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社會群體
裡，旗袍消亡的速度快慢有別，但到

「文化大革命」時期，旗袍在中國大陸已
徹底衰敗。

獅城精英女性認可
上世紀70年代，香港、新加坡和台灣

的民眾不再以旗袍為日常場合的裝束。
在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台灣和香
港，旗袍以餐館和旅館侍應制服的形式
保存下來。香港回歸前後(最早在上世紀
90年代初)，少數香港和西方的時尚設計
師開始在作品中加入旗袍的元素。新加
坡的精英女性其後逐漸重新認可和推廣
旗袍，令它又有容身之地。

再過一段時期，旗袍才在中國大陸再
次出現，民眾開始從1997年起在正式宴
會上穿㠥經過改良的旗袍。1998年，中
國沿海城市的派對參與者開始習慣選擇
旗袍和其他傳統中國服飾作為派對的裝
束。2000年，電影《花樣年華》在中國
大陸熱播，令旗袍在更大範圍內回歸。
不過，旗袍至今尚未進入當代中國的日
常裝束，街道上仍少有人穿㠥，在工作
中及其他日常場合中，旗袍也較少見。

吳儀穿㠥獲讚 熱議四起
上世紀90年代初，在參與全國女市長

大會時，其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其
他幾名與會者穿旗袍，立即引起廣泛熱
議，而她們的穿法因其勇敢而被大家所
稱讚。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聶力則在
1994年組織一場時尚論壇，號召中國女
性以旗袍為民族服裝。這些行動只能算
是半官方的行為，除此之外，國家沒有
推廣過旗袍。

被視與「民國」相關
時尚消費者可能會欣賞改良旗袍的時

髦，也會因旗袍已獲得世界範圍內的認
可而喜歡旗袍。但旗袍在政治象徵上，
則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相當不符。在
中國大陸，於上世紀90年代前，旗袍被
視為與「民國」有關。雖然中國大陸在
大力推進市場化進程，不過，這並不意

味她不再反對以上
這些與旗袍有關的
政治和文化符號。
同時，旗袍是經由
香港和台灣推廣到國際社會，以代表

「中國性」的。有專家分析指這點令中國
大陸在政治上不願選擇旗袍作為民族服
裝。

中外群星追捧 愈趨「合法」
一批本土和國際的文化精英推動旗袍

的當代復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已
有近20個重要西方設計師在作品中啟用
過旗袍式設計，這些人包括John-Paul
Gaultier、 Yves Saint Laurent、 John
Galliano和Dries van Noten。中國藝術家
也推動旗袍的復興，陳逸飛在他的寫實
人物畫中，尤其注重描畫穿旗袍的早期
摩登女性。在陳逸飛後，其他畫家，如
王俊英也在繼承這個取向。麥當
娜、濱崎步、鞏俐和章子怡等明
星都曾穿過旗袍。旗袍在這些
超級巨星、名人和時尚風向
標 的 吹 捧 下 越 趨 「 合
法」。在導演王家衛
的獲獎電影《花樣
年華》中，影星
張曼玉前後共穿
了26套旗袍，這
也推動旗袍的再次出現。

這些文化精英的所作所
為，重新為旗袍賦予象徵
意義：它既是時尚的又是傳
統的、既是性感的又是體面
的、既是大膽的又是優雅
的。就這樣，雖然在21世紀
首5年後，旗袍在國際化高
端時尚品牌的作品中不再
大量出現，但它對於一系
列的社會群體仍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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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裝被視為代表當代中國的服

飾。圖為上海網球大師杯賽選手身穿

新唐裝出席開幕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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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描述旗袍、新唐裝及漢服在中國的發展歷史。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你認為國服應具備哪3大主要條件？試舉例加以說明。

3. 承上題，在上述3種服裝裡，哪一種具備成為國服的3大條件？為甚麼？

現代中國＋全球化

旗袍新唐裝漢服

當代中國與

印度、日本、韓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

不同，除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以外的大部分地

區，傳統服飾在穿戴實踐中佔據的份量非常微小。

在上世紀，中國在很多方面都興起激進的反傳統運

動，不僅是政治性的，也有文化性的，這些運動可以

部分地解釋以上的現象。但是，反傳統運動在40年前

就已宣告終結，而傳統的中國服飾在這40年中並未出

現強而有力的復興。無論國家或草根社會，近年都在

愈趨熱切地推進文化民族主義、文化遺產保護，以及

傳統回歸運動。不過，國家依然沒有指定任何一種服

飾為正式的民族服裝，也沒有哪種傳統服裝樣式真正

地回歸到中國人的日常服裝系統中。

在今期專欄，本文將討論當代中國重新出現的三種

傳統服裝樣式。究竟這三種服裝樣式為何能重新出

現？哪些群體在消費它們？它們又與民族主義及國家

有哪些關係？ ■趙明德 浸大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成立於1989年，

至今已培養近兩千名本科生，為香港歷史最悠

久的中國研究課程。香港文匯報與浸大中國研

究課程會合作推出通識專欄，以專業的角度，

深入淺出地探究中國在社會民生、城市規劃、

經濟轉型、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最新發展，為

本港高中生提供具權威性的「現代中國」通識

科單元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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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系列二之二中國服裝

東方服飾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設

計師已有巨大的本土消

費平台，令他們能獲得

國際認可：他們的教育和基礎訓練都非常良好，

又有世界最大的服裝生產工業基地，以及巨大的

時尚產品市場。但是，香港和中國大陸唯一的國

際化設計師只有譚燕玉，而她正是在紐約獲得名

望的，也不斷地在其作品中強調東方主題。而大

部分有抱負的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設計師，則還沒

有遷移到全球時尚中心工作，也沒有像譚燕玉那

樣在作品中無限制地使用東方元素，他們明白這

場競爭的法則並不公平，但也繼續在這崎嶇不平

的運動場上拚搏㠥，希望有朝一日能獲得認可。

賺錢至上 時尚次要

正因東方化產品能夠熱賣，全球和本地的服裝

企業，都已以東方化為商業策略。充其量，對包

括傳統中國元素的設計，其包裝和推銷方式有時

能夠做到比較精細和優雅。但在更多時候，傳統

的中國元素是以相當膚淺、隨意和商業化的方式

被組織入當代的設計。品牌「上海灘」

是絕佳的例子。「上海灘」由一名香

港商人所創立，後來被一家國際企業

收購，它的產品標籤上寫㠥“Made

by Chinese”，又營造出對老上海的

懷舊想像，在設計中反覆地、毫無創

新地使用幾種傳統服飾的符號，這種

策略令它在北美和歐洲找到合適的定

位，贏得一批對東方有浮光掠影想像

的顧客。相比之下，時尚程度和創新

程度都只是非常次要的考慮。這種自

我東方化的嘗試，是自覺的，也獲得

商業上的成功。由於「上海灘」的成功，其他服

裝企業家也開始複製它的成功模式，如品牌

Anniewho，就明確地採用自我東方化的運作方

向，廣泛宣傳其設計師混雜的文化認同，其產品

主要對歐洲消費者銷售。

國家對於旗袍並不熱情，這與它對新
唐裝的大力推動，形成鮮明對比。在
2001年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及2002年的
博鰲亞洲論壇上，所有與會的政治領袖
都被要求穿㠥特意為該場合而設計的新

唐裝外套。時任美國總統布什
和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穿
上新唐裝的形象，通過中
國媒體的不斷宣傳，引起
公眾的高度關注。這些推
動新唐裝的舉措成功引發

一陣流行狂熱。從2001年開

始，裁縫店迅速地有所反應，並開始縫
製新唐裝，吸引許多中國男性購買。春
節前後，中國各大城市的人無論在休閒
場合和出門遊覽時，都穿上色彩斑斕的
新唐裝。這陣狂熱甚至持續至今，春節
時仍有人穿㠥新唐裝，四出拜年。

為政治領袖而創
時尚文化價值低

與旗袍不同，新唐裝主要與男裝市場
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之所以成
功的特殊背景之一：最初，它是為政治

領導人、而非時尚或文化領袖而製作和
推動的。與這一種背景相關的結果是：
新唐裝的時尚價值相當低。

此外，它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有限。
新唐裝是「新」的，它的樣式是為亞太
經合組織會議的特殊場合而新創，是一
系列價值的雜糅，例如小康生活方式、
政治意識形態的正確性、愛國主義、民
族主義及文化遺產。在某程度上，新唐
裝比旗袍更深地進入日常的穿㠥實踐。
但新唐裝由於欠缺時尚文化的內涵，將
不如旗袍那樣具持久的價值。

推動漢服復興 草根志壯力弱

旗袍曾淪侍應服
靠電影「翻生」

哪個能問鼎國服？

■前任美國總

統布什身穿新唐裝

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

資料圖片

過去幾年，有時候能見到年輕人組成
團體，穿㠥頗像戲服的傳統服裝在公
園、鬧市和大學校園集會。他們所穿的
服裝被稱為漢服(又稱漢裝)。漢服的再
次出現可追溯到2003年11月，一個漢民
族主義者、無業青年王樂天，穿上一整
套漢服，在鄭州的鬧市區閒逛。到2004
年，許多著名學者、詩人和房產開發商
穿漢服，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集會，研討
中國文化的復興，以及傳統服飾和傳統
建築的發展。2006年，身穿漢服的中國
人民大學學生舉行傳統儀式及笄禮，武

漢學生舉行成年禮，嘉定的孔廟內也
有30名青年人舉行成年禮。漢服其
實是網友的民間定義，意指具明末

以前的漢族人衣裝特色的服
裝，如大襟、交領、右衽及
束帶。漢服包括衣、冠、髮
式、面飾、鞋、飾物等整體
性的服裝系統。

贊助匱乏 粉絲不多
到目前為止，漢服還沒有以任

何明顯的方式，進入到日常的服裝
體系中。穿漢服仍局限在一小批漢
服的推動者中。他們大多數是沒有
力量也並不富有的一般城市居民，
既沒有時尚或文化權威性，也缺乏
國家支持、商業或工業贊助，或
媒體影響力。這些人不算是時尚
人士，穿漢服的行為，也不是為
其時尚價值。相反地，他們對漢
服的推動，構成他們支持漢民族

運動的努力的一部分。這項運動是發自
草根的，在很大程度上基於網絡的推
廣，在文化上屬於保守主義和文化民族
主義。漢服尚屬新興，無博得大量擁護
者，它的最具社會性的、最可見的活
動，恐怕就是集體穿㠥漢服的行為。

官方態度謹慎 免釀民族分化
對於復興漢服，國家的態度模糊；對

於是該支持或壓制這種穿㠥方式，國家
尚不明確。一方面，由社會發起的傳統
復興運動似乎與政府所提倡的有中國特
色的文化產業發展相一致；另一方面，
草根組織的激進民族主義運動，尤其是
強調狹義的漢民族的這類運動，在政治
上可能是相當危險的。官方行動和官方
話語，正是以上兩方面的調和：官方有
選擇地、謹慎地對上述行動表示支持。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社會廣泛接受
漢服或漢民族運動的跡象。不過，它所
表現的是一項尚不廣為人知的文化遺
產，在未來被商業、政府和時尚文化群
體所運用和普及化的可能性。

■濱崎步穿上旗袍出席

上海記者會。 網上圖片
｜結｜語｜ 這個系列闡述了時裝與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存
在密切的互動，而這對深入了解當代中國有㠥重大的意義。時裝可透過
不同途徑與社會互動，並產生複雜的結果─既「繁殖」了社會分層，又
令社會分層變得模糊。時裝的工業規模有限，依靠全球化推進，在民族
主義和本土傳統中佔據一個重要但不穩的地位。

哪個能問鼎國服？
新唐裝速竄紅　男士拜年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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