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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元素在现代“中国风”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李 娟

(郑州华信学院，河南郑州451100)

摘要：针对传统旗袍设计元素分析，结合中国风的特点，使设计师精神孕育作品之中。从东方之美的古老文化找到

艺术根源，设计出符合现代时尚的“q-国风”旗袍设计作品。盼能引起本土设计师对旗袍民族特色新潮华的思考，于艺术创

作领域中能有更多元化艺术性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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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旗袍，会令人联想起高贵典雅、温柔婉约的中国女
性特质。旗袍承载着文明，显露着修养，体现着美德，演化
为天地问一道亮丽的彩虹。如此内敛含蓄的旗袍服装，将

中国文化的精神完整涵盖。由领高、袖长、开衩的旗袍样式
与合身线条的体现，旗袍是历史给予中国女性无可取代的
服装。

1旗袍设计元素结构
1．1旗袍样式

(1)领型。旗袍之美在于让穿旗袍的女性显得婉约多
姿，且具有雍容华贵的气质，呈现端庄典雅的风采，而旗袍
的立领可以修饰美化脸型，好似绿叶配牡丹似的，使女性面
部鲜明，表现出明艳清新的风采。民国初期旗袍之领高，先
是低领后再流行高领，因加上高领子能修饰美化脸型，彰显

女性修长的颈部，最高时领高到耳、颚下，因此造成女性头
部不宜转动，在实用性不佳的情况下，又降低领高，甚至到
了无领的款式。

(2)混边与镶嵌。混边从殷商就开始应用于服装设计
上，此方法使平淡无奇的服装有所改观，而混边从单色混边
到多种混边，后来又了镶边及镶嵌的变化。清朝更为夸张
到了十八镶混，几乎连衣服本来的布都看不到，非常华丽美

观，成为女性展现才艺及财富的象征，这种镶嵌方式一直流
行到民国初期。

(3)长度与开衩。旗袍中展现中国妇女温婉贤淑、内敛
美丽、借助合身的裁剪及开衩，展现妇女及性感的一面。19
世纪20年代旗袍的长度大多至脚踝，以掩盖小腿，后来旗
袍长度逐渐缩短至小腿的三分之二，再后来缩至小腿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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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A和厂商B的利润是不断的下降的，这与现实的企业
经营情况相符。由此可见，不断的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也是

企业增加利润的有效途径之一，也再次印证了对生产成本
的控制是企业管理和决策中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因素。

(2)当等≥1时，a≤o，署≤o，则厂商A最优位置位于
a+一0，此时厂商A无利可图，最优的选择就是退出市场，
这时厂商B垄断整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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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分析

本文基于单向的霍特林模型，在原有的模型中引入了

企业的生产成本，探析生产成本对企业选择和定价的影响。
分析结果认为：不管位于左侧的厂商A位于何处，定价如

何，位于右侧的厂商B的最优选择是位于最右端。这样对
于厂商B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对于位于左侧的厂商A而

言，最优的选择取决于生产成本与运输成本的比值，当旦<

1——．1．2—1—1时，厂商A的最优位置位于a*一÷，厂商A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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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择是不进入该市场。这样一来，厂商B可以垄断整个

市场，此时厂商B的利润为黜一U c2 _t。

由于在该模型中消费者只能进行单向购买行为，两个
厂商各自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势力范围”，显然该定
价策略下并不能实现厂商利润的最大化，为了获得更大的

利益，那么很容易导致两个厂商的串谋行为发生，对两个厂

商串谋之后产品如何定价和厂商串谋的约束机制又如何等
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地方，由于该部分的讨论相对较为复杂，
也是笔者今后努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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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到民国时候旗袍成为知识女性所接受的样式，又

受到欧美短裙的影响，旗袍长度又缩短到膝盖以下，开衩长
度多在腿弯之处。

1．2旗袍材质
旗袍多以借助高级绸缎以及精巧的工艺，显得华丽富

贵，亦能借助素面棉布，表现平凡之美。随着新材料的出现，

不局限于丝绸、棉、麻，反而受西方影响，一些尼龙布、弹性好
的莱卡布备受青睐。布料越来越多变，旗袍也千变万化，法
国蕾丝的若隐若现，欧洲提花布的立体图样，高科技的透明
雪纺纱等等，使旗袍不再样式呆板，更符合时尚潮流。
1．3旗袍所富有的精神内涵

身穿旗袍可以端正妇女的姿态，使其美观大方，不轻浮
且受尊重，旗袍作为国服的意义，是因为有令女性显得仪表

大方，能在正式场合展现出属于东方女性的娴熟、含蓄和自

信之美。旗袍作为东方服饰文化中的奇葩，正展示着独特
的魅力，充分展现东方女性的风格和神韵，被世界人民多喜
爱。高立领、腰身合体、二侧开衩的旗袍生动的展现女性身
段曼妙、曲线玲珑的体态。

2旗袍设计的中国风
在时装设计中，中国风的元素主要涉及到唐装、旗袍、

立领、斜襟等，这些设计元素已经出现在世界知名设计师的
作品中，从米兰到巴黎，当设计之寻找灵感时，均会到东方
取经，吸收东方元素。20世纪以来，中国风几度闯入欧洲的
时尚圈，并引导时尚的风向标。法国设计师保尔非常推崇
东方服饰的艺术风格，他说：“在艺术上，和煦自由的微风在
东方吹拂，就像那升起的太阳一样辉煌和美丽。”

最能表现中国风的服装设计首推旗袍。
2．1 中国风的服饰镶边与混边

中国风时尚服饰是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建立在中
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将时尚与中国元素相结合，适
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民族时尚服饰，自身有着独特文化

魅力和个性特征(包括男装、女装、童装、鞋、配饰、家居等物
品)。

在中国传统服饰中，混边与镶边的设计艺术最具有特
色，亦是区分中西服饰的主要元素之一，特别是在旗袍设计
中，更加增添了旗袍精致细腻感与身型曲线的表现。镶混
边在旗袍应用部位多为领、襟、袖、衩、下摆等边缘。

不同材料的镶边形式，不同工艺，风格的镶边形式，不

同装饰技法的镶边形式对服装的设计起着重要的作用。而
镶边的艺术的装饰价值和构成形式对服装的中国风表现作
用不容小视。

2．2中国风的色彩

色彩可以指事物表面所呈现的颜色，也可以指一种思
想倾向和某种情调，同时色彩表达着人们的信念、期望和对
未来生活的预测。传统色彩是带有中国传统韵味的文化象
征，“色彩就是个性”，“色彩就是思想”。例如：

[海棠红]：淡紫红色、较桃红色深一些，是非常妩媚娇
艳的颜色；

[胭脂]：(1)女子装扮时用的胭脂的颜色；(2)国画暗红
色颜料；

[竹青]：竹子的绿色；

[柳黄]：像柳树芽那样的浅黄色。

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有很强的色彩文化倾向，而对中
国所描述的颜色寓意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例如：水墨黑、
琉璃黄、青花蓝、长城灰、中国红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

风色彩。将这些色彩和旗袍设计有效的结合起来，形成更
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文化特色。

2．3中国风的意境

中国几千年的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古建筑、书法艺
术、花卉、瓷器以及水墨画的意境中，找出属于中国的历史
文化元素。将这些元素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演绎提
炼，广泛应用于旗袍设计中，更增添了几分中国风的意境

美。
所谓中国风的服装设计都是这个时代特殊的产物，也

许我们觉得这已经掺进了很多功利的杂质，从而无法窥见

纯粹的传统旗袍形式乃至纯粹的传统文化。对于此，我更
希望用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看待，毕竟穷则思变，唯有发展才
能生存，与流行元素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文化正是在发展当
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问。我也相信“吹尽狂沙始得金”，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会越发向往纯粹，在对快餐式旗袍设
计浅尝辄止之后，纯粹的中国风意境设计必然会吸引着千
万双耳朵以及心灵。

3设计案例解析

图1“花开富贵”旗袍设计

3．1“花开富贵”旗袍设计理念

中国红，是中华民族喜欢的颜色，甚至是中国人的文化
图腾和精神象征，太阳象征永恒、生机、繁盛、温暖和希望，
中国红象征着太阳的意义，流传至今。中国红象征中国人
的魂，崇尚红色，是中华民族的风俗。

在中国民问艺术中，牡丹图纹装饰，形式多彩，其寓意

内涵也鲜明、直接。富贵吉祥是主要的涵义。由牡丹、寿

石、桃花、长春花、白头鸟、花瓶等组成的图案又具有长命富

贵、富贵长春、富贵平安等寓意。最典型的时牡丹组成的凤
凰牡丹图案，除了富贵外，还用于婚嫁和象征爱情，成为表
现民问婚恋的重要题材。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代民俗上，牡
丹作为寓意吉祥美好的花卉和装饰图案，不但成为人们表
现生活美满的重要形式，而且渐渐成为一种特定意义的艺
术符号。

此设计作品以中国红为出发点，并用抽象牡丹代表中
国女性温柔婉约气质，展现出传统思维、新意盎然额旗袍设
计作品。

3．2“花开富贵”旗袍设计材质
红色图文提花布。

3．3“花开富贵”旗袍设计制作工艺
在凤仙领的制作过程中，为了使领子立起来，加上厚芯

才能有固定直立的效果。原先以直布条在衣服做装饰的荷
叶，效果不佳，经多次实验，采用圆形的版裁开使用，边扯边
抽褶做荷叶的效果，即可让荷叶产生波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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