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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旗袍典型元素解读
（一）造型元素

旗袍最经典的造型是中式立领，装袖或抹肩袖，偏襟，大

襟头在左边，中国结式盘扣，有腰省和胸省，在腿部有开衩的

连身裙式造型。由于吸收了西式的裁剪手法，这种旗袍在胸腰

臀处的曲线自然流畅而又不张扬，其造型曲线从领至肩、胸、

腰、臀然后至下摆，整个线条一气呵成具有书法般的线条美

感。而其高领大襟的设计又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内敛特质，遮

与露、实与虚表现的恰到好处，因此被现代人视为 20 世纪中

国衣着传统的代表和中西交融的设计典范。

在旗袍经典造型的基础上，领、袖、襟、底摆等部位还可以

有多种变化。例如领子还可以用凤仙领、水滴领、平领、褶领；

襟部有对襟、琵琶襟、无襟等。

（二）色彩与图案元素

对色彩的喜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和内在气质，中

西方服饰在用色方面就有着明显的区别。总体来说中国传统

服饰用色鲜艳浓郁，如大红、明黄、墨绿、靛蓝等，而近代西方

服饰在色彩上则偏好米、白、咖啡等优雅轻快的高级灰的色

调。

中国传统服饰非常注重衣服表面的装饰效果，各种图案

与纹样运用使得其具有繁复华丽的风格特征。旗袍的图案就

延续了这样的特征，多采用中国传统吉祥纹样，龙凤纹，如意

纹，万字纹，花鸟纹等，有吉祥如意的寓意。这些图案或单独在

胸背部使用，或作为镶边出现在袖、底摆等部位,目的都是为

了点缀旗袍，随着图案变化呈现旗袍的多种性格。

（三）面料元素

面料的不同会使得所设计的款式表达的视觉效果不同，

通过选择不同材质的面料来体现服装的风格。由于旗袍来源

自清朝皇族妇女的旗装，因此在面料上也继承了其奢华和装

饰性强的特点，多重刺绣的绸缎，云锦，镶嵌金银丝的丝绒等

都是旗袍常用到的面料。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改良后的

旗袍，开始使用各色府绸，真丝双绉，棉印花布，麻纱，薄花呢

等面料制作。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旗袍，还是以天然

纤维的丝绸为主要面料。

二、旗袍创新设计手法
（一）夸张与变形

中国和西方对服装和形体关系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中国传统服饰为平面裁剪，注重的是纹样和装饰之美，而

西方设计师的人体本位思想，使得他们在服装上更注重表现

人体的曲线美，其造型下总是沿着身体的曲线进行夸张的。在

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含蓄内敛的中国元素就需要被夸张和放

大，来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设计效果。

Balenciaga08 春季中国风系列时装，保留了原有中国旗袍

的高耸衣领及纤细腰线，利用立体剪裁和硬质面料塑造出具

有夸张肩线和臀围的廓形，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二）简化与提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规范衍生了人体美的遮蔽观念，

这使得人们极度追求衣服表面的装饰效果，因此中国传统服

饰具有了繁复华丽的风格特征，这与现代社会追求简约实用

的心理和时尚趋势是相悖的。在设计上必须根据市场需求来

制定目标，于是，设计师们往往化繁为简，将旗袍最典型的元

素进行提取，去掉细枝末节的构成，经过简化和改良创造出更

符合现代设计风格的造型。

（三）与新元素的排列组合

旗袍的经典造型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确定下

来，之后就再未发生大的改变。由于时装必须要有鲜明的时代

性，所以将旗袍搬上国际时尚舞台，就要结合时尚流行元素，

用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诠释。

（四）混搭与颠覆

古典旗袍所塑造的那种婀娜多姿，端庄雅致的女性形象

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印象中，经典的旗袍样式能较适度地表现

女性美，但是这种典型的东方美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却有着缺

乏时尚感，个性不够突出，搭配变化少等弱点，因此阻碍了旗

袍的流行。21 世纪以来，人们更加看重自身的个性特点，混搭

成为一种流行不衰的风尚，各种颠覆传统和常规的设计层出

不穷。这种服装是对人们内在天性的释放，其打破传统的造型

包含着更多服饰之外的情感因素。

三、结论
旗袍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它的美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永恒魅

力，它的美在不同时代特征中得到不同的体现和升华。现代旗

袍设计与世界流行时尚元素不断交融，旗袍设计要让国际流

行与民族文化相碰撞来产生新的设计理念和手法，使传统旗

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崭新的面貌融入不断进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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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旗袍的创新设计使传统旗袍焕发出新的活力，本文对旗袍的典型元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对旗袍的创

新设计手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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