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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E_86_E4_c34_44988.htm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

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几

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八旗兵的进关而遭

到破坏。可以说这种变革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

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拖裙盛冠

、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

，形成鲜明的对比。旗装以它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服用方

便，取代了古代的衣裙的繁复，这是后人易于接受的主要原

因。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

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

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

或马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

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

衣冠。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

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修长秀丽的旗袍，已经形成了

汉民族的服饰代表，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具有永

恒存在的价值。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

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

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清

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

，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

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

称"乌龙"。 不同时期的服装组合： 清代汉族妇女服装 康熙年



间贵族妇女流行一种身着黑领金色团花纹或片金花纹的褐色

袍，外加浅绿色镶黑边并有金绣纹饰的大褂。襟前有佩饰，

头上梳大髻，也有包头巾样式。侍女是着黑领绿袍，金纽扣

，头上饰翠花，并有珠 垂肩。 乾隆年间妇女着镶粉色边饰的

浅黄色衫，外着黑色大云头背心。 嘉庆、道光年间，女子多

为低领蓝衣紫裙，裙子外面和底边均镶黑色绣花。 同治年间

，流行蓝缎地镶阔边的绸裤带，带宽一丈或数丈，带端有绣

纹。无论裙裤都有系带的习俗。腰带系后垂至膝下。 光绪中

期，妇女衣裙渐短，袖子渐宽，带长过膝露出约一尺多，走

动时随风飘摆，也有将流苏缝于带端。服色以选用湖蓝、桃

红为多，也有宝石蓝和大红等色。 光绪末年，妇女的上衣其

长过膝，采用大镶滚装饰，裙上有时加十六至二十条飘带，

每条带尾系上银铃，步行时有响声。衣襟前挂有金或银制的

装饰物，如耳挖子、牙剔子、小毛镊子等。有的还挂有梅檀

一类的装有香料的小香囊，也是前代遗留。也有的系着内装

香脂粉的绸缎或缂丝制成的小镜袋。同时，上海流行一种新

装，这种新装不但在袖边，也在臂肘上饰以镶滚，衣服较前

窄且长，裤子也相应地窄了一些。并配以三至四对手镯。如

此新装，确实将妇女们的形象装扮得更加清秀和娴静。这种

在原有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新形式，在当时就是时髦的新潮装

。 清末流行衣袖里面装假袖口，少时一、二幅，多时二、三

幅。这种装束，一则为了显示身份和富有；二则为加强旗装

封闭形式的风格特色。假袖口不但用料考究，装饰布局也追

求与旗袍相同，由此整体服饰更增加了华丽的效果，也加强

了装饰的层次感。假袖口一层层连接起来，显现出窄袖的修

长感觉。 宣统至民国初年，这个时期妇女的衫裤比光绪末年



更窄小，衣领却增高，甚至可以掩住面颊，如同马鞍形状。

这个时期的镶滚装饰较前简单得多，但襟前仍然系挂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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