挽身段窈窕的中国女子身上，那种东

方的美，东方的神韵，令人叹为观止。旗袍造型流畅，缝制简

便。在夏季可以用棉布，丝绸，麻纱面料制作，在秋冬季可用棉

丝绒，五彩锻制作，也可挂上全里，即保暖又华贵，在社交场合

用精致高档的旗袍做礼服，典雅高贵，不失雍容风度。日常穿

用可选用花素全棉麻绸或涤棉细布制作的旗袍，即朴素又大

方。选用小花，素格，细条制作的旗袍，可表现出温柔，稳重的

风格。

作为礼服的旗袍，最好是单一的颜色，一般常在绸缎面料

上刺绣或饰物面料以典雅华丽，柔美挺括的织锦锻、古香缎和

金丝绒为佳。为了体现女性的端庄，旗袍的长度最好是长至脚

面，开叉的高度应在膝盖以上，大腿中部以下，穿无袖旗袍，不

要暴露其内衣，冬天可配以披肩，但不适合戴手套。

穿旗袍可以配任何发型。短发、烫发、盘发、扎辫子，各有

特色和韵味。只要头发的造型能弥补脸型的缺陷，使发型，脸

型，旗袍整体协调即可。

另外，鞋子适宜穿中、高跟鞋，不仅能起到增高的作用，而

且能起到收腹、挺胸、抬头、直腰，突出女性曲线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有精美的，小巧的手袋，以及与旗袍颜色相

配的精巧的阳伞，和旗袍相配都是锦上添花。

旗袍穿着既要光鲜亮眼，又要得体大方。服装不能脱离人

体而孤立存在，旗袍也一样。穿旗袍身高个头适中，1.60-1.70

米最合适，过高过矮都会破坏旗袍的整体美感，要求女性凹凸

有致，该凸则凸，该凹则凹，太胖与太瘦都不适合穿旗袍。胸部

大小要合适，太凸太平都不适宜，骨感是穿不出旗袍的味道来

的。再次，腰身要细，腰身太粗的人穿旗袍不美观，小肚腩会影

响旗袍的视觉美。臀部要稍丰满，略微有点翘才显女性的曲线

美。

最早把旗袍穿出国门是宋氏三姐妹，向世人展示了具有

传统特色的中国服装。在电影《花样年华》里，张曼玉更换了三

十七套旗袍，把旗袍的美展现的淋漓尽至。

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一届举办

国，要表演一个节目，14 名中国女孩，身穿改良的短旗袍，红

底白色大牡丹花图案的传统花色，用传统的琵琶、二胡等民族

乐器演奏了中国乐曲《茉莉花》———浓郁的“中国味道”，把中

国风吹向全世界，东方的魅力显示出她独到的韵味，全世界眼

睛为之一亮，为之惊叹。张艺谋导演真是太聪明了！他很好的

利用了旗袍，琵琶、二胡、乐曲《茉莉花》这些中国独有的元素，

向世人展现了东方的魅力。

我们为中国有旗袍这样美的服装而自豪。旗袍那流畅、舒

展、明快而简洁的线条重点展示了女性的胸、腰、臀、腿等部

分，突出了女性窈窕多姿的身形，展现出优美的“曲线”。它特

别适合东方女子的身材。因为东方女子身材娇小，比起欧美妇

女肥臀粗腰，要玲珑精致得多。看过外国女子穿旗袍，显得过

于阳刚，缺少柔美。

旗袍是东方的，穿旗袍的女子也是东方的，旗袍的语法是

想象性的，带有东方式的象征风格，它悄然无语地紧贴在身体

的表面，丝毫不张扬，如同东方女子温顺文雅的品质，旗袍的

叙事是平缓的，仿佛白描笔记，简约而又凝练，紧身的裁剪，则

将东方女子柔顺曲美的线条凸现无遗。

旗袍———透溢着东方女人的神韵
梁 跃

（长江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旗袍是我国独有的，富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传统女装，被称为中华民族服饰的典型代表。在现代设计与现实生

活中，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着装式样仍被广泛的借用与应用，研究旗袍对现代服装设计与现实着装具有积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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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2页） 旗袍的美是一种典雅而高贵的美，这种由

旗袍内涵决定的文化品位限制了它的普及，大众化。她不仅仅

表现在对身体的要求上，同时也表现在对穿着者内涵及气质

的表现上。

她是那么成熟、含蓄、妩媚，散发出动人的风情。她需要内

涵，需要味道，需要时光的历练，需要才品的奠基，需要精神的

提领才能够感之她，穿透她，和她神行合一。

旗袍是需要精神的，一个没有精神的女人是无法撑起她

的，那是一种正直向上的精神，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站的直，

坐的稳，走的正；她需要雍容的气质，一个没有气质的女人是

无法驾驭她的，那是一种豁达的心态，一种处世的从容，自信、

通透、练达、激情洋溢；她需要知性的感悟，一个没有才品的女

人是无法代表她的，那是摒弃了所有喧嚣浮华后内心最美好

的体验，职场、家庭、人生经历、经济基础各方面的积累，由内

面向外散发出的一种成熟、沁人心脾的魅力。这种由长久历练

而产生的修养和魅力，饱满厚实，且耐人寻味。

旗袍作为最能衬托中国女性身材和气质的中国时装代

表，不仅深受国人青睐，国外，还有不少设计大师以旗袍为灵

感，推出了有国际风味的旗袍，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她的美被世界所公认。据说，有一个外国元首的夫人，准备随

元首访问中国，她决定到中国后买一件最具中国风味的旗袍，

当她到中国后才发现，宾馆餐厅的女服务员，迎宾小姐都穿旗

袍，后来她打消了穿旗袍的年念头。确实，80、90 年代，出现的

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制服旗袍”实在有损旗袍在人们心中的

美好形象，人们为了区别自己的身份，更不敢贸然穿旗袍了。

但是不要忘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那么多著名的女人，

宋庆龄、宋美龄、林徽因、阮玲玉、张爱玲都和旗袍有着难解的

情缘。

宋庆龄一生钟爱旗袍，也从未放弃过旗袍，她以款款大方

的旗袍出席各种正式场合，她那端庄高贵的美，被世人所称

赞。

说起旗袍当今在中国的地位，还不如和服在邻国日本的

地位，同样是最具特色的民族服装，但旗袍远远没有达到和服

在日本女性心中的喜爱程度。

在日本，每个城市都有大的小的专门的和服店，每个女人

都以拥有一件漂亮的和服为荣，不富裕的人家从小就为女儿

存买和服的钱，日本更是把和服作为一种文化保存。

不久前看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报到很多做传统旗袍的

手艺正面临着失传，令人欣慰的是，在上海又开了几家旗袍

店，具有时尚元素和国际元素的旗袍店非常火爆。

时代在变，人在变，旗袍也在变化，现在的旗袍融入了时

尚的元素，以适合现代人的穿着要求，但要想保持旗袍原本那

种纯粹的美，需要理解与扩展其文化内涵。愿旗袍连接起过去

和未来，关联起生活与艺术，将美的风韵久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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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不断的被要求重来，自然越到后面感

觉越不好，总是前几条的状态是最佳的。有位美国演员说过：

“我认为演员最好先上舞台，然后在去拍电影，因为在剧场幕

布升起之后，演员就全靠自己了，所以从此学会如何在那种条

件下处理自己的行动，并队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是演员们都必

须具备的控制能力。”关于两者之间的异同，历史上曾有过争

议，有人不认同它们是同一种艺术，理由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根

本的区别，主要是认为由于两者表演形式，体现方法，供给观

众看的方式不同等等。而认同两者是同一种艺术的说法的理

由是，它们的表现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艺术在创作任务上应该是共同的。

它们最重要的特点是为了创造、塑造更好的角色，以至化身成

角色的艺术。而且两者都是集体创作的综合艺术。影视表演的

制作过程又与戏剧表演有所不同。影视主要是依靠画面来表

现的。由画面构成的艺术语言是它们的第一要素，它主要是以

“导演为中心”而演员在整体的屏幕或银幕中只是起到一个元

素的作用，景物、道具、灯光等部门都可以参与剧情，能够独立

的表现其内涵和寓意，在影视剧中“景物”已经改变了它们的

从属地位，而是和演员的表演一样是屏幕与银幕造型中的重

要元素，和演员结合在一起，共同完成塑造屏幕与银幕形象的

任务。这就形成了电视与电影艺术不是以演员的表演为基础，

而是以整体画面的造型为基础的美学特征。影视表演是活动

的造型艺术。演员在无限的现实表演区里要考虑到摄影机镜

头里构图的要求。表演时要适应摄影师、灯光师从摄影技巧上

对演员的要求。不同摄影技巧的处理，推拉摇移、俯仰升降、长

短焦距等对演员的表演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在拍摄《家园》

的过程中，因为是第一次拍戏，我疯狂的投入角色创作中，在

现场拍摄中完全忘我，根本就无心去找镜头，也不知道什么时

候是拍摄近景，什么时候是大全景，大全景时则情绪饱满，哭

得稀里哗啦的。而拍近景和特写时眼睛早已哭肿，再想找感觉

却已疲惫不堪了。并且，在人群中的戏，我也不会下意识的去

找镜头和光源，常常被人挡脸或挡光。因此，影视演员在摄影

机前的镜头感不像舞台演员对舞台和观众距离那样能明显感

觉和易于掌握, 所以影视演员一定要掌握好对摄影机具体感

受的本领。

当然，影视剧里的表演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真实、自然去作

评判了，也不是靠演员的经验和演技，就能够打动观众的表

演，应该是来自演员内心的一种力量，被角色所紧紧扣住，全

力以赴，把诠释好角色当作对自己的挑战。作为一名演员，要

想在戏剧和影视剧表演中创造出让观众满意的作品，就必须

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并充实自己，总结过往经验，展示自己的

特长与才华。在了解戏剧与影视表演异同后，取长补短，为日

后创造出完美的角色形象而奋斗不止，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

的亲缘关系是割不断的,也无须去割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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