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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是世界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

束，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在此前的十年都经历了一些重要的甚至是颠覆

性的历史事件。经历了大风雨的洗礼，世界风貌与以前相比迥然相异，

政治、经济、文化全部面临推翻重建的挑战。此时从全世界范围看，

服装时尚也呈现出突变的现象。服装时尚是人类个体和群体最外在、

最客观的表达形式，在某一年代形成的时尚风貌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意

识诉求。深入分析服装时尚的符号指征，追踪人们的潜在意识，可与

社会文化其他意象互为印证，使时尚学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一定

作用。

一、1920年代的西方女装时尚

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长久以来富足安定

的欧洲在战争结束后经济崩溃，物质贫乏，久于安逸的欧洲人经历四年

多的战争荼毒，陷入了经济和生活信念的双重困境。特别是对权威、传

统的怀疑，使年轻一代呈现出一种颠覆式的文化报复心理，这种心理

进而扩散到了全社会。亲历老欧洲的平静富庶和一战沉重打击的茨威

格在自传《昨日世界》中这样追述：“整整一代新型的年轻人不再相信

自己的父母，不再相信政治家和教师……战后的这一代人猛的一下子

挣脱了一切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规矩，背离任何传统，把命运掌握在自

己手里，摆脱一切陈年往事，一举扑向未来。”因此在20年代，社会风

貌与之前相比迥然不同，可称为突变，与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一起，被

认为是时尚史上最与众不同的两个时代。

1920年代的欧洲时尚激进、颠覆，富有“革命气息”。“女孩子剪短

头发，短到看不出和男孩子有什么区别。年轻的男孩则又剃掉胡子，显

得比女孩子更像女孩子。”①通过时尚外表弱化性别的对立，表达了当

时的年轻一代反对同性的形式，甚至与整个自然意志抗争的欲望，中

老年人也亦步亦趋，不愿站在旧秩序的阵营中，而希冀保持年轻，唯恐

在向前奔腾的社会潮流中被甩开。

这种突变是社会的战后应激反应。好穿男装、平民出身的香奈尔

生逢其时，她的优势在于化繁为简，讲求功能性和舒适性，她带动了法

国巴黎女装男性化的时代，因此20年代被称为“女男孩时代”“香奈儿

时代”。旧时传统以繁为美、以大为美、以曲线为美（图1），而战后走向

另一个极端。沙漏形的立体廓形被扁平的直线廓形取代，在BOB 头、钟

形帽、几何线条、低腰线的简洁造型之外，配以夸张的珍珠、金银、羽

毛、流苏、亮片等加以时尚化提升点缀。（图2）             

以符号学的方法解读1910年代～1920年代欧洲女装的变化，研究

服装时尚款式的外在形式（即符号学中的“能指”），挖掘其设计者和

穿着者对款式所涉及对象形成的心理概念（即符号学中的“所指”），

可以得到以下图表。（表1）

1920年代我国与西方女装时尚异动的符号学比较分析

文章采用符号学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对1920年代我国与西方女装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尚异动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虽

然两者的服饰风貌相异，但均呈现了以小为美、以简为美、以动为美、以素为美的审美特征，这一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是

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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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处于战后的20年代，女性服饰呈现了与

旧时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意象。一方面战争爆发使人们对往日的传统权

威、生活秩序产生了怀疑，试图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生活

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往深入浅出的年轻女性必须投入社会工作挣钱，

无法再穿戴沉重不便的服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女性服装的

廓形与款式细节更接近儿童的廓形和比例，与当时百废待兴的欧洲告

别了旧时代，开启新旅程的社会期待相契合，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厌恶战

争，对和平与纯真的渴望。

二、我国1920年代的女装时尚

与此同时在我国，长久以来封闭的封建社会此时已受到来自西方

列强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多方冲击。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已打开

门户，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源流正在社会各方面逐步渗

透充盈，社会各阶层已逐渐适应东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冲击，对新鲜

事物的包容性和接受程度正在不断增强。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学生这一社会群体的影响力骤然增

大。由于当时的求学成本高，学生在社会时尚中原本就存在一定的影

响力，现在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特别是女学生，在1919年后，男

女同校的解禁与推广和社会的接受，使女学生的数量增多，此前已历

经几次修改，作为女学生标准服装的“文明新装”成为了20年代最具

代表性的女装（图3、图4），即使名伶、明星也以穿着“文明新装”为时

尚。（图5）

文明新装上短衫下长裙的形制已与现代服饰非常接近，衣身与

清末相比，收得紧身窄小，恰到好处地显现了东方女性柔和的身体

曲线，但又不至于紧身到悖逆传统的程度。裙长自初期盖至足踝，

后来慢慢缩短至膝盖，与社会开放程度有关。但颈部和胸部仍以封

闭的立领遮盖，直至后来曲线玲珑的旗袍盛行，也仍采用立领。以

此分析，与其说是因立领传统保守，不如说立领这一领型凸显东方

人沉静、严谨、端庄的气质，以其适合当时的审美价值而被保留取

用。（表2）

三、我国与西方1920年代女装时尚的符号学比较分析

文明新装在我国的出现和推广，一说是源于日本，是日本学生装与

我国传统大襟衫的融合变装。而日本自明治维新时代起，文化和时尚就

已深受西方影响，彼时日本社会也出现了西式服装和日本传统和服共

> 图1 1915年巴

黎时装

> 图2 1920年代巴

黎时装

> 图3 1902年夏葛女医学堂学生 > 图4 1922年夏葛女医学堂学生 > 图5 1920年代广州西关小姐

> 表1 1910年代与1920年代欧洲女装款式符号比较分析

> 表2  清末与1920年代我国女装款式符号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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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奥）斯·茨威格.昨日世界[M].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30.

存的局面。因此，文明新装的根源可更进一步追溯到西方。从时尚背景

上分析，自民国时期开始，我国与西方的时尚可以说是有共通管道的一

体式系统，并没有大的系统差异。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虽然在1920年代，从服装外在形貌来看，西方

的“女男孩风格”服装和我国民国时期的“文明新装”没有相似之处，

甚至在廓形上，前者追求平面化、扁平化，淡化性别，后者反而在立体

感、性别感上有所突破。但从符号比较学的意义上，能够分析出1920年

代我国和西方时尚突变的背后，都对应着大的社会动荡和观念变革，

时尚的突变对应着社会的突变，而社会突变造成的文化突变主要现象

在于心理补偿，社会出现了新的心理诉求，这一诉求通过人们的着装，

以时尚潮流的形式表现出来。（表3）

通过上表的总结，可以看出在1920年代，随着全世界向着不可逆

转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服装时尚都出现了以小

为美，以简为美，以动为美，以素为美的审美特征。虽然不同的国家和

地区旧传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人们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旧模

式中脱离，希冀社会呈现出像孩童一样轻快、简洁、崭新、富有活力的

风貌，这一心理诉求的基调是相同的。这种比较性的符号研究方法应

用到1930年代，西方战后重建十年，社会逐渐平稳，女性服装又渐渐

出现了曲线化的性别特征，而我国在那个年代盛行旗袍，也与社会经

过一段时间动荡后，出现了短时平静的背景有关。■

项目来源：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2018GZYB66

> 表3 我国与西方女装新旧时尚款式符号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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