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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结构演变过程中衣缝的变化

刘育红
（北京服装学院 民族服饰博物馆，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当下针对旗袍的研究多围绕丰富而频繁的款式变化，但决定其根本属性的是基础服装结

构。旗袍自出现以来，经历了传统中式平面结构向西方立体结构的演变，依据衣身上衣缝的多寡

可以将旗袍结构演变清晰划分为３个阶段：①传统旗袍，其保持传统中式结构平肩连袖，衣身有中
缝；②改良旗袍，其在中式结构基础上大胆创新，取消了中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③现代旗袍，
其肩缝裁开，进入了西式裁剪阶段，在服装结构上完全脱离了中式传统。从衣缝的变迁看旗袍结

构演变的西风东渐，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博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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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期，伴随着封建王朝瓦解与民国建
立，中国服装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保守与激

进，洋服与旗装，各种思潮与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催

生出崭新的服装样式。旗袍正是此时涌现出的杰

出代表，既保持了民族性，又契合时代要求，是基于

传统服装的创新经典，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旗袍出现至今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从不同

角度观察其演化过程，亦会得出不同的理解与心得。

１　旗袍的本质与演变
围绕旗袍的发展，很多论述立足于款式演变，

关注衣身的轮廓和肥瘦、下摆的起落、开衩的高低、

立领的宽窄、衣袖的长短、面料的变换，以及绲边和

盘扣装饰。这些变化不仅花样繁多，而且频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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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甚至是周而复始，显著区别于民国之前历代服

饰的演变节奏，具有较高研究价值。不止是当代，

民国报刊早已敏感地捕捉到了此种现象。１９４０年
《良友》刊载了一篇《旗袍的旋律》，具体如图 １所
示，该文章中用一条曲线归纳了旗袍下摆的长短起

落，是相关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例证。无独有偶，

笔者发现了一张与之相似的图片，裙子长度的循环

周期如图２所示［１］。将图１、图２并置，不难看出旗
袍与同时期西方女装的衣长变化存在相似的规律，

一方面说明了旗袍和当时的西方潮流几乎同步，已

基本具备了近代时装的流行特征；另一方面说明了

一个更重要的现象，即长短肥瘦廓形之类款式的变

化其实是全世界时装共有的现象，东西方之间大同

小异，而并非旗袍独有的特点。

图１　《旗袍的旋律》
Ｆｉｇ．１　＂Ｍｅｌｏｄｉｅｓｏｆ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

图２　裙子长度的循环周期
Ｆｉｇ．２　Ｃｙｃｌｅｏｆｓｋｉｒｔｌｅｎｇｔｈ

法国１９世纪著名艺术批评家、诗人波德莱尔曾
这样形容人与服装的关系：“人类关于美的观念被

铭刻在他的全部服饰中，使他的衣服有褶皱，或者

挺括平直，使他的动作灵活，或者齐整，时间长了，

甚至会渗透到他的面部的线条中去。”［２］同样是关

于此命题，《国语·鲁语下》有云：“夫服，心之文也。

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意为：服饰是内心思想

的外在表现，如同龟壳甲骨，烧灼内部，外表必然会

出现裂纹。就旗袍而言，分割线、缝迹和省道就如

同龟壳甲骨外在的裂纹，定义了服装的结构，展现

出旗袍的本质。图１列举的旗袍在款型装饰层面的
不同，只是在结构基础上的局部调整，而结构变化

才是对其内在本质变化的反映。根据不同的衣片

分割形式，文中将旗袍的演变划分为３个阶段，如图
３所示。旗袍演变的３个阶段分别为：①传统旗袍
平肩连袖，衣身有中缝；②改良旗袍在前一阶段的
基础上取消了中缝，成为十字整一的结构；③现代
旗袍破肩收省，归入西式立体结构范畴。旗袍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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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看似多变，其实背后蕴藏着不变，演绎出传 统服装文化在近代的传承与革新、辉煌与落幕。

图３　旗袍结构演化的３个阶段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　传统旗袍
在对传统结构进行分析前，首先需要明确清代

旗女之袍并非旗袍，不在文中讨论之列。１９２０年１
月８日，《上海时报》刊文“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行，
闺秀勾

!

，各竞其艳。”同年《人言》《民国日报》等也

注意到了旗袍（或称“女子着长衫”）这一现象，笔者

据此判断传统旗袍出现的时间约在１９２０年初。此
后数年之间，传统旗袍的款式从窄袖发展至倒大

袖，由无开衩到有开衩，衣身轮廓、装饰工艺几经变

化，但这一阶段的结构始终保持不变。

传统旗袍结构的首要特征是平肩连袖，即两袖

与大身完整相连，肩缝亦不裁开，平铺呈“Ｔ”字形。
传统旗袍均为长袖，且由于面料幅宽限制，袖中位

置通常有接续。传统旗袍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前后

衣身的中缝，亦是区别第１和第２阶段的标志，但这
一特征以往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合格的裁缝师

傅运用工艺手段将左右两侧面料的花纹完美对接，

使中缝不易觉察，所以观察照片甚至是鉴赏实物

时，中缝往往被忽略。１９２９年民国政府正式颁布
《制服条例》，该条例中女子礼服长衣的图版上清晰

地画有中缝，明确标示出这一时期旗袍衣身中缝的

正统性，民族服饰博物馆藏传统旗袍与民国服制如

图４所示。

图４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传统旗袍与民国服制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ｆｌａｇｒｏｂｅ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ｍｕｓｅｕｍ

清代叶梦珠在《阅世编》卷 ８《冠服》中写道：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

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

端大体，终莫敢易也。”服装轮廓带给人们的视觉冲

击力大于服装的局部细节，它决定了人们对服装造

型的总体印象［３］。“衣”字为象形文字，“衣”字上的

一点如同人的头，下面的一横便是水平伸展的肩

袖。中国历代服装随朝代更迭而绵延变化，即叶梦

珠所说的“随时变更”，其中唯有“Ｔ”字形平肩连袖
结构纵贯数千年的中国服装史，并影响了日本韩国

等周边国家服饰，具备了高度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即属于“大端大体”，是中国传统服装最基础的结构

特征。现代服装裁剪理论源自西方，将中式服装的

平面肩袖形式视为不符合人体结构的弊端，多有诟

病，但是作为中国人，应有认真思考这一结构因何

得以历经数千年而“终莫敢易”的自觉。

《左传》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

章之美，谓之华。”传统服饰与礼仪的紧密关系在华

夏这个民族自称里被庄严定格，服装的形制首先必

须严格遵循礼仪制度规范，同时还需考虑礼仪活动

需要。中国传统礼仪中越是崇高的礼敬越是配合

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如西藏的佛教徒用五体投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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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势表达心中挚诚的信仰。《周礼》中记载有九拜

和揖礼的标准动作，其中高规格的礼节都要求抬高

上臂与肩水平。不止在庄重的仪典当中，即使是日

常生活，国人同样推崇“举案齐眉”。传统平肩连袖

结构方便两臂活动，不会因抬高手臂而提拽腋下的

衣襟，可时刻保持穿着者仪容整齐，是最得体、最恰

当的服装形式。而西方服装的立体肩袖结构虽然

合体但限制了手臂活动，与之适应的是握手礼与鞠

躬礼。

除礼仪之外，就审美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崇尚

温润自然，服装形态舒长飘逸，与西方服饰表现身

体曲线的特点截然不同。平肩连袖的服装在视觉

方面削弱了肩部的棱角，使穿着者的身体线条更加

含蓄流畅，令服装的外在气质与人的内在精神境界

相得益彰。平面肩袖结构的服装充分满足了抬臂

时的活动松量，但当手臂下垂时肩点支撑受力，腋

下必然会出现衣绺，中国传统审美的观点将其视为

自然天成，而非缺陷。伴随人的肢体活动，各种不

同面料出现的衣褶纹路亦变幻有致，平添了服装自

身的韵律感，成为中国传统服饰之美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历代绘画和雕塑作品都相当重视衣纹的

艺术表现，演绎出著名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文

人墨客亦是如此，苏轼曾在观看吴道子画作后留下

《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吟出“几叠衣纹数衿袂”

的诗句。

在礼仪与审美之后，平肩连袖的中式服装结构

还具有技术和功能上的合理性，具体表现为：①平
肩连袖结构不限制肩臂活动；②平肩连袖的形式能
够减少裁剪，降低损耗，最大限度地利用面料；③平
肩连袖结构具有良好的普适性，无需差别处理不同

的肩宽和肩形；④中式平面裁剪的服装非常方便折
叠存放，有效节省收纳空间。林语堂先生赞曰：将

一切重量载于肩上令衣服自然下垂的中服是惟一

合理的人类服装［４］。

传统旗袍中缝即前后衣身中心垂直方向的拼

接缝迹。最初的服装中缝是由于织造的织物宽度

有限，达不到完整衣身宽度而形成，面对不可避免

的工艺问题，古人对此便欣然接受，并将其从合理

上升到伦理的高度。中国服饰审美文化的“比德”

审美现象，是同中国的礼乐文化以及传统诗学的

“比兴”艺术方法或曰形象思维的艺术思维方式分

不开的［５］。《礼记·深衣第三十九》中记载“深衣五

法”，将几种服装结构要素一一对应比喻为道德准

则：“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其

中“绳”为“负绳及踝以应直”，便是指后背正中的衣

缝从领至脚踝应垂直如墨线一般，象征正直无偏。

中缝从此固化成中国传统服装形制的重要特征之

一，作为制衣规范代代沿袭。

进入民国之后，纺织技术的进步使面料织造宽

度大幅增加，同时传统旗袍的衣身尺寸比早期的袄

褂明显收窄，衣身正中的拼缝已可以避免。传统旗

袍裁剪排料示意如图５所示［６］。图５右上为民国教
材中的女长衣即传统旗袍裁剪图，其中面料宽２尺
（约６７ｃｍ），成衣１／４下摆为７寸（约２３．３ｃｍ）。如
果按照图５右下模拟图所示方案调整排料，不仅可
以获得完整的前后衣身裁片，而且可以节省用料长

度。由此可见，当时已完全具备了取消衣身中缝的

客观条件，但长久以来中缝被赋予的引申含义根深

蒂固，使得传统旗袍的形制依旧沿着惯性的轨迹滑

行，并未出现明显突破。

图５　传统旗袍裁剪排料示意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

传统旗袍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虽属新生事物，
但完全承继了中国传统服装的基本结构，平肩连

袖、中缝拼接，形制中规中矩。在当时西风东渐的

社会背景之下，旗袍的出现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清代

汉族女性两截式的穿衣习惯，并凭借带给穿着者的

舒适实用的穿着体验，进入了普通中国女性的日常

生活，为下一阶段的大众流行奠定了良好的群众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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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改良旗袍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世人所公认的旗袍黄金期，

上至社会名流，下到劳动妇女，无论在摩登都会还

是普通城镇，人人都穿旗袍。此时旗袍的款型、面

料、装饰工艺和设计风格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丰富变化，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女性既优雅

含蓄又自信时尚的全新面貌，成为一个时代的永恒

记忆。在五光十色的表象之下，推动传统旗袍发生

蜕变，一跃成为全民女装并大放异彩的关键性革命

是中缝的取消，这项改良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服装创

新的经典案例。

大巧若拙，大匠不雕。中国传统服饰制作历来

推崇“天衣无缝”，追求保持面料的自然完整，尽量

减少和隐藏人为加工的痕迹，将面料的分割与缝迹

视为穿凿，是不完美的缺憾。民国初年，织物幅宽

已不再是限制，衣身的中缝面临着存与废的抉择，

经过传统旗袍阶段必要而充分的积累酝酿之后，衣

身中缝的取消终于得以实现，标志着旗袍由传统裁

剪阶段进入崭新的改良阶段。

对比传统旗袍，改良旗袍保持了平肩连袖的

“Ｔ”字形基本结构，使其传统中式的根本属性没有
发生改变，从外形轮廓上一眼可辨，改良旗袍如图６
所示。传统的服饰制度是对等级尊卑的划分，更多

代表着旧的社会伦理秩序，对其废除符合当时民主

进步的思想潮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旗袍摆脱了制
度约束，在结构改良的基础上激发出无穷的设计灵

感，例如取消中缝，对中国近代服装史影响深远。

图６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改良旗袍
Ｆｉｇ．６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ｔｈｎｉｃＣｏｓｔｕｍｅＭｕｓｅｕｍ

旗袍衣身取消中缝，无需拼接，达到前所未有

的完整，为各种新颖时尚的设计提供了平台。由

此，面料的选择范围大幅扩展，各种大型花卉、几何

纹样、ＡｒｔＤｅｃｏ图案均得以运用，为改良旗袍注入新
鲜的时尚元素。一些织物在保持完整状态时方可

呈现最佳效果，多余的拼接会破坏面料光泽、影响

面料透视、降低面料弹性，甚至削弱面料强力，如绸

缎、针织、丝绒、蕾丝和透纱等品种，都要求制作时

尽量减少拼接，旗袍取消中缝使这些面料的优势尽

显。这一时期的旗袍不仅面料丰富、款式多变，而

且造型简约、合体适度，并催生出各种服饰配件，既

可做礼服，又能做常服，真正做到了跨越阶层与年

龄，深入人心。

旗袍中缝取消的优势明显，但也带来一些弊

端，例如结构改良后出现的门襟遮蔽问题。改良旗

袍的大身衣片展开呈完整的“十”字形，前后左右连

续，只在右衽一侧沿门襟弧线剪开，即“挖大襟”，然

后在裁开线上缘接缝底襟，改良旗袍的衣片结构与

门襟遮蔽示意如图７所示。依据尽量遮蔽缝迹的原
则，传统工艺要求旗袍的门襟必须挡住底襟接缝的

痕迹，即“门襟遮蔽”，门襟盖过缝迹的宽度称为“掩

襟”。如果从平面制图推导，会认为门襟遮蔽是不

可能实现的，但在图７的右图可以看到改良旗袍实
物的门襟的确盖过底襟接缝，掩襟量真实存在，宽

约２ｃｍ。

图７　改良旗袍的衣片结构与门襟遮蔽示意
Ｆｉｇ．７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 ｇａｒ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ｌａｐｅｌｍａｓｋ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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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裁缝采用十分巧妙的操作手法取得掩襟

量，因为普通人很难发现其中的奥秘，所以这种操

作被形象地称为“偷襟”，是专门应对取消旗袍中缝

而全新开创的特殊裁剪制作工艺。受篇幅所限，

“偷襟”的具体方法在此不做详述，其基本原理是根

据面料的织造和纹样特点因材施技，通过轻微偏转

大身的经纱方向，亦或是上提纬纱，再配合熨烫归

拔的手法，从面料的各个方向借出掩襟量。改良旗

袍取消中缝需通过衣片纱线方向轻微倾斜来弥补，

但偏移程度可以忽略不计，即使用当代的服装制作

国标衡量，也没有超出允许的误差范围。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东北女子高校教材《裁缝手艺》
第１卷中记载：“女袍之裁法与男袍之裁法所不同
者，在挖大襟与正中无缝也。”［７］在服装结构上，改

良之前的传统旗袍与男子长衫并无本质不同，只有

廓形尺寸、面料选择与装饰工艺等区别，但是当旗

袍取消中缝时，男子长衫却保持原样，直到今日都

不曾改变。图８［８］老照片中后排左侧站立的７位女
性都身穿旗袍，旗袍衣身面料平展甚至略显通透，

完全没有中缝的痕迹，且外观完整而舒展，浑然一

体；而另外一侧的６名成年男子都是长袍马褂的标
准中式打扮，且袍摆上的中缝非常明显。事实上，

传统文化对男子形象端正持重的要求甚为严苛，衣

身中缝被赋予的“垂绳取直”之意不允许偏废，而对

女性则稍显宽容。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改良旗

袍取消中缝所需要的勇气与智慧，这中间不仅有中

国女性对美的执着追求，更离不开传统服装制作工

艺的可贵创新。

图８　１９３３年摄于上海的老照片
Ｆｉｇ．８　Ｏｌｄｐｈｏｔｏｔａｋｅｎ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１９３３

非专业人士大多只注意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旗袍从过去因循保守的状态中破茧而出，摩登靓丽

的同时不失东方女性特有的端庄优雅，却并不了解

背后隐藏技术的难度。改良旗袍忠实继承了中式

服装最基本的平肩连袖结构，同时勇于创新，革命

性地取消了衣身中缝，并成功破解了由此带来的门

襟遮蔽问题，此创新立足于传统基础之上，是改良

旗袍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４　现代旗袍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后期由于战争的原因社会动

荡、人心不安，城市乡村都不再有平静祥和的生活。

旗袍的设计风格迅速趋向朴素平实，裁剪制作也力

求简单快捷，此时西式裁剪的现代旗袍大量涌现，

进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完全取代了改良旗袍。
服装肩部造型方式的改变，是传统中式服装形

制与西方制衣理念的分水岭，中式平肩连袖结构宽

松舒适，人体活动范围大；而西方立体结构注重合

体，对人体的活动有一定的限制。裁开肩线、剪出

斜度使前后衣片分开，标志着旗袍发生了由中式传

统结构向西式结构的质变。现代旗袍在形式上保

留了一些识别性符号，如右衽大襟、两侧开衩、立

领、绲边、盘扣等，但基础结构已全盘西化，运用分

割和省道等工艺手段，塑造三维效果，追求衣身合

体。现代旗袍及结构如图９所示。
现代旗袍底襟是单独完整的裁片，不存在门襟

遮蔽的问题，裁剪也相对简单。西式结构的优点在

于通过制版推码可以实现批量化生产，简化传统工

艺也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使现代旗袍与

时俱进，充分迎合了现代人快餐式的消费需求。这

一阶段的旗袍虽然也没有中缝，但分布着多条胸

省、腰省，有些还有袖窿省、肩省，甚至为了穿脱方

便特意裁开后片安装长拉链，传统制衣理念中尽量

减少缝迹的原则被彻底抛弃，并失去了改良旗袍取

消中缝获得的衣身完整效果。从穿着体验方面看，

现代旗袍讲究紧身贴体，所以往往松量较小，除造

成活动不便之外，对穿着者的身材要求也较高。虽

然导致现代旗袍受众减少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

的，但显然对穿者身材的要求是其中不可回避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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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民族服饰博物馆藏现代旗袍及结构图
Ｆｉｇ．９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ｅｏｎｇｓａｍａｎｄｉｔ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ｈｎｉｃＣｏｓｔｕｍｅＭｕｓｅｕｍ

旗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恰当地诠释出东

方女性的身材与气质，从容含蓄、优雅端庄，而并非

西方审美眼光下的性感、妩媚。长久以来太多的论

述将近代中国服装由传统平面结构向西式立体的

过渡定义为“改良”或“进步”，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不

恰当的提法，缺乏历史的眼光和公正的态度［９］。东

西方文化在讨论服装与人关系的命题时有着截然

不同的出发点，且双方的审美取向差异较大，裁剪

制作的匠人也秉持着各自不同的造物理念，最终形

成两个迥异的文化系统。现代人大多以西方理念

为主导，但并不能用它来简单衡量这两套系统的优

劣。中国的辛亥革命是服饰革命开始的标志，从那

时起，传统的东方样式逐渐被西方样式所取代［１］。

伴随着近代中国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

重要转折，中国传统服饰经历了“西进东退”的过

程。旗袍结构由传统中式到改良中式，缔造了短暂

的鼎盛时期，但终究未能抗衡时代大趋势的裹挟，

全盘西化后悄然转入低潮。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不

仅要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尊重，更应体现在对自己

本土文化的自尊［１０］。理解中国传统制衣理念之后

再来审视现代旗袍，其中结构西化带来的利弊得失

非常值得重新审慎评价。

５　结 语

款型装饰对于服装来说是重要的，但是真正决

定其文化属性的是基本结构。对于旗袍来说，从中

缝和肩缝的存废变迁之中反映出的是中西服装结

构的博弈。一些评论认为现在的旗袍缺少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民国旗袍的韵味，将这种模糊的说法用服装

结构语言解读，便是对改良旗袍结构保持了中式平

肩连袖，同时取消中缝的肯定。改良旗袍的创新首

先是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坚定地

保持国人的文化身份，不随波逐流。与此同时，中

国工匠以卓越的智慧攻克制作方面的难题，在他们

的奇思巧技中渗透着传统造物理念的精华，这正是

改良旗袍能够成为“经典”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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