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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典黑的当代&兴霜寸国旗弛的淡出

0梁妮

(梧州学院，广西梧州543002)

[摘 要】 被誉为中国“国服”的旗袍和越南国服奥黛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服饰，是国家形象的象征。

文章通过对旗袍和奥黛特点的描述及对它们渊源和发展演变的分析，剖析当代奥黛复兴的原因和旗袍淡出人们社

会生活的缘由，找出旗袍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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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具有中华民族鲜明的服饰文化特征，代表着中华民

族传统服饰的经典样式，被誉为中国的。国服”。奥黛是越南

最具特色的民族服装，也是越南的国服。这两种服装都是借

鉴清朝满族的旗装设计出来的，具有共同的。血统”，并在演

变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相似的经历。但到了当代，奥黛全面复

兴，旗袍却淡出中国服装舞台。

一、现代旗袍和现代奥黛的特点

(一)现代旗袍的特点

旗袍源于满族的袍服。满族人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形

成了一种直筒式、较为紧窄合体的袍服。它圆领口、窄袖、右

衽、长至脚踝、下摆肥大、并四面开叉。由于它是旗人的袍

子，所以被称为“旗袍”。但旗袍并不是旗装，它是二十世纪

民国服饰设计师参考满族女性传统旗装和西洋文化设计的

一种时装。它将传统的平面服装变为三维的合体服装，将直

筒腰身变成适合人体的立体样式，采用了收省，从腰省到胸

省等。此外，旗袍在保留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新的

结构和内涵：立领、大襟、装袖，适体收腰展现女性的柔美曲

线，两端开衩。底边长短不一，袖口、底边、大襟装饰考究，但

形式趋于简化，由此形成了中国旗袍的基本形式。

(--)现代奥黛的特点

奥黛在越南语中的发音为“Ao Dai”。。∞”在现代越语

里指遮盖到颈部以下的服饰，。dai”就是“长”的意思。奥黛

由上衣和裤子组成，上衣的上半段酷似中国的旗袍，长及脚

踝，只是胸部勒紧。两侧腰收紧，从腰部开叉，收腰效果极佳，

很引人注目，将越南姑娘玲珑有致的曲线身段衬托得恰到好

处。上衣的下半段分前后两片裙摆，走路时前后两片裙摆随

风而动，十分飘逸。此外，与中国旗袍不同的是，越南的奥黛

里面还配有一条白色或是同花色的长达腰际的阔脚长裤。裤

脚足有喇叭裤的两倍宽。

=、旗袍和奥黛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旗袍的发展演变

旗袍源于满族的袍服，是中华民族传统长袍的一个分

支。后来满族人在半耕半牧的生活中将古制的长袍改成了

一种宽腰身、直筒、两边开叉的袍服，被称为“旗袍”。清朝后

期，旗袍领位抬高，袍身绣以各式花纹，领、袖、襟时兴多重宽

阔的滚边。这时的旗袍才是现代旗袍的真正始祖。辛亥革

命后，旗袍被民间妇女所接受，并在吸收西方服饰文化长处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鼎盛期，成为全国

妇女普通的服装之一，也奠定了它在中国女装舞台不可替代

的重要地位。这时的旗袍缩短至小腿，收腰，袖子变小，形成

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改良旗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经

济、文化的变化，旗袍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七十年代末。由

于受文革和大跃进的影响，旗袍更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改

革开放后，西方服装大量涌人，穿着西式服装成了时尚和身

份的象征。旗袍再也恢复不了往昔的辉煌，只会在某些特定

场合中被装着。进入新世纪。被冷落的旗袍，因其华丽典雅

的气息、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它赋予中国女人的独特韵味又开

始了新的崛起。特别是近年来，旗袍以东方的艺术审美为底

蕴，表现国际化多元的美。这让旗袍更有韵味，旗袍又再次

被众多人士所青睐。

(二)奥黛的发展演变

像日本和服深受中国唐装影响一样，奥黛最初的样式也

借鉴了清朝旗装的特点。公元1744年，阮朝皇帝鼓励女性

穿着钮扣式上衣与裤装，这种服装的上衣采用中国清代旗袍

领的设计，这就是越南奥黛的早期形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法国占领越南后。强行将原来类似中国清末旗装的越服发展

为肩袖相融的结构。二十世纪三年代，越南服装设计师设计

了圆型低领、马甲剪裁，强调身材的突显，并将衣扣隐藏于内

部等具有浓厚法式风格的奥黛，并添加了垫肩、袖套、蕾丝、

流苏等欧式配件增强奥黛的美感，最终发展成了现代奥黛。

越南南北统一后，奥黛如同新中国解放后的旗袍一样几近绝

迹。政府要求人民改穿短衫和黑色短脚裤，只允许在少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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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才能穿奥黛。越南。革新开放”后，奥黛再度流行起来，并

成为女性公务人员、新闻主播、旅馆接待、航空公司空姐以及

高中女生的标准制服。特别是近年来，越南政府重新提倡

和普及奥黛，政府不但鼓励妇女在正式场合穿著奥黛，同时

也规定初中以上的女学生以奥黛为校服。

三、奥黛复兴的原因

1．政府提倡。越南。革新开放”后，政府重新鼓励妇女在

正式场合穿着奥黛，之后奥黛就成为女性公务人员、新闻主

播、航空公司空姐以及高中女生的标准制服。1989年越南开

始举办。奥黛小姐”的选拔，使奥黛得到极大地宣传。此外，

政府还鼓励服装设计的学生开展奥黛的改良设计，再加上众

多杂志定期发表新的奥黛款式，使得奥黛进入繁荣阶段。

2．民族和谐。如果是只有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把具有

传统特色的民族服装作为国服，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于越

南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要在众多的民族服装中确定

代表自己国家的国服，并不容易。可见奥黛被定为越南国服

是越南民族和谐的结果。

3．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传承。。奥黛”是越南文化的代

表。穿着奥黛是对越南文化的传承。越南政府规定女生穿民

族服装是力图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这即可培养学生的民

族认同感，继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越南人从小就

产生民族自尊。又可以美丽的青春少女为载体，凸显传统服

饰的优美，形成人们对越南民族文化的美好印象。

4．款式适应时代的发展。当代的奥黛设计独具匠心：收

紧的胸部、夸张的开衩能恰到好处的衬托出越南姑娘身材的

益线和柔美的体态，体现女子的婀娜。将下摆开衩到腰部，

着长裤，又便日常活动方便舒展。现在，又将其领口变矮，将

裙摆随需要改短。以适应快速节奏的现代生活。

四、旗袍淡出的缘由

1．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对传统文化的淡漠。如同奥黛是

越南民族服装文化的象征一样，旗袍一样能体现中国的名族

服装文化。但中国的这一文化已在西方文明的光环笼罩下

失去了光彩。这与已成为越南国际服装品牌走向世界的奥

黛相比，让人觉得可悲。我们现在寻找祖先的文化，有时不

得不去从以前崇尚汉文化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去寻找了。
‘

2．狭隘的民族思维定势困扰。现在很多人不接受旗袍，

他们认为汉服才是正统的中国民族服装，这其实是大汉族主

义的表现。旗袍虽脱胎于满族的“旗袍”，但在演变过程中融

入了很多汉族元素。改良后的旗袍不但不失民族特色更适

应时代的潮流。没有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也是在延续并

发展的，我们不因拘泥于形式，应走出民族狭隘的误区，提倡

服装的多元化。

3．在旗袍面前女人不平等。现代的旗袍更注重突显女

性的曲线美，以展现女性的高贵典雅。但这种特定的内涵所

决定的文化品位限制了它的大众化，同时对穿着者的要求也

十分苛刻，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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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上，而且，旗袍的出现对背景、环

境、气氛要求特别讲究。而能把旗袍穿好的女人并不多，因

此大多数人更愿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时装。

4．淫风恶流玷污了旗袍之美。关于开衩，的确是传统旗

袍上有的，但目的是为了跨马方便。也从没有开到大腿根那

么夸张。旗袍从来不性感，相反很端庄。后来进行的裹胸收

腰的改良，也是很含蓄的。但现在，旗袍正被一股淫风恶俗

所侵袭，一些三陪女、坐台女夸大旗袍的性感，穿着旗袍搔首

弄姿，旗袍几乎成了“坐台女制服”。一般女子穿着稍亮丽的

旗袍，就难免有下贱之嫌。

5．生产商趋利思想造就旗袍尴尬。现在旗袍的流行又

有升温的趋势，于是有不少旗袍生产商为了迎合市场需求，

千篇一律地用色彩鲜艳的化纤仿真丝为面料，制作开衩很

高，做工粗糙的旗袍。这些工艺缺乏，韵味不足，品位不高的

产品严重偏离了旗袍应有的本真定位，损坏了旗袍在人们心

目中的美好形象。

五、旗袍的未来和发展

在没落了三十年后，旗袍再次回归服装舞台。这得益于

张曼玉、巩利等国际知名影星在国际影展上让旗袍大放异

彩。特别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更是把旗袍之美发挥得淋

漓尽致。?但这仅能使旗袍被当作中国国服和对外礼仪的一

种象征性符号，要让它实实在在地回归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中还需进一步努力。

1．设计需创新。“设计创新是中国旗袍复兴的灵魂。”。

这就要在保留旗袍原有风韵的基础上增加现代和西方的元

素。创新设计，可以根据现代消费者的身材和气质，在用料、

设计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可以突破传统选料的局限，国内

外面料都可使用，但应专门设计、定制面料：比如丝绸与现代

面料搭配；或在现代面料上手绘山水画、油画等；线条运用

上，可以打破传统的对称、黄金分割，不对称、非黄金分割、剪

纸、剪贴等艺术形式都可以被运用。以适应现代消费者所认

同的自由、个性、奔放的文化。这是一场“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的变革，它可将旗袍演绎成漂亮舒适而又适合日常穿

着的服饰，再次得到民众的认可。

2．正确的经营模式。现在中国旗袍的生产应走产业化

经营的道路，但企业在打造中式服装品牌规模经济效益的同

时还应注重旗袍的文化内涵，不能因规模和效益而降低旗袍

的品味。此外，老祖宗的定制传统也不能丢。因为批量生产

出来的旗袍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适合的姐妹才能考虑，所

以，旗袍在当代社会失去了它的优势。为此我们可以改变企

业的经营模式。让它们把批量生产和高级订制结合起来，这

样就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要求，让更多的姐妹圆她们的旗袍

梦。

3．官方的正确引导。很多人都希望中国官方可以出面

寻找创作一种符合当今中国人特点的礼仪服装，让它像日本

的和服、越南的奥黛一样成为国家的名片。但同时也知道，

在短时间内要拿出一种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日常服装形态，

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方面，不太可能用制度或者法律来规范

服饰，但可通过民间的引导。众所周知，近百年来，中国最好

的民族服装就是旗袍和中山装，元素及剪裁都符合中国人的

特点。且旗袍经过长期地演变已发展成熟，改良的旗袍比较

贴近大众的普遍审美观，如果能够正确引导，。旗袍复兴”完

全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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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都曾有过东正教堂。新

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俄罗斯族不分老幼，都过着严格的宗教

生活，每天在家中进行晨祷和晚祷，星期日集中去教堂做礼

拜唱圣歌、颂圣诗，听神父宣教布道。初生婴儿要接受洗礼。

被认为是人教的仪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新疆乌

鲁木齐和塔城的东正教堂被拆毁，声像、<圣经)被焚烧，教堂

的各种精美艺术品被破坏无遗，而塔城的东正教堂东正教堂

里面的文物也被一扫而空，从此关闭。此后，东正教教堂的

数量急剧减少，俄罗斯族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使他

们的宗教意识慢慢淡化，很多俄罗斯族的风俗习惯渐渐脱离

宗教的影子。20世纪60年代以前，因为教会势力的垄断，婚

礼必须在教堂举行才有效，否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在60年

代之后，在教堂举行的婚礼就很少见了。由于教堂关闭，原

本在教堂举行的受洗仪式改在家中举行，父母为孩子选定了

。教父～教母”，就请神职人员来家里举行简单的受洗仪式。

从前的。教父～教母”的称呼现在已经改称为“干爸”干妈”

了，宗教意义也被世俗的意义所代替了。

四

自俄罗斯人迁居新疆以来，在同周边的汉族、哈萨克族

和维吾尔族交往的过程中，在新疆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的

影响下，俄罗斯族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变迁。

文化变迁在俄罗斯族文化的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俄罗斯族同新疆的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交错杂居、交

往频繁，甚至还互相通婚，这样，不同民族的文化接触和碰撞

在所难免。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俄罗斯族吸收了周边其他

民族的文化，使自身文化更加丰富、更适合当地环境、更具当

地特色，为新疆俄罗斯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

间。

俄罗斯族的文化对当地文化也有所影响。俄罗斯族的

文化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周边民族利用俄罗

斯族文化中相对来说更为先进的部分来丰富和发展自身文

化。

文化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不以一事一物的变化为终点。新疆俄罗斯族的文化也是如

此，在新的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它还会不断地发生变迁。

【注释】

①俄罗斯族的一支，属于信仰基督教旧教的俄罗斯族人。十

七世纪后期，俄国境内的旧教与新教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八

世纪初期。这种宗教斗争直接反映到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

上，彼得大帝竭力支持新教，残酷镇压旧教徒；其太子则积极

支持旧教，反对新教。结果，旧教失败，无数旧教徒被迫出

逃，出逃旧教徒的后裔被称作是吉尔加克人。

②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次人I：1普查手工汇总

资料)和2003年<新疆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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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迁，我们需要继承旗袍本身那种纯粹的东西，

但更需要变革创新、丰富其内质，使其多元化。只有这样，才

不至于让旗袍出现在不恰当的时候而惊呼它的没落，才能让

女性因旗袍而美丽，让旗袍因女性的美丽而更加炫目。而一

系列的变革发展更能让人看到。国粹”创新后将焕发的巨大

生机，因为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都会被淘汰，国粹也需要与

时俱进。在设计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应用正确的经营模式。中

国旗袍必然会在世界服装界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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