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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现代女装的设计审美是与西方近现代服
饰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清朝统治后期受“洋文化”的
影响，女性的穿着打扮发生了变革。其中，皇家等上层社会女
性穿着的服饰最能代表当时女性服饰发展的最高水平。因此，
本篇论文以末代皇后——婉容的服饰切入，分析当时贵族妇
女的旗袍在西方影响下，体现出的服装设计美要素。

关键词：“设计美”；婉容旗袍；女性服饰；中西结合；传统
满装与时尚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满族与汉族长期并
存融合，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服饰文化：汉族服饰宽袍大袖的
宽松结构对满族便于骑射的窄衣紧身服饰相互融合，形成了
风格独特的旗袍。清朝后期，满族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
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
领、袖、襟、裾处有多重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工艺在
旗袍上的应用达到高峰时期。清末期，旗女袍服的繁复装饰受
到西式服装的影响，社会服饰逐渐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
中西的新式款型。“旗袍”广义上包含了从清朝的宫廷穿着到
近代女性的一种裙装款式。

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字慕鸿，号植莲，相貌娇美、谈吐
文雅、仪态不凡，是一位由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教育共同
孕育的女子，但她的一生如昙花一现。十七岁被正式册封为皇
后，嫁入皇宫，四十岁香消玉殒，客死异乡。作为傀儡皇帝的皇
后，婉容仅有过十年左右的荣华富贵，其余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禁锢折磨和情感生活上的孤独凄凉，她从清丽明艳到憔悴枯
槁的样子让人唏嘘不已。婉容皇后偏爱穿着旗袍，同时在西
方文化影响下，将原有款式进行了修改。她早年期间优雅俏丽，
行走在时尚的前沿，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女装的穿着流行
趋势。于是，笔者撷取了婉容短暂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余年
间的服饰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揭开20世纪初期（1934年前作为
界定）主流的女装旗袍的设计美。旗袍，古时泛指满族、蒙古族、
汉八旗男女穿的袍，是一种“衣裳相连”样式的服饰。旗袍由
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是最具代表性、富有民族风情的中
国女性传统服装。满族女性传统旗服，追随着时代，承载着中
国服装发展的文明，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服饰的时尚元素。

1    近代20世纪初影响服装设计审美的因素与流行的趋势
1.1    西方社会文明强势进入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内外交困，国力衰微，摇摇欲

坠难以为继。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实行闭
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的大门；另一方面国内进步爱国人士积
极寻找救亡图存的办法，工人学生运动沸沸扬扬。1911年，辛
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末代帝后
不得不搬出紫禁城，移居到天津的张园和静园。由于西式服装
在中国的普及和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和向往，促使当时人们（包
括溥仪和婉容）在服饰穿着上对西方服饰极尽模仿。西方文
明对晚清女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饰的中西结合上，传统女
装受西式服饰强调形体审美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新式旗袍
在乱世中开始酿成。另外，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旧式的旗女
长袍逐渐被摒弃，新式旗袍应运而生。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迫
使中国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商业贸易日渐兴盛，洋货源源
涌入，临海的港口城市（如天津、大连、青岛和上海等地）的时
装服饰发展迅速。

1.2    思想观念的改变
清王朝的瓦解，人民的思想得到彻底解放，西方文明的普

及进一步大众化，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被摈弃，解除了
在服制上“非旗人不得服其服”的传统衣冠等级制的桎梏。
越来越多的汉族贵妇们也钟情于穿旗袍、烫短发。民主思潮的
传播，社会历史时期的变革导致服装从强调封建等级差别和
繁缛的装饰，转变为服装平民化的程度加强。

1.3    社会名流与大众媒体的影响

当时的报刊杂志对国内外的时新观念、明星生活时有介
绍。这些热门期刊在有意无意中宣扬着服饰上的偶像形象，为
服饰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皇后婉容作为社会名流
之一，经常陪溥仪出席各种场合，她的形象被刊登在报纸上，
更被称为“明星皇后”。

1.4    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方文明对传统文化权威的声讨

使女性们觉醒，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的浪潮。女子装束开始简
练自由、男女平等、女装男性化和机能化。从服装款式的变化
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旗袍的袖子开始缩短，露出手腕，袍身的
长度也减短露出脚踝，服饰整体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
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

2    婉容旗袍的设计元素解析
根据当时社会政治时局的变化，我们可将郭布罗·婉容十

余年的服装穿着大致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步入清宫、移居天
津、离开天津。每个阶段的着装造型由于政治环境和场合的变
化而有所区别，从中反映出服装设计的趋势和变化。

2.1    步入清宫
清朝满族旗袍受汉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礼”的思

想影响。儒家学说中的“礼”衣冠服饰是等级尊卑之礼的标
志，是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表现，并根据女性身份地位的不同
制定了严格制度，装饰繁缛，以明确区分身份和等级。宣统时
期，皇后婉容大婚册封时穿着的朝服也秉承祖制，通过一张当
时的朝服像，我们能看出：头戴朝冠佩领约，胸前挂彩和朝珠。
朝冠冠体是圆顶，周围有呈半圆坡状的冠檐；冠顶呈塔形，镶
嵌着各种珠宝，华贵端庄；内衣穿搭朝袍，外套朝褂；朝袍由披
领、护肩和袍身组成，袍长及地，袍服上绣着龙凤呈祥、如意祥
云和团花福寿等纹样；朝褂圆领无袖，肖似马甲，但和朝服等
长垂至地面。

婚后日常生活中，婉容穿着的旗袍仍沿用了汉族服饰的
宽大廓形，平面结构，直线裁剪，但颜色和刺绣纹样已经变得
简洁清丽。这与传统旗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喇叭状的袖子
和下摆，同时在旗袍内部还会穿着一条马面裙作为内衬。从晚
清开始，现代的生活模式和新观念在当时中国的土壤中发酵，
并与旧制度下的女装发生了碰撞。从一些旧照中可以看出婉
容的旗袍在面料的图案纹样和装饰上的明显变化。首先，旗
袍上的图案从过去复杂华丽的花卉、抽象的吉祥符号，转变为
了淡雅灵动的蝴蝶；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旗袍袖口和裙摆边缘
添加的半椭圆形蕾丝花边。蕾丝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装
饰面料，当时在旗袍边沿处，装饰蕾丝边，既是一种时尚也代
表了经济条件的优越。半椭圆弧形的蕾丝边使女性显得更加
柔和、精致，同时显得旗袍上的蝴蝶似有生命一般，翩翩起舞。
这也体现了服装设计中图案与辅料装饰间相得益彰的美感。

2.2    移居天津
民国初期，旗袍的轮廓变化不大，线条造型较为平直，但

已开始注重女子的曲线美。溥仪被逐出宫，婉容也结束了紫禁
城中的生活，随溥仪迁至天津。在天津初期的生活是她最轻
松自在的时光：时局相对平稳，摆脱了宫中的束缚，与溥仪感
情和睦，生活无忧。她与溥仪在天津的一张合照上的婉容头烫
卷发，娇媚温存，身穿收紧腰身的新式旗袍。20世纪20～30年
代的旗袍进一步吸收西方彰显女性韵味的特色，造型更紧身
修长，宽大的“倒袖”消失了，为了便于行走，两边开高叉，充
分显示出女性的曲线美。这种中西并序的设计一方面提高了
活动的机能性，另一方面增添了东方女性窈窕的体型美感，亭
亭玉立。总体而言，此时的旗袍处于传统与新式旗袍设计的过
渡期，仍是继承了大量的传统旗袍的文化特色，表现为衣长及
膝，袖长及肘，并不太过暴露。

女子着装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衣领时高时低，高时甚至可
以掩住面颊，形同马鞍状，被称为“元宝领”。清末旗袍本是圆
领或低领斜襟，后来受到男装西式“船领”的影响，被高领取

论“设计美”的要素
——以末代皇后婉容穿着旗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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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元宝领”长度一般在四至六寸之间，几乎可以与鼻
尖持平。满族妇女的脸型大多是鹅蛋和圆盘脸，而这种领子以
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将圆盘脸修饰成瓜子脸型，因此
受到清末女子的欢迎。为了体现出设计美感，在元宝领的领边
上还会滚一道装饰用的镶边。

2.3    离开天津
1932年，日本操纵下的伪满政权在长春成立。时局动荡，

婉容一方面受日本人监视，外出活动不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受
到溥仪的冷落，最终精神失常。此时的她已不再注意仪表，终日
与鸦片大烟为伴，形容枯槁，也就无法从中在得出更多的信息。

从近代服装史上我们可以了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民
国旗袍的全盛期，基本廓形已日臻成熟，服装结构上汲取西式
裁剪方法。新制旗袍成为中西服饰特色兼收并蓄的近代中国
女性最时髦的服装。此时旗袍的改造和创新更加频繁，领子时
高时低，袖子时有时无，腰身变窄两衩开的也较高，进一步合
体以显示出女性的体型曲线，由此旗袍成为了这个时代中国
女性的基本服饰之一。

3    结语
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深入，20世纪以来的中国女装开始

不断接受西方女装的流行观念，学习、吸取西方文化体系中女
装的样式、结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女装文化受到冲击，
逐渐偏离原有的宽衣文化，开始重视立体形态的塑造，女装结
构发生了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

造型元素方面，清末满族旗袍的特点是宽大、平直、衣长
及地。到了20世纪，旗袍在原有样式上不断改进，旗袍缩短长

度、收紧腰身、显露出女性体型，改变了传统直线裁剪的习惯
转变为曲线裁剪的观念和技术，窄衣修身的审美取代了含蓄
隐晦的审美意识。图案元素方面，西方思潮的渗入，在服饰图
案中有很大的体现，西式纹样的玫瑰、建筑、风景和条纹格子等
日趋时兴。面料元素方面，洋货涌入，进口面料充斥市场，花样
繁杂的各种软缎、丝绒、绉纱和织锦等开始逐渐流行。“洋布”
的影响，西方的缝纫和剪裁方式的引入，旧式旗袍中的传统手
工装饰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服装配饰方面，作为名门闺秀的婉
容狂热追赶时尚，享受奢华的生活姿态，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
参加各种西式的运动活动，注重细节，耳环、项链、手镯、戒指、
手表、围巾、发夹等一应俱全。婉容是满族贵族所以不需要像
汉族平民那样缠足，她的“天足”也穿上了西方流行的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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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37页）色得以传播与推广，提高周易文化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首先，界面设计要符合人机交互的人性化设计，主页
面与子页面间要实现良好的层级关系和阅读欣赏顺序，并且
超级链接可以快速地使游客进入三维漫游系统进行浏览以及
快速的显示游客所点击对象的媒体信息；各界面要使游客快
速有效地接受遗址文化信息内容，避免花哨和杂乱，通过较为
合适的视觉表达形式来满足游客的浏览需要，使游客对界面
进行有效的阅读和浏览；在界面视觉设计中，注重遗址文化特
色和代表性，例如通过加入具有周易文化特征的创新设计元
素，挖掘周易八卦图在设计中应用的诸多可能性，在视觉上探
索周易文化与界面设计的契合点；利用信息关联和音视频功
能等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可以增强该平台的表现力和娱乐性，
在界面中通过设置音量、开关等按钮，方便游客对音视频的控
制；由于羑里城拥有着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在界面的色彩定位
上可选择较为深沉稳重的颜色从而使界面具有文化的厚重感
和历史的神秘感。

5    结语
三维虚拟现实技术结合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与网络

技术等，将文化遗址进行虚拟复原，为游客打造一个线上浏览
与体验的文化遗址三维互动平台，使文化遗址在数字空间得

以再生和延续，弥补文化遗址受到空间与自然环境限制的不
足。要注重遗址文化的特色和代表性，挖掘遗址特色民俗、文
化的视觉符号，用合理有效的表达方式可以将遗址的文化信
息更好更效率地使受众接收，为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对外交流
提供了一种全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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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97页）抬高起来。他们很珍视自己的作品，每以细字自
署其名于木刻画的岩石或树根之上，正像宋代的画家们一样。”［5］

明代很多有名的刻工能够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自己刻制
的作品上，足见明代刻工地位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使
工匠们获得权利与人格的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工匠们从
此走向自觉自愿的物质文化产品的创造性生产，从而提升了
木刻插图这一文化产品的使用和审美品质。

（2）文人的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促进人们社会价
值观念的变化。伴随着明代中后期以后的商业化浪潮，文人追
名逐利之风日盛。在市场经济的面前，传统文人不但走出文化
的象牙塔，更进一步迈向多姿多彩的世俗社会，适应市场趣味
的需求，尽心文艺创作。

有不少有名的画家就曾经为书籍做插图的创作。如吴派
画家唐寅曾为《西厢》作插图，仇英就为《列女传》作过画稿，
而陈洪绶更是创作了很多不同种类、题材的插图，明代画家参
与插图创作的热情可见一斑。明代的叶盛则在他的《水东日
记》卷二十一的《小说戏文》中就记载道：“今书坊相传射利
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
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
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夫妇，尤所酷好��有官者不
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
澜者，亦有之矣。”在这一大的时代文化潮流之下，文人门自然

也不可避免的将个人的情感、追求、抱负，融入这一俗文化消
费的浪潮之中，推波助澜，无疑又会给这一本属“俗”的潮流
加入了一点“雅”。正是由于文人积极地参与，才使得明代的
木刻插图的题材与风格具有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演变的条件。

4    结束语
明代木刻插图的发展，本质上是对社会发展及意识内容

转变的艺术关照。政策的开放、经济的繁荣、丰富的精神生活
需求、文人的参与、手工艺人地位的提高，为明代木刻插图在
题材与风格上发展出高度的艺术成就提供了可能。对明代木
刻插图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更有待
于我们进一步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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