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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服饰一直以宽衣博袖著称于世!辛亥革命后服装为之一变"西服#中山装#学 生 装#旗 袍#西

式时装等近代服装占据着半壁江山!传统的长袍马褂也未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的服装表现出明显的多元

性特征$一方面形成了以中山装和旗袍为代表的%国服&!另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地域 的

服装存在很大的差异!服饰%辨等次!昭名分&的功能在相当范围内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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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在衣食住行中 居 首 位"与 人 形 影 相 随 已 有 上 万 年

的历史&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华服饰也为之一变&这

一变不仅取决 于 朝 代 的 更 迭"也 是 受 西 方 文 化 冲 击 的 结

果&

一"民国时期的服饰

!一#官方礼服制度&中华民国的成立"要求从外表上

与清王朝脱离关系"服饰文化的改变就是这一要求的外在

表现&中华民国在服饰上的’新(表现在正式服饰上"就是

废除满式的官服顶带"表现在常服上则是不再将传统服饰

作为唯一的选择&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 府 成 立"参 议 院 于 民 国 元 年 七 月

公布了)服制条例*"规定男女礼服制度&女子礼服基本上

为清代汉族女装的发 展%男 子 礼 服 则 分 中+西 式&中 式 为

传统的长袍马褂"西式 礼 服 分 大 礼 服 和 常 礼 服 两 种"大 礼

服又有昼夜之分&昼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

后下端开叉"黑色"穿黑色过踝的靴%晚礼服类似西式燕尾

服"穿短靴"前缀黑结&穿大礼服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

常礼服与大礼服大同小异"惟戴较底的有檐圆顶帽&时人

解释这种中西并存的礼服制度$’竟用西式"于习惯上一时

尚未易通行",,故定 新 式 礼 服 外"旧 式 褂 袍 亦 得 暂 时 适

用&(-’.

中华民国对平时便服"不 作 具 体 规 定"人 们 完 全 可 以

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服饰"无论款式+颜色都不受限制&

!二#男子常服&民 国 流 行 的 男 子 常 服 主 要 为 长 袍 马

褂+西装+中山装等"纯中式的大襟袄+中式裤+黑布鞋亦存

在于广大的农村&这种 差 异 一 方 面 是 由 经 济 水 平 以 及 社

交范围不同而形成"另 一 方 面 也 是 因 职 业+年 龄+职 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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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的不同而出现的!

""西装!在西风东渐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西装早

已为中国人熟知!最初#西 装 绝 大 多 数 是 进 口#",#!年 在

上海$王兴昌记%诞 生 了 中 国 人 缝 制 的 第 一 套 西 装!’#&

%#年代#大都市出现了专门制售西装 的 公 司#还 创 下 了 中

国人自己的名牌!报纸"杂志也开辟专栏"介绍西式服装!

西装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与中装平分秋色并大有后来者

居上之势!清末民初许 多 政 坛 要 人 如 章 宗 祥"陆 徽 祥"周

自齐"朱启玲"曹汝霖 都 着 起 了 西 装#穿 上 了 皮 鞋#提 起 了

手杖#在北京中央公 园 游 园!’%()近 代 名 人 图 鉴*收 录 的 唐

绍仪内阁全体"#人合影中#有[个人穿的是西装!此外#

基本上所有的民国军 政 要 人#甚 至 包 括 像 溥 仪"载 恬 等 满

清贵族都有西装照留世!

西装的流行究其原 因 有 二+一 是 传 统 礼 教 彻 底 崩 溃#

人们不再顾及所谓$服 色 正 朔%,二 是 对 西 洋 文 化 的 崇 尚#

爱屋及乌!正如郁达夫 所 云+$大 家 都 知 道 了 西 洋 文 化 的

好处#中国人非学他 们 不 可 了#于 是 乎#阿 狗 阿 猫#就 都 着

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靴#提起了手杖#以为这就是西洋文化

的一切!%’!(林语堂也说+$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之风气#为

摩登女士所乐从者#唯 一 的 理 由 是#一 般 人 士 震 于 西 洋 文

物之名!而好为之效-颦.!%’((所以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西

装迅速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正式社交服装!

’"中山装!西装无论 从 名 称 上 还 是 样 式 上 都 是 纯 粹

洋人的玩意儿#并不完 全 适 应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特 点#于 是 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中 山 装 出 现 了!孙 中 山 先 生 亲 自 创 导 的

中山装是在$学生装%和$企 领 文 装%的 基 础 上 改 革 而 成 的

一种服装!最早的中山 装 作 关 闭 式 八 字 形 领 口#装 袖#前

门襟上有九粒纽扣#后背有中缝#腰际有阔带式横襟#衣服

的上下左右各缀有一 贴 袋#上 端 加 有 戴 盖#下 面 的 袋 子 裁

制成可以随放进物 品 多 少 而 涨 缩 的$琴 袋%式 样!中 山 装

的款式后来在领子"袋盖"纽扣及袖口等部分都有变化#制

作工艺和色彩等方面都有所改进!

由于敬仰孙中山先生 的 政 治 威 望#政 府 官 员"文 化 人

士等纷纷效仿#一时成 为 民 国 时 期 的 风 尚#中 山 装 成 为 民

国时期 三 大 男 装 款 式 之 一!",!(年 国 共 两 党 重 庆 谈 判

时#毛泽东与蒋介石都 着 中 山 装#可 见 中 山 装 在 中 国 人 心

中的地位!中山装与欧 美 及 东 亚 各 国 西 服 的 最 明 显 区 别

在于他的立领是关闭式的#从而具有了中国民族含蓄内敛

的特色!直到今天#中山装仍然作为代表中华民族气魄的

一种服装#流行在人民的生活中!

%"长袍马褂!虽然经 过 了 以 西 装 为 代 表 的 新 式 服 装

的冲击#传统的长袍马褂仍然占据着半壁江山!褂是清代

特有的一种礼服#穿时加罩于袍服之外!马褂之制于康熙

末年在全国普及#成为一种常服!长衫的形式在民国初年

定型后就再也没有多 大 的 变 化#作 大 襟 右 衽 式#长 及 脚 踝

上’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左右两侧下摆处#开有"尺左

右长衩!

民国仍然将长袍马褂作为国家礼服的一种#但是在穿

着上抛弃了 等 级 差 别!故 而 革 命 者 取 其 义#守 旧 者 取 其

名#使长袍马褂在近代中国服饰舞台上仍扮演了一个重要

的角色!长袍马褂 的 忠 实 拥 护 者&&&中 老 年 人 以 及 守 旧

人士们#依然试图引导 下 一 辈 维 护 传 统#最 起 码 己 身 严 守

陈规穿着长袍马褂#却不知近代的服饰改革早就在青年和

中老年之间划出了一条代沟!众多的青年#由于文化和知

识水准的不断提高#眼 界 的 不 断 开 阔#纷 纷 跨 过 老 一 辈 设

下的界限#置传统与忠告于不顾#普遍追求新式服装#男穿

西服女着裙装已是常见之事!

/三0民国流行的 妇 女 服 饰!民 国 时 期 的 妇 女 服 饰 在

西化速度方面落后于男性#但就款式以及更新速度而言则

比男性服饰丰富!从古至今#妇女的服饰就比男子要复杂

得多"也发达得多!这一时期女子服饰的突出代表就是新

式旗袍和时装的出现!

""旗袍!到’#年代后#由于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

衣身缩短#腰身紧收并缀以肩缝#较以前变得妩媚精致#更

加舒适合体#衬托出女性美!在机械工业逐渐兴起的形势

下#去掉长衣大袖而使 之 轻 便 适 体#无 疑 是 符 合 时 代 发 展

潮流的!%#年代 后#旗 袍 进 入 其 全 盛 期#不 断 创 新 变 化#

时高领时低领#时长袖 时 短 袖 时 无 袖#时 盖 过 脚 面 时 短 及

膝盖11 总体而言#旗袍得衣领紧扣#曲线鲜明#加以斜

襟的 韵 律#突 出 了 东 方 女 性 端 庄"典 雅"沉 静"含 蓄 之 美!

正是旗袍不断自我更新的特性使其永保魅力#成为一种具

有独特风貌的服装#享 有$国 服%之 誉!$中 国 人 都 将 旗 袍

看成女性国服#老派人接纳它是因为它有个完全中国味道

的名字#中国传统袍服 的 表 征 和 含 蓄 美 好 的 意 趣#而 西 式

制作和时尚因素的融入又迎合了必需的开放和开明,新派

人士欢迎它是着眼于 其 连 衣 裙 的 本 质 所 带 来 的 中 西 交 融

的衣着空间#以及与西式服饰类似的时尚感!%’)(

’"时装!除旗袍外#女性服饰繁荣的显著标志之一就

是时装的出现!在某一 时 期 内 通 行 的 新 式 服 装 被 称 为 时

装#时装在上海的广泛 流 行 使 上 海 成 为 全 国 的 服 装 中 心!

商家的服装展演"女演员的穿着都引领着时装的潮流!时

装中的裙装成为都市女性的新宠#样式"颜色时时翻新#举

不胜举#或无袖或荷叶袖#或-W.字 领 或-&.字 领#或 长 及

没裸或短及膝上!披 风"西 式 大 衣"西 式 外 套"毛 线 马 甲"

泳衣"各款帽子"围 巾11 共 同 构 成 时 尚 女 装 的 一 部 分!

有的在西式大衣或外 套 里 面 着 一 袭 旗 袍##则 兼 具 妩 媚 与

端庄的风韵!辛亥革命 后#受 留 日 学 生 的 影 响#上 衣 下 裙

一度是最流行的服 装!一 般 这 样 的 穿 着 以 修 长 的 高 领 衫

袄配黑色素长裙#弃首饰不戴#又称$文明新装%!)妇女杂

志*第九卷第一号所刊民国十二年时上海妇女运动的照片

中#大部分是上衣下裙#数十人中只有一人穿旗袍#还较为

宽博!

二"民国服饰的特性

/一0城乡之别!以上涉及的各式服装都是在城市"商

埠"城镇广泛流行的#所 适 应 的 人 群 也 以 学 生"商 人"政 府

官员等上层 人 士 为 主!在 广 大 的 农 村#这 些 服 饰 鲜 见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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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穿着者更为少见"农 村 劳 动 人 民 的 穿 着 变 化 不 大!仍

为传统的大襟袄#中式裤#白布袜#黑布鞋"衣服的材料也

不如城里变化多样!色 彩 丰 富"他 们 所 穿 的 衣 服 从 纺 纱#

织布#染色到剪裁都是在家庭里手工完成的"所以布料粗

糙!款式简单!色 彩 单 一"$当 上 海 女 子 已 经 开 始 整 烫 头

发!足着高跟鞋时!河北 三 河 县 妇 女 头 上 还 戴 着 三 四 百 年

前的冠子!足下还缠 着 一 双%三 寸 金 莲&’当 北 平 的 贵 族 妇

女已经着贴身旗袍之时!在甘肃还有三十年前上海时兴过

的大镶滚袖衣"()[*

农村与城市之间在 服 饰 方 面 的 差 异 大 致 有 如 下 三 个

原因"其一!城市与外界 的 交 往 远 比 农 村 频 繁!因 此 无 论

是服装的款式还是材料变化都比农村要快很多"其二!在

农村!传统封建思想的 禁 锢 远 比 大 都 市 来 得 严 重!闭 塞 落

后的农民依然固守着 视 服 饰 过 分 艳 美#新 奇 为 妖 气#淫 荡

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 心 理 形 成 的 社 会 氛 围 给 新 式 服 装

的推广设置了重重障 碍"其 三!农 村 生 活 极 为 拮 据!尤 其

在穷乡僻壤之地!养家糊口#暖衣饱食已是奢求!自然没有

追求新潮的经济实 力 以 及 心 思!所 谓$新 三 年!旧 三 年!缝

缝补补又三年(是农民服装的真实写照"所以中国普通民

众的服饰比起上层社会而言是单调而缺少变化的"

+二,阶层之分"如 果 说 城 乡 之 间 的 服 饰 差 别 是 经 济

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原 因 造 成 的!那 么!上 下 层 社 会 之 间 服

饰的差异就是传统 等 级 制 度 残 存 的 表 现"中 华 民 国 在 法

令上废除了沿循数千年之久的服饰等级制度!但在社会心

理上这种等级制度依然根深蒂固"从鲁迅先生所著的-孔

乙已.一文中可以清 楚 的 看 见!以 长 衫 和 短 褂 为 标 志 的 两

个楚汉分明的等级!前 者 可 以 坐 着 喝 酒 吃 菜!而 后 者 只 能

站着喝酒"在长期的民俗文化心理的堆积中!中国人在森

严的等级制度下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服饰角色心态!按照自

己所属社会阶层穿着特定的等级服饰!在穿衣上着重体现

$我们这一群(的心理特征!从而导致了服饰上的雷同现象

非常突出"人们!尤其是中上级人士习惯于通过服饰的款

式#质地来区分不同的职业和阶层"中国的服饰也就成了

一张穿在身上的名片"除此以外还讲究相应的仪容举止!

否则就是$穿上龙 袍 也 不 象 太 子("于 是 在 上 下 层 社 会 之

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隔阂!下层人民即使能负担得起上层

人士的服装也不会逾 矩!这 不 仅 仅 是 因 为 上 层 的 歧 视!也

是下层的自觉"

+三,派别之辨"民 国 时 期 服 饰 穿 着 的 不 同 显 示 出 不

同的政治派别"仅就男 装 而 言!根 据-中 国 近 现 代 名 人 图

鉴.收录的%%个革命党人的照片统计!穿西服者有")人!

穿中山装+包括企领 文 装,者)人!穿 军 装 者’人!穿 和 服

者’人!穿长袍马褂者[人"该书收录的清政府各地督抚

无一例外都穿着官服或长袍马褂式的常服!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辛亥革命中的各省都督除’人外都着军装#西服

或中山装"可见同一政治派别在服饰上具有趋同性")$*清

朝官僚试图以固守清朝服饰来表明自己维护旧朝的忠诚!

而革命派也用新式的服装来体现与旧朝一刀两断的决心!

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各省起义的督抚更是充分地利用服

装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态度"

+四,民族性之别"有国外的学者认为!旗袍和中山装

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在 近 代 服 饰 上 的 体 现!$虽 然 是 西 式 服

装的改变!但是中山 装 很 快 就 成 了 中 国 的%民 族 服 装&!或

者说!在心理上被民族化了"(),*笔者认同这种观点"中华

民国成立后!尤其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

后!全国涌现出前所未 有 的 爱 国 主 义 和 民 族 主 义 情 绪!这

种情绪在服装上的爆 发 自 然 是 要 求 能 有 一 个 代 表 本 民 族

的服装"但是!长期以来!汉 族 并 没 有 自 己 合 适 的 民 族 传

统服饰流传下来!于是在急切的要求下只能将某些服饰加

以异化来达到目的"中 山 装 由 于 孙 中 山 先 生 在 全 国 人 民

心中的威望而成为了男式$民族服装(!再也没有人去追究

中山装的源头实际上 是 洋 人 的 玩 意 儿’同 样!旗 袍 被 选 为

女式$民族服装(!同样没有人追究它的源头是满族的民族

服饰"

中华民国在服饰上 最 大 的 建 树 是 废 除 了 封 建 的 服 饰

等级制度"从此!人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爱好来

选择服饰!使 中 国 的 服 饰 文 化 进 入 了 一 个 真 正 繁 荣 新 时

代"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至 此 中 国 的 服 饰 开 始 一 再 的 被

西化!传统的服饰几乎 消 失 殆 尽!各 旅 游 景 点 的 传 统 服 饰

似乎只是为中外游客准备的!而且不适合穿着参加社会活

动"这样的现状不得不 使 人 忧 虑 华 夏 五 千 年 的 文 明 会 不

会就在服饰这一载体上失落"显然!要保存中国传统的服

饰文化不是仅 仅 建 几 个 博 物 馆 就 能 解 决 的!它 要 的 是 创

新!在新的时代里重新演绎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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