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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随着中国电影、电视市场一百多年的发展，服饰作

为影视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反映着影片的时代背景、

推动着影片的情节发展、体现着影片的人物性格。影视

服饰如今也已成为考核一部作品是否为好作品的重要依

据。旗袍作为中国具有典型代表的女性服饰，通过独特

的裁剪将女性婀娜多姿的体态身型体现的淋漓尽致，这

种具有特殊美感的服饰在作品中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

用。如在王家卫的经典电影中，女主张曼玉的旗袍通过

设计师立领紧身的剪裁突出了她唯美而忧郁的性格；再

如南京战争题材电影中女主玉墨红色大花的旗袍造型，

更是将民国时期女性外在向往和平生活与内心凄美悲壮

的情感对比体现的淋漓尽致。因此可见，旗袍在影视作

品中反映着时代背景下百姓的心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

发展、体现着不同女性力量的动人之处，这也正是笔者

想要研究影视作品中女性服饰旗袍的初衷。笔者在查

阅资料后发现，前人对影视作品中旗袍的美感、意义、

女性力量研究内容较少，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进行详

细论述。

一、影视作品中旗袍的服饰美感分析

影视作品中旗袍的服饰美感将从旗袍的样式和派别

进行分析。在《辞海》中，对于“样式”一词有两种含

义，其中一种是指用来区分文学作品的“体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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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在特定情况下展示的特征总和被称为样态、形式、

式样中的一部分。旗袍的样式经过发展和演变后也主要

分为京派、海派、港派、苏派。第一、京派旗袍由清代

女性的服装（即旗装）改良而成，保守传统，宫廷味浓

重。它的特点为大气古朴，矜持保守、在面料方面以丝

织锦缎、比较偏厚重的传统调缎为主。在版型方面平直

宽松，雍容华贵，在工艺方面多大竟边、装饰繁复，强

调绚丽耀眼的美感和气势，多刺绣纹样，使用金丝捻找

携各式花纹，盘扣，需要二十六道工序才可制成各种花

型。第二、海派旗袍盛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西

合璧的剪裁工艺制成的新型旗袍因此具有包容性。它的

特点为摩登时壁，自然婀娜、在面料方面主要以雪纺、

丝绸、丝绒等比较轻薄的面料为主。在版型方面纤细修

长，强调身材曲线；在工艺方面平裁立裁兼容样式繁多，

开襟、领型、袖型及滚边。第三、港派旗袍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盛行于港台，极致强调女性的身体曲线。它的

特点为利落简洁，贴身感强、在面料方面以棉布、鲜艳

的面料为主。在版型方面主要以宝瓶型为主，格外强调

女性的“S”型身材。在工艺方面主要以立体裁剪为主，

十字袖、尖胸、细腰、收下摆为突出持点使用暗扣、侧

拉链。第四、苏派旗袍起源于苏州，多用当地特产丝绸，

装饰以技法精妙的苏绣，有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格。它的

特点为温润细腻，清丽婉约，在面料方面以苏罗、湖绫

等丝调软缎为主。在版型方面立体剪裁，清瘦玲珑，在

工艺方面苏绣图案为特色、袖口领口及衣缘多用刺绣、

绣工细腻，色彩清雅，精美秀丽。这些旗袍样式在影视

作品中也都被充分的展现出来，如王家卫经典电影中的

港式旗袍，电影中所有的旗袍统一采用高领、圆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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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袖、过膝的设计，剪裁纤细，旗袍下摆刚好过膝，两

侧开衩。服装设计师张叔平的多次量身设计剪裁，才得

以完美展现张曼玉的形体。再如南京战争题材电影当中

的海派旗袍，旗袍同样由服装设计师张叔平设计，在样

式上以独特的剪裁和华丽大胆的绣花呈现，有明艳动人

的红色旗袍，给视觉上一抹浓重的冲击感，女主玉墨的

旗袍在影片中主要呈现大花卉一套，符合影片中歌女的

身份。又如现代穿越网络剧当中的苏派旗袍，旗袍用料

上采用苏州的丝绸、软缎，其在灯光下照起来，丝绸有

美玉一样的光泽。也如同现代穿越网络剧中女主司藤的

性格就像是温润的流水。乍看之下普普通通，但是一旦

仔细观察，情感便蓦然而生，深得心底。因此，在前述

分析中，我们能够领略到旗袍在电影和电视作品中所展

现的独特魅力和服饰美感。

二、影视作品中旗袍的意义作用分析

首先，影视作品中旗袍的意义作用体现为反映影片

时代背景。服饰本身作为时代的产物，其本身就会有时

代的烙印。在电影中旗袍作为服饰的代表，在特定的场

景下表达着历史时间，交代时代背景。南京战争题材电

影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 1937 年被日军占领的南

京城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为一位美国男人、一群

女学生和十四个风尘女子。主要讲述了美国男人为了救

人而假扮神父，一群女学生和十四位风尘女子为了躲避

战火而逃到了教堂，电影中同时还描绘了军人和伤兵面

对生死的殊死抵抗以及他们共同度过难关的感人片段。[1]

影片中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旗袍元素来展示时代背景，像

女主玉墨穿的红色大花卉旗袍，极致的艳丽或许也极致

地悲惨，就像玉墨的人生她美得扎眼却又似悲惨浮萍，

体现出了在战争背景下人们思想与人格的分离。以及在

影片中其他的歌女同样穿着较为艳丽的颜色，那是她们

内心向往与现实生活的极度反差，她们想穿着颜色艳丽

的旗袍反对战争，这也是对人性凄凉的反抗以及对尊严

和正义的追求。又如王家卫的经典电影，它是一部在千

禧年拍摄的电影，它将故事发生地点设置在中西文化融

合的香港。当时人们的思想受到了文化思潮的冲击，许

多新颖的想法涌上人们的脑海。人们渴望在不同的文化

氛围下尝试全新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心态也在王家卫经

典电影的故事中得到了体现。故事中的女主角苏丽珍和

男主角周慕云发现了各自配偶的婚外情后，他们开始互

相接触并逐渐产生了感情。苏丽珍和周慕云之间的感情

是极度克制又极度隐晦的，从影片旗袍样式的变化中看

出他们压抑的情感和情感线的变化。影片中旗袍紧身的

设计不仅体现了苏丽珍的身形和气质，也代表了道德对

她内心的束缚。[2] 她身穿的衣服有一个高挺的领口就像

一道高墙，把她对男主的爱意紧紧包围在内，她虽然急

切地想表达出来，却又不敢直接展现出来。在这两部电

影中都能从侧面反映出旗袍样式变化受到影片时代背景

的影响。

其次，影视作品中旗袍的意义作用体现为推动影片

情节发展。在影视作品中许多事故情节推进的看似是通

过场景的切换或者空镜头的隐喻，但其实是通过主人公

人物服饰的更换来突出人物间的情绪变化。如女主角苏

丽珍在电影中的旗袍颜色从深蓝转变为大红，这种变化

透露出她情感的激烈，并反映了苏丽珍和周慕云之间情

感变化所引发的故事情节的变化。苏丽珍把对爱情的期

望深埋在不断换着的旗袍之下，每一次旗袍的改变都暗

示着她对爱情的渴望和追逐。没有旗袍就无法让观众理

解导演所想表达的隐晦的故事情节，在西餐厅就餐的场

景中，苏丽珍一开始穿着一条白色带有百合花的旗袍，

后来她又换上了棕黑色带竖条纹的另一件大红色旗袍。

通过苏丽珍旗袍的变化，可以推测两人的用餐已经经过

了一段时间并且彼此间也建立了较深的情感连接，旗袍

的更换在这里也起到了隐含时间变化和推进情节发展的

作用，因此服装在电影中具有促进剧情发展的功能。

最后，影视作品中旗袍的意义作用体现为刻画影

片主人公性格。角色情绪的变化可以通过其高超的演技

也可以通过其实力过硬的台词体现，但如果想要把角色

几种细腻的心思都刻画的淋漓尽致，往往需要通过服饰

的改变来体现。如现代穿越网络剧中女主人司藤身穿火

红明艳的大红旗袍，身穿的红色代表着内心对爱情的制

热，司藤终于抛下一切的障碍，遵从自己的内心去接受

了爱情。司藤主动勇敢地迈出了一步也表达了司藤出渴

望爱情，仔细谨慎面对爱情的性格。又如在南京战争题

材电影当中，十二位歌女们从歌厅逃亡出来找到了相对

安全的教堂避难，他们的情感是庆幸有生的机会，所以

她们此时身穿的旗袍颜色较为艳丽，体现出他们虽身处

战争年代但仍然热爱生活的人物性格。而在影片的最后，

十二位歌女们因要替女学生们见日寇，她们在最后弹唱

《秦淮曲》时全部身穿的是素色的旗袍，体现的是她们

舍小家为大家以及敬畏国家的人物性格。再如王家卫经

典电影中女主苏丽珍等待爱情、遇见男主、与男主邂逅

所身穿的旗袍颜色逐渐从淡绿、宝蓝到深红，也刻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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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苏丽珍对美和爱情的不懈追寻，以及在道德伦理的

约束下仍然对爱情的热烈呼唤和追求的人物性格。因此，

也可以从以上看出旗袍在影视作品中对影片主人公性格

的刻画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影视作品中旗袍的女性力量分析

首先，影视作品中旗袍的女性力量分析体现为女性

群像的刻画。影视作品中群像的刻画一般能起到升华主

题，打动观众内心，唤起观众与影视作品情感共鸣的作

用。所以人物群像刻画得让人记忆深刻，这部影视作品

很大程度上就称得上“叫座又叫好”的影片。旗袍作为

展现东方女性独有韵味魅力的服饰，在塑造女性形象和

女性群像中发挥着独特的魅力和作用。[3] 南京战争题材

电影中，歌女们的美感展现达到了高潮，其中最突出的

部分是十二位歌舞女为十三位女学生演奏《秦淮曲》。在

云娟的幻想中，她将已故的两名女子也纳入其中，出现

了十四名容貌美丽的女子，她们梳着各种发型并带着发

饰，穿着色彩艳丽的旗袍，在袖口中隐约露出如美玉般

的细手，十二位歌女在弹奏琵琶时低吟轻唱时就形成了

一个女性群像。女性群像给观众带来了令人壮烈的美感，

同时通过展示十二位女歌手的未来命运，更加增添了壮

阔的悲壮之美。[4] 因此，此时旗袍的点缀更像是画龙点

睛，在如此煽情的场景下通过现实场景中素色旗袍和回

忆场景中彩色艳丽旗袍的对比，更加刻画出十二位歌女

身处战争但仍热爱祖国凄美悲壮的女性群像，也更能突

出女性力量之美。

其次，影视作品中旗袍的女性力量分析体现为国际

女性展线中华之美。旗袍作为中国独有的女性穿搭，但

由于其紧身的裁剪、优美的纹理以及舒适的面料，正愈

发受到外国友人的喜爱，旗袍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外国

的影视作品甚至是在国外的电影节中。湖南卫视一档综

艺节目聚集了 33 位乘风姐姐，她们来自 8 个不同的国家，

共同展现着女性的美丽。她们在舞台上迎风而行，穿上

了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青花瓷绣花旗袍，以大胆自信的

姿态展现了女性美。她们穿着的青花瓷旗袍，设计上加

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致图案和简洁纹样，在颜色选择

上只使用了宝蓝和白色，使画面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细腻

笔触效果，展现出了中国传统绘画文化的典型特色，彰

显了高贵典雅之美，就像清冷的天青色烟雨美。[5] 旗袍

通过运用青花瓷的图案表现“她之美”，整个旗袍广泛运

用了青花主色调中的“白”和“蓝”，这象征着自然和谐

的颜色，也即代表了“生命”的颜色。通过青花瓷旗袍

呈现的女性之美，将中国的传统女性服饰和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展现于世界舞台之上。此综艺节目通过不同层次

的美来勾勒出一个只属于女性的文化地图，这也正是影

视作品中旗袍的女性力量的完美呈现。

结语

综上所述，旗袍作为中国女性传统服饰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在影视作品中一次又一次的展现出旗袍的美丽

和女性的魅力，影视作品中的旗袍不仅体现了其服饰的

美感、反映了影片时代背景、推动了影片故事情节发展、

刻画了影片主人公的性格并且在国际中也彰显了中华文

化之美。因此旗袍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符合人们大众审

美的产物，希望在之后的作品中见到更多有关于旗袍的

服饰元素，乃至更多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服饰元素，一

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李佳欣.（2020）.影视中旗袍文化的符号意义研

究.西部皮革（07），80.

[2]谢沂真.（2022）.传统服饰在影视中的应用——

以旗袍为例.西部皮革（19），145-147.

[3]王一帆.旗袍元素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分析[D].

上海师范大学，2014.

[4]陈丽玮.民国旗袍的典型样式在现代旗袍中的设

计要素应用研究[D].浙江理工大学，2019.

[5]王承第，邬红芳.女性意识觉醒：旗袍审美意识

的流变[J].绥化学院学报，2022，42（08）：98-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