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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的造型语言在现代高级华服中的
创新应用

摘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简要概括了旗袍造型的演变，重点剖析了旗袍造型语言中的廓形、立领、门襟、盘

扣、开衩五个元素，即简洁柔美的廓形、精妙端庄的立领、流畅灵动的门襟、精致传神的盘扣、朦胧含蓄的开衩。并对高

级华服的概念做了扼要概述，着重阐述了旗袍造型语言在现代高级华服中的创新应用，传统与时尚并存在现代高级华

服中，让穿着者在感受奢华与舒适的同时，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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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云玲

一、旗袍的造型历史演变简述

旗袍起源于 17 世纪，而“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

舜时期，其形制在《中华古今注》中有记载。
(1)

《辞海》

中给旗袍做的定义是：“旗袍始于清满洲旗人妇女所穿

的一种服装，辛亥革命后，汉族妇女也普遍采用，经过

不断改进，一般式样为：直领，右开大襟，紧腰身，衣

长至膝下，两侧开衩，并有长、短袖之分。”
(2)

从历史

演变角度把“旗袍”的发展扼要的概述出来。

（一）满族长袍

顾名思义，旗袍原意是“旗人之袍，起初是满族男

女皆穿的直筒式长袍”。其形制为上下连属、腰部系带、

圆领、窄袖、大襟右衽、盘扣、下摆四面开衩，且窄袖

上接有马蹄袖，装饰简单。

（二）旗女之袍

清朝建立后，满族入主中原地区，在服饰等的管

理上推行“十从十不从”策略，再加之受汉族服饰文化

的影响，使先前具有骑射民族特色的旗女之袍在造型与

装饰上发生了变化：领子经历了由先前的无领到有领、

低领到高领的变化过程，袖口由原来的窄袖逐渐加宽至

30-35 厘米，
(3)

袍身也逐渐加宽，且下摆不开衩或减少

为左右两个衩，衣长加长至脚踝。装饰也日趋复杂，注

重镶滚和刺绣，尤其在领口、袖口、衣襟、衣下摆等部位，

繁缛堆砌，精美奢华，达到顶峰。直到光绪年间，清朝

国力衰退，女袍的繁复装饰才弃繁从简。

（三）改良旗袍

“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形象地描述

了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旗女之袍的生存状况，

即袍身长度缩短，下身着裤或裙，“元宝领”成为当时

的流行款。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受当时局势的影响，满族旗女之

袍在先前的基础上又加以改变，衣长缩短至小腿部位，衣

身变窄，袖子宽大改成上贴下散式，领子仍保留高领，
(4)

腰部内收。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旗袍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中

西合璧”成为这时期旗袍的典型特征，其最大特点是外

部造型及内部结构如领子、袖子较 20 年代变化多端，腰

部也更加修身。其形制先后经历了以下变化：30 年代初，

旗袍长度及膝，“上贴下散”的袖型逐渐消失变成平袖。

30 年代中期，衣长又恢复至足的形制，且两边有半露半

掩的高开衩，腰身紧绷贴体，袖子变成短袖甚至无袖。

30 年代末，旗袍开始运用西方式的裁剪，大胆采用胸省，

去除了传统旗袍中的部分余量，并使用绱袖工艺，令其

造型更趋于立体和合体，“改良旗袍”出现，此时期成

为中国旗袍发展史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40 年代的旗袍，除了延续“改良”旗袍的贴体合身

的风格外，衣身变短，领子也越来越低，有的趋近于无领。

且减去了种种装饰，旗袍整体造型更加西化，风格简洁、

轻便、质朴。 

（四）现代旗袍

20 世纪 50 年代旗袍开始消沉，历经 30 余年，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旗袍作为传统优秀的服饰再一次受

到妇女们的重视，重获生机，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的同时并加以改良，演变出了现代旗袍，其典型特征是

除采用中式的立领、大襟、盘扣、刺绣等元素外，基本

采用西式裁剪。前后片分裁，肩部断缝，绱袖，前片衣

身有胸省，前后片有四条腰省，造型极致贴身紧窄，流

畅自然，色彩艳丽，成为旗袍设计中的经典款式。

二、旗袍的造型语言特色解析

旗袍经过历史的演变，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

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语言和形式美元素，这

些元素如廓形、立领、门襟，盘扣、开衩不仅添彩于旗袍，

而且还成为当代国际与本土服装设计师进行服装创作的

源泉与沃土。

（一）简洁柔美的廓形

张爱玲《更衣记》有这么一句话，“要紧的是人，

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

出。”
(5)

由此可见，旗袍托出女性线条曲线美的廓形特

点尤为受人瞩目。

最初只重视平面效果、不强调服装与人体贴合度的

旗女之袍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沉淀直至今日，其廓形已演

变成衣裳连属一体，线条流畅，结构严谨，收腰省胸，

呈“S”型，无带袢、口袋等不必要的装饰附件，裙侧处

开衩，着其配高跟鞋以增加形体的修长感。廓形元素成

为旗袍造型语言中最稳定且能展现女性优雅曲线、柔美

身段、流畅线条的经典，这种含蓄的曲线造型充分显示

了人体曲线的自然美，也传达了一种生命之美。

（二）精妙端庄的立领

旗袍中的立领同其廓形一样，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

有了今天的形制：硬挺高耸、紧掩颈部，完美地体现出

女性高贵迷人的颈部。通过对领高低变化、领角圆方变

化、领与肩部水平夹角的变化、领面与领里的面料变化

来塑造立领的变化多端，从而来描绘女性颈部的线条美。

旗袍立领从无到有，从高到低的演变过程，从某种层面

上反映了中国女性从束缚中寻求自由的心理历程。

（三）流畅灵动的门襟

门襟是旗袍造型布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除了具有

穿脱方便的使用功能外，在结构设计上还起到了分割和

装饰作用，增加了旗袍的形式美感。门襟以传统满族旗

装中的右斜襟和对襟两种基本造型为原型，在其基础上

传承和创新发展，使门襟的样式丰富起来，常见的形式有：

如意襟、方襟、人字襟、琵琶襟、中长襟、直襟、曲襟等。

不同样式的门襟所表达的装饰效果也是不同的，其中最

具中国传统衣襟风格的要数方襟、琵琶襟。方襟旗袍的

门襟方中有圆，蕴涵了天圆地方的理念，且符合中国人

含蓄、内敛的特征，同时也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化

思想。
(6)

（四）精致传神的盘扣

盘扣在旗袍的造型元素中可谓是点睛之笔，是极具

中国传统民族手工艺特色的元素，其独特之处在于以布

做扣，其源于古老“中国结”的手工绳结技艺，盘扣属

于中国结中的“纽扣节”，是旗袍衣片与门襟之间的搭扣，

盘扣与门襟如同旗袍的左膀右臂，相辅相成，紧紧相依。

旗袍的精工细致与旗袍的简约优雅相得益彰。

旗袍中的盘扣可分为一字直扣和盘花扣两种，两者

的主要区别是尾部的造型不同。一字直扣尾部呈直线型，

简洁大方，较盘花扣刚毅，取材丰富，强调对称美。
(7)

而旗袍中的盘花扣尾部用布条等做成各种形状，常以植

物、动物、文字、几何图案为摹本，如菊花扣、葫芦扣、

茉莉花扣等是从植物中获得形态，且制作时要与旗袍面

料的图案相一致。鱼形扣、蝴蝶形扣、蝙蝠形扣是常见

的动物图案造型，这类盘花扣具有较强的趣味性。福字扣、

寿字扣、喜字扣是常见的文字图案造型，此类扣式较具

有中国吉祥文化特色。因此可见，盘扣凝结了先民们的

聪明智慧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且盘扣凸显出来的精巧

与华贵无不给旗袍增添了魅力。

（五）朦胧含蓄的开衩

旗袍两侧的开衩也是其造型特征元素之一，旗袍开

衩的高低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审美的需求而发生变化的，

其更多地强调了美感和协调性。
(8)

开衩高低与廓形相互

影响，旗袍摆线低则开衩高，摆线高则开衩低。其开衩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行动的方便性，行走时

给人以轻快、活泼之感。二是为了塑造“含蓄、朦胧、

柔和、飘逸”之美，穿高开衩旗袍在行走时，腿部会若

隐或现，以此来表现女性双腿的修长。旗袍在其“露”

的同时，讲究“遮”而更富魅力。

三、旗袍在现代高级华服中的创新应用

（一）现代高级华服概念

《左传·定公十年》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礼服”可称之为

“华服”，是指具有中华民族服饰特征的服装，代表着华

夏民族精神的礼服，
(9)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现今意义的华服

不仅应该包含传统服饰系统内容，还应该更宽泛地吸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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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旗袍的造型历史演变简述

旗袍起源于 17 世纪，而“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

舜时期，其形制在《中华古今注》中有记载。
(1)

《辞海》

中给旗袍做的定义是：“旗袍始于清满洲旗人妇女所穿

的一种服装，辛亥革命后，汉族妇女也普遍采用，经过

不断改进，一般式样为：直领，右开大襟，紧腰身，衣

长至膝下，两侧开衩，并有长、短袖之分。”
(2)

从历史

演变角度把“旗袍”的发展扼要的概述出来。

（一）满族长袍

顾名思义，旗袍原意是“旗人之袍，起初是满族男

女皆穿的直筒式长袍”。其形制为上下连属、腰部系带、

圆领、窄袖、大襟右衽、盘扣、下摆四面开衩，且窄袖

上接有马蹄袖，装饰简单。

（二）旗女之袍

清朝建立后，满族入主中原地区，在服饰等的管

理上推行“十从十不从”策略，再加之受汉族服饰文化

的影响，使先前具有骑射民族特色的旗女之袍在造型与

装饰上发生了变化：领子经历了由先前的无领到有领、

低领到高领的变化过程，袖口由原来的窄袖逐渐加宽至

30-35 厘米，
(3)

袍身也逐渐加宽，且下摆不开衩或减少

为左右两个衩，衣长加长至脚踝。装饰也日趋复杂，注

重镶滚和刺绣，尤其在领口、袖口、衣襟、衣下摆等部位，

繁缛堆砌，精美奢华，达到顶峰。直到光绪年间，清朝

国力衰退，女袍的繁复装饰才弃繁从简。

（三）改良旗袍

“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形象地描述

了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旗女之袍的生存状况，

即袍身长度缩短，下身着裤或裙，“元宝领”成为当时

的流行款。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受当时局势的影响，满族旗女之

袍在先前的基础上又加以改变，衣长缩短至小腿部位，衣

身变窄，袖子宽大改成上贴下散式，领子仍保留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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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部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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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造型及内部结构如领子、袖子较 20 年代变化多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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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作用，增加了旗袍的形式美感。门襟以传统满族旗

装中的右斜襟和对襟两种基本造型为原型，在其基础上

传承和创新发展，使门襟的样式丰富起来，常见的形式有：

如意襟、方襟、人字襟、琵琶襟、中长襟、直襟、曲襟等。

不同样式的门襟所表达的装饰效果也是不同的，其中最

具中国传统衣襟风格的要数方襟、琵琶襟。方襟旗袍的

门襟方中有圆，蕴涵了天圆地方的理念，且符合中国人

含蓄、内敛的特征，同时也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化

思想。
(6)

（四）精致传神的盘扣

盘扣在旗袍的造型元素中可谓是点睛之笔，是极具

中国传统民族手工艺特色的元素，其独特之处在于以布

做扣，其源于古老“中国结”的手工绳结技艺，盘扣属

于中国结中的“纽扣节”，是旗袍衣片与门襟之间的搭扣，

盘扣与门襟如同旗袍的左膀右臂，相辅相成，紧紧相依。

旗袍的精工细致与旗袍的简约优雅相得益彰。

旗袍中的盘扣可分为一字直扣和盘花扣两种，两者

的主要区别是尾部的造型不同。一字直扣尾部呈直线型，

简洁大方，较盘花扣刚毅，取材丰富，强调对称美。
(7)

而旗袍中的盘花扣尾部用布条等做成各种形状，常以植

物、动物、文字、几何图案为摹本，如菊花扣、葫芦扣、

茉莉花扣等是从植物中获得形态，且制作时要与旗袍面

料的图案相一致。鱼形扣、蝴蝶形扣、蝙蝠形扣是常见

的动物图案造型，这类盘花扣具有较强的趣味性。福字扣、

寿字扣、喜字扣是常见的文字图案造型，此类扣式较具

有中国吉祥文化特色。因此可见，盘扣凝结了先民们的

聪明智慧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且盘扣凸显出来的精巧

与华贵无不给旗袍增添了魅力。

（五）朦胧含蓄的开衩

旗袍两侧的开衩也是其造型特征元素之一，旗袍开

衩的高低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审美的需求而发生变化的，

其更多地强调了美感和协调性。
(8)

开衩高低与廓形相互

影响，旗袍摆线低则开衩高，摆线高则开衩低。其开衩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行动的方便性，行走时

给人以轻快、活泼之感。二是为了塑造“含蓄、朦胧、

柔和、飘逸”之美，穿高开衩旗袍在行走时，腿部会若

隐或现，以此来表现女性双腿的修长。旗袍在其“露”

的同时，讲究“遮”而更富魅力。

三、旗袍在现代高级华服中的创新应用

（一）现代高级华服概念

《左传·定公十年》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礼服”可称之为

“华服”，是指具有中华民族服饰特征的服装，代表着华

夏民族精神的礼服，
(9)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现今意义的华服

不仅应该包含传统服饰系统内容，还应该更宽泛地吸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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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的艺术元素和精神，通过对传统服饰的变异、提升、

扬弃而力求反映民族与世界、传统与时尚的创新意识
(10)

。

高级华服是在华服的基础上，采用高级定制的方式

进行创作，讲究量身定制，是以顾客为中心，以设计师

的贴合服务为重点，强调的是服装的专属感，且高级华

服凝聚着设计师的原创情感、工艺师的精湛技艺，以及

手工师的反复工序，是一件凝聚着文化传统和时尚魅力

的艺术品。张志锋的 NE·TIGEN 可以当仁不让的说是

高级华服的代表，其华服以“礼”为魂，以“锦”为材，

以“绣”为工，以“国色”为体，彰显了当代中国高级

华服的博大精深与时尚魅力。除此之外还有郭培的玫瑰

坊、任清君的清君华服高定等，都在用属于自己独有的

方式来谱写高级华服篇章，以此来坚守民族文化和传统。

（二）旗袍在现代高级华服中的创新表现

1. 打破常规的曲线廓形

旗袍的经典廓形为省胸收腰、上下连属一体成型，

胸腰差、臀腰差明显，且胸腰臀呈 S 造型，比较适合人

体曲线，臀围以下多呈“H”型、直筒型，这样的廓形

相对来说较含蓄保守，缺少变化，并且对着装者身材要

求也高，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在现代高级华服的设计中，

根据着装者的体型特点进行设计，有的设计作品已打破

这种传统的廓形，使廓形从单一的 S 型向多样性转变，

已达到层次感、立体感、修饰感的统一。如上身保留旗

袍贴合人体的流畅曲线样式，下裙身则运用“剪切加

量”“褶皱”等西式设计方法把下裙身的 H 型、直筒型

进行夸张化来增加下摆的长度和宽度，从而塑造不同的

裙身形状，譬如鱼尾裙、百褶裙、包身裙等，以此来突

出下裙身的体积感和空间感，使高级华服由“纵向空间”

向“横向空间”转变，以符合现代的流行趋势和审美意趣。

除此之外，在现代高级华服设计中，衣身上仍沿用

传统旗袍的前后省胸收腰结构，但是在衣身上加入了纵

向横向的分割线；也有将旗袍廓形上半身做加减法处理

以及运用解构主义对旗袍廓形进行创新和改良，通过打

散重组、翻转组合、剪切等造型手段来塑造高级华服的

多种廓形；还有将西式的半杯礼服、骨架胸衣等元素创

新性地运用到旗袍造型中，这些中西合璧的完美交汇使

高级华服更加显得超凡出尘，深具时尚冲击力。

2. 突破传统的紧扣领襟

立领和门襟是旗袍造型中的经典代表元素之一，也

是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产物。高级华服在现代设计中 ,

引入旗袍造型中的这两个元素，并加以创新，得到了新

的外观风貌。

在领的设计中，突破了已有旗袍的立领框架，并对

立领进行夸张变形，把单层领创新为多层领，通过降低

领围线，将传统立领变成“V”型领、“U”型领、“Y”

型领、垂领、荡领、翻领、立翻领等，甚至只保留立领

的领圈，把门襟去掉，采用无肩部设计，衣身与立领之

间不相连或是很少相连，以此来体现女性富有骨感美的

肩部。除此之外，在领部的创新上还有一种常用的表现

手法就是采用无领不对称设计，且肩部与花瓣袖、荷叶袖、

两片式西装袖等造型立体的袖型相连，这样的造型露出

肩部、锁骨以及颈部，将现代女性个性独立的社会及人

格特质完美地表达出来。

门襟在现代高级华服设计中已抛弃传统的斜襟设计

章法，如采用前襟、肩襟、甚至是无襟设计手法。但在

有的华服造型设计中还保留传统胸襟元素的形式特色，

只是把其当成分割线来处理，再配合立领将门襟挖空或

做成水滴形、扇形、菱形等的镂空造型露出部分胸部，

加大了胸前的层次感和通透感。

3. 冲破经典的遮掩开衩

传统的旗袍开衩在旗袍的两侧，且开衩位置在臀围

线往下量 15-20 厘米，开衩通常采用滚边和镶边装饰，

而在现代高级华服中，开衩的位置、高度以及装饰都不

再墨守陈规，冲破传统经典，进行改良和创新，使开衩

这一造型元素更富有变化。首先，开衩的位置千变万化，

裙身的前后左右只要符合设计的任何位置都行。其次，

开衩高度也不再是定数，可以开衩至大腿，也可以开高

至腰部。再者，在开衩的装饰设计上，除了运用传统的

镶滚工艺外，还有装饰盘扣、纽扣等饰物，甚至还在衩

的造型上做文章，如衩的前后片采用不同面料，前裙片

正常放量，而后裙片则加入褶裥量，以此来增加下裙身

的空间感和设计感。

除此之外，衩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有的设计已摒

弃传统的直线开衩，而是采用有形态感的曲线造型，衩与

装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也有将门襟与开衩合二为一的设

计，即门襟最后一粒扣位到腰节处，前身左右衣片自然打

开，与衩的功能相似，且搭配方式也有所改变，外裙片内

映入眼帘的不是纤纤玉腿，而是打底裤或打底裙。

4. 不拘泥“布”的盘扣

精致的盘扣是旗袍造型中的点睛之笔，现代高级华

服在继承这一特色的同时也做到了创新，盘扣的材质不

再仅仅是“布”，在套头的立领华服中，盘扣的功能性

被淡化，精致的施华洛世奇水晶或珠宝取代盘扣，但是

其装饰功能没有被削弱，如先前一样锦上添花。在具有

非织物材料也可以用来制作盘扣。例如，金属材质、塑

料材质、树脂材质、玉石器等，这些都能表现出与众不

同的光泽和质感，给现代高级华服添光加彩。

结  语

旗袍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服饰，是经过长时期的沉

淀和演变所成，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最具民族代表性

和最能表现东方女性美的经典服饰。而高级华服代表着

华夏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可以让全世界都感受到

的。我们设计的华服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挖掘

本民族的精华，而旗袍这一“东方奇葩”不仅仅是一种“服

饰”，而是一种符号、一种标志和一种象征，将其造型

中的廓形、立领、门襟、开衩、盘扣这些元素创新性的

运用到现代高级华服中则更能彰显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冯云玲，女，河北美术学院服装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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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辞海》（第五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2页。

(3) 袁杰英：《中国旗袍》，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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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菁：《旗袍元素在现代礼服设计中的运用与研究》，湖南师范大

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7)周楠：《中式传统盘扣及其与传统服装的关系研究》，北京服装学

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8) 陈慧君：《旗袍之美在服饰文化中的体现与运用》，湖南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9)冯悦：《当代华服设计谈》，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2年第4期，

第53页。

(10)潘健华：《论华服文化的深层结构》，载《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2002年第4期，第 33至38页。

北宋之后，中国版图上形成了南宋与金、辽、大理、

西夏和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由于南宋朝廷十

分重视军事防御，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加强了军队建

设，所以使得南宋政权存在了百年之久，长江流域及其以

南的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免受破坏，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

科技、对外贸易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王朝。虽然王朝外部

面临着持续的军事威胁，但是内部的人民却享受着较为安

稳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女性饰品制作精美、材质精良、种

类繁多，反映了南宋时期制造业高度的商品化和社会化。

这一时期以金、银、玉石等各类材质的簪、钗、环、镯、

于奇赫

南宋霞帔坠子造物思想与寓意研究

摘要：霞帔是宋代礼服的组成部分，是命妇身份的一种象征，在南宋时期颇为流行。本文以考古发现的南宋霞帔

坠子为研究对象，从实用、装饰与祈愿三个角度，结合墓主人的身份背景，去探讨南宋霞帔坠子造物思想与寓意。南

宋霞帔坠子逐渐从一个实用的女性饰品转变为一个身份象征的符号，由上流社会逐渐走向民间社会，反映了南宋民间

妇女对于上流社会生活的渴望。命妇的升官、爱情与忠贞都反映在了霞帔坠子上，是南宋祈愿功能最为明显的一件饰物。

关键词：霞帔坠子   南宋命妇   造物思想   祈愿功能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钏、栉背及各种动物形饰品，成为南宋妇女生活中的常见

之物。在南宋墓葬中发现的女性饰品，有一类形如滴珠形、

穿孔并附有圆环的饰品，以前被认为是香薰类饰品，后经

研究被正名为帔坠。帔坠是用于系在妇女的服饰——帔下

方的坠饰，帔字的本义指的是披肩，在南北朝之后也被用

来指披巾。宋代以后，披帛逐渐演变成礼服的组成部分，

叫作“霞帔”。霞帔制作考究，修有精美的纹饰，在穿戴

时从领后绕至胸前，下端所系之物即是霞帔坠子。关于霞

帔坠子的历史演变，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一书中有

细致的考证，
(1)

这里不多赘述。

（接左页） 门襟设计的华服中，盘扣的取材更是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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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的艺术元素和精神，通过对传统服饰的变异、提升、

扬弃而力求反映民族与世界、传统与时尚的创新意识
(10)

。

高级华服是在华服的基础上，采用高级定制的方式

进行创作，讲究量身定制，是以顾客为中心，以设计师

的贴合服务为重点，强调的是服装的专属感，且高级华

服凝聚着设计师的原创情感、工艺师的精湛技艺，以及

手工师的反复工序，是一件凝聚着文化传统和时尚魅力

的艺术品。张志锋的 NE·TIGEN 可以当仁不让的说是

高级华服的代表，其华服以“礼”为魂，以“锦”为材，

以“绣”为工，以“国色”为体，彰显了当代中国高级

华服的博大精深与时尚魅力。除此之外还有郭培的玫瑰

坊、任清君的清君华服高定等，都在用属于自己独有的

方式来谱写高级华服篇章，以此来坚守民族文化和传统。

（二）旗袍在现代高级华服中的创新表现

1. 打破常规的曲线廓形

旗袍的经典廓形为省胸收腰、上下连属一体成型，

胸腰差、臀腰差明显，且胸腰臀呈 S 造型，比较适合人

体曲线，臀围以下多呈“H”型、直筒型，这样的廓形

相对来说较含蓄保守，缺少变化，并且对着装者身材要

求也高，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在现代高级华服的设计中，

根据着装者的体型特点进行设计，有的设计作品已打破

这种传统的廓形，使廓形从单一的 S 型向多样性转变，

已达到层次感、立体感、修饰感的统一。如上身保留旗

袍贴合人体的流畅曲线样式，下裙身则运用“剪切加

量”“褶皱”等西式设计方法把下裙身的 H 型、直筒型

进行夸张化来增加下摆的长度和宽度，从而塑造不同的

裙身形状，譬如鱼尾裙、百褶裙、包身裙等，以此来突

出下裙身的体积感和空间感，使高级华服由“纵向空间”

向“横向空间”转变，以符合现代的流行趋势和审美意趣。

除此之外，在现代高级华服设计中，衣身上仍沿用

传统旗袍的前后省胸收腰结构，但是在衣身上加入了纵

向横向的分割线；也有将旗袍廓形上半身做加减法处理

以及运用解构主义对旗袍廓形进行创新和改良，通过打

散重组、翻转组合、剪切等造型手段来塑造高级华服的

多种廓形；还有将西式的半杯礼服、骨架胸衣等元素创

新性地运用到旗袍造型中，这些中西合璧的完美交汇使

高级华服更加显得超凡出尘，深具时尚冲击力。

2. 突破传统的紧扣领襟

立领和门襟是旗袍造型中的经典代表元素之一，也

是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产物。高级华服在现代设计中 ,

引入旗袍造型中的这两个元素，并加以创新，得到了新

的外观风貌。

在领的设计中，突破了已有旗袍的立领框架，并对

立领进行夸张变形，把单层领创新为多层领，通过降低

领围线，将传统立领变成“V”型领、“U”型领、“Y”

型领、垂领、荡领、翻领、立翻领等，甚至只保留立领

的领圈，把门襟去掉，采用无肩部设计，衣身与立领之

间不相连或是很少相连，以此来体现女性富有骨感美的

肩部。除此之外，在领部的创新上还有一种常用的表现

手法就是采用无领不对称设计，且肩部与花瓣袖、荷叶袖、

两片式西装袖等造型立体的袖型相连，这样的造型露出

肩部、锁骨以及颈部，将现代女性个性独立的社会及人

格特质完美地表达出来。

门襟在现代高级华服设计中已抛弃传统的斜襟设计

章法，如采用前襟、肩襟、甚至是无襟设计手法。但在

有的华服造型设计中还保留传统胸襟元素的形式特色，

只是把其当成分割线来处理，再配合立领将门襟挖空或

做成水滴形、扇形、菱形等的镂空造型露出部分胸部，

加大了胸前的层次感和通透感。

3. 冲破经典的遮掩开衩

传统的旗袍开衩在旗袍的两侧，且开衩位置在臀围

线往下量 15-20 厘米，开衩通常采用滚边和镶边装饰，

而在现代高级华服中，开衩的位置、高度以及装饰都不

再墨守陈规，冲破传统经典，进行改良和创新，使开衩

这一造型元素更富有变化。首先，开衩的位置千变万化，

裙身的前后左右只要符合设计的任何位置都行。其次，

开衩高度也不再是定数，可以开衩至大腿，也可以开高

至腰部。再者，在开衩的装饰设计上，除了运用传统的

镶滚工艺外，还有装饰盘扣、纽扣等饰物，甚至还在衩

的造型上做文章，如衩的前后片采用不同面料，前裙片

正常放量，而后裙片则加入褶裥量，以此来增加下裙身

的空间感和设计感。

除此之外，衩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有的设计已摒

弃传统的直线开衩，而是采用有形态感的曲线造型，衩与

装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也有将门襟与开衩合二为一的设

计，即门襟最后一粒扣位到腰节处，前身左右衣片自然打

开，与衩的功能相似，且搭配方式也有所改变，外裙片内

映入眼帘的不是纤纤玉腿，而是打底裤或打底裙。

4. 不拘泥“布”的盘扣

精致的盘扣是旗袍造型中的点睛之笔，现代高级华

服在继承这一特色的同时也做到了创新，盘扣的材质不

再仅仅是“布”，在套头的立领华服中，盘扣的功能性

被淡化，精致的施华洛世奇水晶或珠宝取代盘扣，但是

其装饰功能没有被削弱，如先前一样锦上添花。在具有

非织物材料也可以用来制作盘扣。例如，金属材质、塑

料材质、树脂材质、玉石器等，这些都能表现出与众不

同的光泽和质感，给现代高级华服添光加彩。

结  语

旗袍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服饰，是经过长时期的沉

淀和演变所成，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最具民族代表性

和最能表现东方女性美的经典服饰。而高级华服代表着

华夏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可以让全世界都感受到

的。我们设计的华服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挖掘

本民族的精华，而旗袍这一“东方奇葩”不仅仅是一种“服

饰”，而是一种符号、一种标志和一种象征，将其造型

中的廓形、立领、门襟、开衩、盘扣这些元素创新性的

运用到现代高级华服中则更能彰显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冯云玲，女，河北美术学院服装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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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之后，中国版图上形成了南宋与金、辽、大理、

西夏和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由于南宋朝廷十

分重视军事防御，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加强了军队建

设，所以使得南宋政权存在了百年之久，长江流域及其以

南的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免受破坏，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

科技、对外贸易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王朝。虽然王朝外部

面临着持续的军事威胁，但是内部的人民却享受着较为安

稳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女性饰品制作精美、材质精良、种

类繁多，反映了南宋时期制造业高度的商品化和社会化。

这一时期以金、银、玉石等各类材质的簪、钗、环、镯、

于奇赫

南宋霞帔坠子造物思想与寓意研究

摘要：霞帔是宋代礼服的组成部分，是命妇身份的一种象征，在南宋时期颇为流行。本文以考古发现的南宋霞帔

坠子为研究对象，从实用、装饰与祈愿三个角度，结合墓主人的身份背景，去探讨南宋霞帔坠子造物思想与寓意。南

宋霞帔坠子逐渐从一个实用的女性饰品转变为一个身份象征的符号，由上流社会逐渐走向民间社会，反映了南宋民间

妇女对于上流社会生活的渴望。命妇的升官、爱情与忠贞都反映在了霞帔坠子上，是南宋祈愿功能最为明显的一件饰物。

关键词：霞帔坠子   南宋命妇   造物思想   祈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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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栉背及各种动物形饰品，成为南宋妇女生活中的常见

之物。在南宋墓葬中发现的女性饰品，有一类形如滴珠形、

穿孔并附有圆环的饰品，以前被认为是香薰类饰品，后经

研究被正名为帔坠。帔坠是用于系在妇女的服饰——帔下

方的坠饰，帔字的本义指的是披肩，在南北朝之后也被用

来指披巾。宋代以后，披帛逐渐演变成礼服的组成部分，

叫作“霞帔”。霞帔制作考究，修有精美的纹饰，在穿戴

时从领后绕至胸前，下端所系之物即是霞帔坠子。关于霞

帔坠子的历史演变，孙机在《中国古舆服论丛》一书中有

细致的考证，
(1)

这里不多赘述。

（接左页） 门襟设计的华服中，盘扣的取材更是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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