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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技术规格参数检测记录 

传统民旅服装 ——旗袍马褂 

辑／晓婷 

马褂、旗袍是清代男女的典型服饰，现已成为中国的 

传统服装。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 

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 “马褂”。满人初进关 

时，只限于八旗士兵穿用。直到康熙雍正年间，才开始在社 

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 

便衣，士庶都可穿着。之后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服 

装，不论身份，都以马褂套在长袍之外，显得文雅大方。 

马褂的样式有 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 琵琶襟马 

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 

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 

用异色作为缘边，一般作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 

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沿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 

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 (人称 “福色”)，到了嘉庆年 

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 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 

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 

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 “长袖马褂”。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 

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 “旗人”，故将其称之 

为 “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 

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 

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 

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 “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 

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 

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 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良之后 

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 

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 ，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 

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 

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 

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 

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O年代，几乎成为中国 

妇女的标准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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