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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旗袍的形成和魅力

戴 旋
(盐城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旗袍的源头可上溯到春秋战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半殖民化、商业化的上海社会形成独特

的海派文化，具有浓厚的商业化倾向，独特的文化环境推动了服饰的发展。受民族文化心理素

质和商业消费因素推动，旗袍得到了改良，发展成为现代旗袍。海派旗袍具有端庄、典雅、韵秀

的审美魅力，成为当时女性主流服装，也成为现代旗袍的代表样式。当代服装设计师只有把握

民族文化内涵，结合时代特色，才有可能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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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旗袍更是中国

女性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服装，其形制体现自然和

谐、内敛含蓄之美，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瑰宝，被

国际上公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服饰。

一、旗袍的起源与形制

在西周末期之前，服饰以上衣下裳的形式为

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服饰有了新的发展，出现

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上衣下裳习俗的新样式，即深

衣。所谓深衣，简单地说，就是上衣下裳连属形式

的服装。史学界一般认为深衣上下连属、右衽、腰

间接缝以下的裳为若干条织物相拼接组合而不打

褶的服饰。深衣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一时，对中

国古代服饰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清代女子

所穿的旗袍与之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清代初期，

满族妇女穿的传统旗袍形制大体是线条平直、衣

身宽松、两边开衩、腋下略收、胸围与下摆的宽度

接近，呈平面直筒化造型，大襟右衽。衣襟常常是

区别式样的标志，常见有琵琶襟、斜大襟、如意襟

等几种。袖子与大身连在一起，是连袖结构。袖

子还留有马蹄袖的影子，袖口窄小，袖长齐手腕。

后来，袖子逐渐变得宽肥，出现了大挽袖、套花袖

等款式，经历了由窄到宽的演变。领型多为圆领

口；也就是在衣身上不装领子，后来逐渐发展为较

低的立领，再后来立领逐渐提高，元宝领成了清末

旗袍领型的经典款式。

民国初，京城上流社会的女性依然以旗袍为

主要服饰，社会各阶层妆饰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

响，但缺乏整体更新的内在动力。上流社会以满

清遗老为主，多沿袭旧制而着旗袍。旗袍款型依

然如故，通常平直宽肥，有大襟。面料以传统的绸

缎为主，偏厚重。平民的旗袍多以棉布为主，可单

可夹。印花面料少，花色也少，旗袍的装饰较为丰

富。与此同时，海派旗袍却吸取西式服饰的裁剪

方式和服饰风格，逐渐趋向显示女性身段，服饰的

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旗袍在于表现人而

非旗袍本身，形成海派旗袍独特的魅力。

二、海派文化对旗袍的影响

1．海派文化性质

上海自开埠以后，日益成为一个江海通津、人

烟稠密、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大城市。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已经成为六大国际化都

市之一，也被公认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的巴

黎”，吸引了全球各地淘金者加入，制造了上海

“畸形繁荣”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杨义先生认为，

十九世纪以来，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文化既要保持

一贯具有的古代吴越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底子，又

要接受近现代西洋文明，尤其是欧美文化的侵袭

和融合。“这种文化撞击带有更明显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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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宇宙观、价

值观和体系。”【lJ一般学者认为，海派文化包含开

放、进取、包容等积极因素，但其内核是商业文化

和市民文化的融合。“海派”一词是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北京某些作家发明的，借以批判上海某些

文人和文风，其对立面便是京派。“当后人用海

派来修饰服装时则是变贬为褒，带着炫耀和赞美

的意味了，‘海派服装’一词差不多是可以与‘海

上画派’攀比了。”【2】“海派”文化的兴起，在很大

程度上是受近代上海社会商业化的影响。作为市

民文化范畴的“海派”文化，它是以上海广大市民

为主要对象，与时尚、商品消费有着与生俱来的亲

和力，多方面反映市民情结、迎合市民需要，其本

身也具有浓厚的商业化倾向。

2．海派旗袍的形成因素

(1)民族心理因素

在半殖民、商业化畸形繁荣的大都市里，作为

时尚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服饰便有了表现自身

的空间。“1921年，上海一批女中学生率先穿起

了长袍。初兴的式样是一种蓝布旗袍，袍身宽松，

廓形平直，袍长及踝，领、襟、摆等处不施镶滚，袖

口微喇，看上去严冷方正。这种式样的服装一经

走上街头，就引起了城市女性的极大兴趣并竞相

仿效。州副这一举动不啻发动了一场女装服饰革

命，在这一时期，上海女性率先兴起一阵“文明新

装”热，即由留洋女学生和中国本土教会学校女

学生率先穿着，城市大众视之为时尚，竞相效仿。

那时旧式袄裙也层出不穷地变换小花样，旧的服

饰渐去渐远，新的服饰纷纷登场。

服饰不仅有避寒保暖的用途，也承载社会道

德，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显示个体的身份，又

反映社会意识形态。上海的明星和交际花可以随

心所欲地穿各式各样西洋服饰，普通女性却不能

无视现实，任意穿着各种时髦的服饰。两千多年

来的封建服饰伦理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儒家文化主张自尊自重，讲究含蓄、中庸，要求女

装多封闭，以宽身长袖示人，身体不可显露出来。

因此，中国古代女性不可能完全摆脱礼教束缚，大

多数人只能在西洋服饰和中国传统服饰权衡中选

择既时尚又不至于遭到太大非议的服饰展示自

己。古代服饰史研究者周汛、高春明认为，旗袍之

所以能够得到中国广大妇女青睐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是经济、便利。以前妇女从上到下一套服

装，需要置办衣、裤、裙等很多名堂，而旗袍一袭就

能代替。而且用料省、也大大减少工本。二是美

观、适体。由于旗袍上下连属，合为一体，加上高

跟皮鞋的衬托，完美地体现出妇女的秀美身姿。

因此，对传统旗袍的改进便是追求时尚的一种极

佳手段。传统旗袍一旦与上海这座独立特行的都

市结合便产生了结晶，孕育出美丽的现代旗袍。

中西合璧、式样完美的旗袍便登上了特定时代舞

台，并扮演了时代女性服饰主角，“重构一种关于

都会生活方式的现代性想象。”【41

(2)商业消费推动

摩天大楼、汽车电话、五光十色的霓虹街灯装

点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百乐门舞

厅”、“大光明电影院”、“24层楼的国际饭店”等

标记性娱乐场所景象折射出消费文化环境。在上

海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

日渐渗透到其中，服饰更是一面反光镜。与外国

人密切联系的买办、富商、洋行职员等纷纷仿效洋

人，开始穿起西服，而旗袍便成了女性的尤物。从

众心理是时尚的动力，大多数人都自觉自愿、亦步

亦趋地紧跟时尚，不愿被认为是现实生活中的落

伍者和守旧者，于是时尚穿着，就成了现代女性获

得社会认同感最便捷的方法。研究资料表明，民

国初就已经从法国进口了缝纫机，加速旗袍制作

的速度，使旗袍流行有了先进的生产条件。商业

的发展也促进了媒体的兴盛，繁荣的媒体对服饰

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星与名嫒及其时尚

的着装是都市里在现代化物质空间外最有声有色

的‘风景’，也是大众传媒介的议程设计中最乐于

摄取的对象，”【"商人与报刊出版者合流，从流行

电影里搜寻明星服饰题材，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名

媛，传播各种新的服装式样，如当时著名的《良

友》画报刊登家喻户晓的新型女性照以及一些激

进的青年学生的照片，大肆渲染新式服装。还有

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十里洋场中的摩登女郎、交

际花、名嫒、电影、戏剧明星等服装潮流领导者，她

们在旗袍式样上标新立异，也促进了旗袍样式翻

新与变化，如交际花唐瑛等人最早就曾在上海创

办云裳时装公司。“经过这一活跃群体的传播，

新的媒体首先在社会上层推广开来，并由此逐渐

向下层社会群体渗透。”【51自三十年代起，旗袍几

乎成了上海妇女的标准服装。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海派旗

袍风行了20多年，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

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美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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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显示出来，促进了女性思想解放，这一趋势波

及全国，海派旗袍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推动力。

三、海派旗袍的审美魅力

海派旗袍具有端庄、典雅、韵秀的审美魅力，

已经成为时尚岁月长河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端庄之美

旗袍对于女性人体基本上是全面包裹和遮盖

的，高领、封闭的前胸，大方得体，有含蓄内敛的一

面，是民族服饰精神的自然传承，却能够从整体上

体现女性形体端庄含蓄之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平面结构造型的

服饰形式受到西方立体服饰造型的影响，改变了

传统旗袍造型宽大、平直、生硬，将体态遮掩呆板

的裁剪方式。立体结构造型吸取西式裁剪方法，

上袖、开领、开衩等，并使袍身更称身合体。旗袍

造型在许多细节上都汲取了西式服装的造型元

素，一般采用收腰、收身的手法，使得旗袍“紧缩

腰身”，使女性的形体不论从正面看、从侧面看、

乃至从全身看都可以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女性柔美

的线条，旗袍上下连成一片，可以展示出女性身体

整体之美。改良后的旗袍线条愈趋流畅、匀称，造

型更加大方端庄；既保留了原有的特点，又融入了

时代气息；既具有东方韵味，又具有西方服饰魅

力。“这正是从二十年代起中国女性对于自身体

态美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才促使她们通过服饰

现象体态，对于自身人体美具有了一种必然性认

识的体现和表现。”【6J釉

2．典雅之美

从形式上看，旗袍的造型略显拘谨，款式的变

化也十分的微妙，一般只对下摆的长短、衩的高

低、袖的有无长短等细节进行处理，使旗袍的款式

富于变化，这种简约的线条恰到好处地凸显出中

国女性的妙曼身姿。有研究者考证发现，从二十

年代起，旗袍便在其袖子的长短和袍裾的长短上

开始做“文章”，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遮盖”与

“袒露”的矛盾。袖口与腰身“紧缩”之后的“遮

盖”所体现的是一种含蓄优雅的美；而“袒露”所

体现的则是女性肌肤美。旗袍所体现的人体美．

也遵循了“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温柔敦厚的

“原教旨”原则。“而这种雅正原则的方法论则是

‘中庸之道’——在服饰审美文化的‘文’与‘质’

的矛盾状态之中，‘中庸之道’为它们指明了达到

‘雅正’的通途：‘衣锦尚纲’和‘衣锦裘衣’。旗

袍的‘袒露’是有典则的，如同‘乐而不淫’一样，

便是‘露不失雅’或者说‘袒露而不失雅

正”∞o鼬。同时，旗袍又是开放的，腿部的开衩，

乃是巴特所推崇的“肌肤的时断时续”的美。中

国女性纤腰、削肩、丰臀的体态特征巧夺天工地吻

合了旗袍的结构造型，她们的性情与旗袍毫不张

扬的形式两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至臻结合。

3．韵秀之美

西式服饰强调表现人体美，追求塑造女性胸、

腰、臀三围曲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这种服

饰理念渐渐被上海女性接纳并运用到设计和裁剪

当中，这时期的旗袍在设计上大胆采用胸省和腰

省，变得袍身贴体，使得女性纤细的腰身与突起的

胸部曲线分明，透出韵秀之美。韵秀即风韵灵秀，

后人评价赵孟颊的字意态“韵秀”。这里借用后人

评价赵孟颊书法的说法，显示海派旗袍的审美特

质。旗袍的造型与妇女的体态相结合，犹如彩云

烘托月亮；又似一幅工笔画，和谐地展示女性身体

的S型曲线。旗袍与女性身体完美结合，恰到好

处地勾勒出女性柔美的线条；旗袍与穿着者身体

贴近，浑然一体，身体单薄者能穿出玲珑精致的韵

味，丰满者则能穿出盈满腴润的富贵气。与其他

服饰相比，旗袍使穿着者风韵灵秀，体现出较高的

文化品位，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半殖民化、商业化、海派文化诸种合力催生了

中国现代旗袍，并使之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女性主流服饰。究其根源，我们可以发现，特定的

历史时空往往给服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关

键在于怎样把握创新求变的尺度。中华民族具有

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有不合时宜之处，但是必定

具有自己的文化精髓，在那个时代，旗袍能够主导

时尚，在于创制者在大胆吸收西方表现人体美的

服饰理念时，没有生吞活剥，照抄照搬西式服饰样

式，而是能够处理好时尚服饰与中华民族伦理的

关系，保留民族文化当中有生命力的成分。对于

今天的服装设计者而言，设计并非简单的翻新求

变，而是如何把美与时代气息、民族文化优秀成果

有机融合，找到最佳的契人点，创造出有生命力、

有前景的好作品。

(下转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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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ation and Charm of Shanghai Cheongsam

DAI Xuan

(School ofArts and Design，Yancheng Institute of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The souI℃e of chcongsams Can be traced back to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in．the 1920s．Semi—

colon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Shanghai social formed unique local culture．The unique cuhural environment reinforced

eommereial tendency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lothirlg．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business culture also improved the con-

sumption factom which had an affect on lllodern cheongsam．1ⅨJclern cheongsam w鼬a泗mod：elegant and attractive．and it be-

came：the mainfully aesthetic clothing．As for the contemporary designer，onty if he grasps ethnic culture connotation and com·

bines with The Times，He maybe create a vigomus work．

Keywords：commercialization SIl喇regional culture modem cheongsam aesthetic chs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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