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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婚礼服的设计变化，通过对近代中英文报刊杂志中上海新式婚服和洋

侨婚服的照片进行梳理与统计，并对比两者这几十年的流行变化，分析两者的设计变化过程中的异同。

以时间脉络为纵轴，根据服装构成要素对男女婚礼服进行阶段性分析。研究表明民国时期上海女性新式

婚服在深度西化的道路上由单一向多元发展，男性新式婚服则呈现传统与西化对抗的情况，同时期的女

性洋侨婚服表现繁琐向简约的发展趋势，男性洋侨婚服设计呈现装饰向功能与实用转变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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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design changes of wedding costume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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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 period, we combed and counted the photographs of Shanghai’s new-style wedding cos-
tumes and foreigner’s wedding costumes in modern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
zines, and compared the popularity changes of both of them in these decades to analyse the simi-
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sign changes of both of them. Taking the time line 
as the vertical axis, we analyse the stages of men’s and women’s wedding dresse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cloth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hanghai women’s new-style wedding dresses developed from single to diversified on the road of 
deep westernisation, while men’s new-style wedding dresses showed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westernisation; women’s western-style wedding dresse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show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from cumbersome to simple, while men’s western-style wedding 
dresses showed the tendency of changing from decoration to function and practi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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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婚服作为礼服的一种，具有其独特性，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最高规格的服装。民国时期是文化交融，

新旧更替最为强烈的时期，上海作为经历这个时期变化最为核心的城市，展示了婚礼服装西化的过程，

在此期间上海居住着大量的西方外来侨民，其中一些外侨在上海举行婚礼，使得不少中国人争相模仿，

由此产生了“文明婚礼”改革，摒弃传统婚礼，采用西方婚礼仪式[1]。随之出现了与中国传统婚服不同

设计的新式婚服，其中新式婚服在西化的道路上有着独特的发展，而洋侨婚服则代表西式婚服的自我发

展，在同一片地区同一类服装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通过大量文献和图片史料佐证对比华

人婚服和洋侨婚服所推动婚礼服的变革和发展，为后续民国时期上海婚服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2. 民国上海婚服的历史背景 

婚服是婚礼及婚宴时新娘和新郎穿着的服装，中国传统婚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到了清代由朝廷推行的褂裙被视为最体面的款式。至民国前后西方文化强势进入，拉开了婚服西化的序

幕，婚服的形制、款式、面料、色彩、装饰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本文中的新式婚服是指民国以来与中国传统婚服不同，学习西式婚服特点在上海的中国人所穿的婚

服。其是清末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份子提出文明婚礼的结果，希望改善传统婚礼中落后、压迫的习

俗和思想，同时学习西方思想，提倡婚恋自由，男女平等，随之对婚礼、婚俗、婚服做出改良的提议。

1899 年蔡元培就提出不缠足；须识字；男方不娶妾；夫死可再嫁；夫妻不合可离婚的征婚条件，希望改

革社会风俗，创导男女平等，随之引起一些学子的效仿[2]。到了民国时期文明结婚在上海已经成为主流，

新式婚服也在这个时期流行，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婚服形制也是以西式婚服作为模仿对象，而最开

始的新式婚服大多只是将西式婚服中的元素直接拿来加入到传统婚服中，形成混搭的风格。随着时间推

移，婚服的样式越来越多元，风格更加统一。 
洋侨婚服则是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举办婚礼时所穿着的婚礼服，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拥有大量公共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12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若森 
 

 

DOI: 10.12677/design.2024.91122 1018 设计 
 

租界其中居住着大量的外国侨民，由于租界在清末就存在，到 1940 年被日本人控制，因此在报刊照片的

范围选择上与新式婚服略有不同，从 1910~1940 年作为上海洋侨婚服的主要发展时间。作为正统的西式

婚服，虽然婚礼举办也同样在上海，其发展特征依旧受西方世界的流行因素影响更大，因此有着自身独

特的发展路径。 
本文通过对近代期刊报纸中 1912 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到 1949 新中国成立这期间上海中外婚服照片进

行搜集，最终整理 964 张有效图片，其中新式婚服 365 张，外侨婚服 599 张，以此来对比上海地区婚服

的流变来看当时新式婚服和洋侨婚服特征变化的异同。根据婚服服饰形态变化的不同将图片资料分为三

个阶段，新式婚服以 1927 年蒋宋举行的基督式婚礼[3]和 1935 年开始流行的集团婚礼作为时间点划分，

1912~1927 是相对传统的上衣下裙和西服；1927~1935 连体式裙装开始流行，男士西服基本不变；

1935~1949 则是集团婚礼将婚纱礼服推向高潮，男士礼服开始分化为长袍马褂和西式礼服。洋侨婚服则

是以每 10 年为一个阶段进行划分，1910~1920 女性婚服中繁琐的装饰与束腰是最为流行的款式，男性以

晨礼服为主；1921~1930 简单的 H 型婚服开始流行，短款男士西服数量变多；1931~1940 强调女性曲线

的简约婚服和短款男士西服成为最主流的洋侨婚服。 

3. 民国时期的上海新式婚服 

3.1. 女性婚服：单一向多元转变 

在对民国时期上海女性新式婚礼服数量、类型统计与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女性新式婚礼服的服

装特征、风格特征、阶段发展特征等作归纳。 
民国时期上海女性新式婚服呈现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不论从数量还是服装形式上总结，女性

新式婚服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态势趋于明显。通过对杂志报纸中的女性婚服的服装款式、领

型、袖型的种类和数量进行归纳总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new wedding clothes of Shanghai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表 1. 民国时期上海女性新式婚服特征 

时间 服装数量 服装种类 首服种类 部件种类 

1912~1926 47 3 8 领型 2/袖型 2/下摆 2 

1927~1935 191 9 14 领型 10/袖型 9/下摆 6 

1936~1949 124 5 9 领型 8/袖型 5/下摆 5 

 
1912~1926 时期：呈现单一款式特征，大多是袄裙或者是套裙的形式，都是以上衣下裙的形制，上

身着长袄，下身裙子以塔裙或者马面裙为主，且衣身宽松，以绸缎面料为主；领型则是均采用立领，其

中以元宝领的穿着最为主流；首服多数采用头纱，其次是中式头巾与花球进行组合(图 1(a) [4])； 
1927~1935 时期：女性新式婚服的数量与款式明显增加，上一时期流行的袄裙已经逐渐销声匿迹，

取而代之的是融合了中西方特点的旗袍款式，同时西式连衣裙、婚纱和礼服出现频率也逐渐增加，衣身

腰部有收紧的趋势，面料也逐渐采用更加轻薄的纱、缎、绸；立领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夸张元宝

领也已经被淘汰，更贴合女性颈部大小的立领风靡，荷叶领、拉夫领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图 1(b) [5])；
首服的种类更加丰富，原来的中式头巾与花球的组合被取代，除了主流的头纱还增加鬓花与蕾丝头巾的

多元搭配，花环和发箍等发饰也开始出现在其中； 
1936~1949 时期：女性新式婚服西化程度加深，且更加多元化，婚纱和礼服的款式占据主流，衣身

呈修身的特点(图 1(c) [6])；立领依旧是主流的领型，不过领型的选择更加多元，无领、荡领、荷叶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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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款式也都频繁的出现；首服则是更加稳定，头纱与花环搭配的基础上增加了发带，减少了网

冠、珠网等类型[7]；最为特别的是婚服肩部和袖子的造型更加多元，肩部开始呈现夸张的趋势，袖子增

加了泡泡袖、羊腿袖，半袖，短袖的比例也增加了不少。 
 

 
(a) 1912~1926        (b) 1927~1935        (c) 1936~1949 

Figure 1. Three different stages of women’s new wedding dresses [4] [5] [6] 
图 1. 三个阶段不同的女性新式婚服[4] [5] [6] 

3.2. 男性婚服：传统与西化对抗 

相较女性婚服男性婚服的研究数量寥寥可数，其主要原因在于男性婚服特征不明显，但是作为婚服

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男性婚服的发展也反应了时代特性和观念转变。 
民国时期上海男性婚服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服装款式变化不大，风格特征的变化也比较统一，基

本都在《服制》法令中规定的款式中进行选择，与女性婚服相比没有在形制上出现多元的变化，其主要

不同还是在中式与西式的选择。 
1912~1926 时期：男性婚服相比女性西化程度更深，与女性婚服不同的是男性婚服没有采取暧昧的

混搭方式，不管是西式、军装、中式都是单一风格，而是直接全部挪用。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由于 1912
年民国政府根据日本推动的“国际礼制”颁布了第一个《服制》法令，法令中对男子礼服和装饰都进行

了详细规定，同时除了加入传统的长袍马褂外，其他完全照搬了“国际礼制”绅士服的范式[8]，照片显

示在结婚时西式礼服中的长款弗瑞克外套(Frock Coat)配以衬衫、西裤出现的最频繁，弗瑞克外套的特点

是“长与膝齐，袖与手腕齐，前对襟，后下端开”(图 2(a) [9])，配饰除了法令中规定的常礼帽、礼靴，

结婚时还会配上领带、手套、胸花等配饰。其他礼服类型如燕尾服(Tail Coat)、晨礼服(Morning Coat)和
军装的数量基本持平，少量出现传统褂式礼服，西式礼服在这个时期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1926~1935 时期：男性婚服中晨礼服搭配衬衫和西裤成为被选择最多的西式礼服，其款式一般是“前

衣长短后衣长长的设计，并且从腰部开始有一段很平滑的弧线过度到后面，戗驳领一粒扣”(图 2(b) [10])，
配饰上与前一阶段差别不大，但是西式礼帽几乎不再出现在照片中。其他礼服款式数量变化显示：燕尾

服在婚服中出现的比例增加，长款弗瑞克外套数量和军装出现的频率相同，传统褂式依旧少量出现。这

个时期最为特别的是中山装开始出现在婚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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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949 时期：政府倡导的集团婚礼开始流行，其指定的男性婚服基本都是褂袍式礼服(图 2(c) [11])，
因此传统褂式礼服的数量也频繁出现在婚礼服中，但是个人举办的婚礼中晨礼服依旧是选择最多的正式

礼服，长款的弗瑞克礼服已经不再出现，燕尾服和军装出现的频率也不高。 
男性新式婚服一直呈现中西摇摆的状态，自 1912 年《服制》法令颁布以来，男性礼服一直在中式和

西式之中做选择，这一过程反映了国人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同时也说明了男性对婚礼服款式

的选择较为统一，其中的少数款式会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a) 1912~1926       (b) 1927~1935          (c) 1936~1949 

Figure 2. Three different stages of men’s new wedding dresses [9] [10] [11] 
图 2. 三个阶段不同的男性新式婚服[9] [10] [11] 

4. 民国上海洋侨婚服发展特征 

近代以来洋侨在中国的地位表现出一种凌驾于华人之上的优越感，尤其在租界洋侨拥有自主权，作

为强势文化的代表绝大多数洋侨不屑于了解中国文化与习俗[12]，因此在上海的洋侨婚服发展中受到的影

响主要还是来自西方世界，所以在对图片整理时上海新式婚服划分的阶段对洋侨婚服发展阶段并不适用，

同时考虑到 1941 年后上海租界被日本控制，因此本节对洋侨婚服的变化阶段重新划分，从 1910 年到 1940
年每十年为一个节点分为三个阶段。 

4.1. 女性婚服：繁琐向简约转变 

民国时期上海租界的洋侨数量虽然大量增加，但是女性的比重仍然不高，适婚的女性数量更是稀少，

因此大部分在上海结婚的女性外侨在结婚前从母国奔赴上海，婚后再长期居住在中国[13]，这样的行为带

来了西方的时尚，从繁琐的 S 型婚纱到直筒简单的 H 型礼服再到强调女性身体曲线的简约婚服，如表

2 所示。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直观地看到外国人的结婚习俗和礼服款式，也推动了上海婚服西化的进程。 
1910~1920 时期：女性婚服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装饰感更强，具有奢华与优雅的特点。款式上

大多通过束腰呈现 S 型，下摆与袖口较为蓬松同时会加上花边进行装饰，一些款式设计蕾丝高领，首服

通过蕾丝面纱搭配花环充分展现女性美(图 3(a) [14])；这一阶段的洋侨婚服还受到新艺术运动的影响，运

用大量刺绣、贴花、蕾丝设计成繁琐的图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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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foreign nationals wedding clothe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表 2. 民国时期上海女性洋侨婚服特征 

时间 特征 服装类型 

1910~1920 繁琐 

款式：婚纱、S 型、高领、羊腿袖、裙摆拖裾 

装饰：细褶花边、蕾丝、丝绸、人造珍珠、自然图案、贴花、刺绣 

配饰：花环、面纱、捧花 

1921~1930 简单 

款式：平胸、齐膝、直线型 

装饰：蕾丝花边 

配饰：帽子、捧花 

1931~1940 简约 

款式：长拖裾、肩部夸张、腰部纤细、V 领 

装饰：褶皱、蕾丝 

配饰：头纱、捧花 

 
1921~1930 时期：婚服风格整体更加简约，主要分为两大类，礼服形式的婚纱不再搭配束腰，而是

通过工艺手段略微收腰，贴合女性身体，领部大多采用圆领搭配蕾丝或者花边，下摆通过褶裥的形式微

扩或者自然下垂，裙摆大都有长拖尾，首服中头巾出现频率增加，头纱则更为夸张，长度可以比裙摆拖

尾更长，呈现上小下大的形状，体现优雅的特点。还有一类更为休闲和中性化的婚服，不刻画胸部特点

和平顺的腰身使整体轮廓呈现 H 型的特点，选择帽子代替头纱，下摆缩短至过膝长度，整体更为日常(图
3(b) [15])。面料选择上垂坠感更好的绸缎面料越来越受到青睐； 

1931~1940 时期：婚服的女性特征再次加强，腰部收拢更加合体，开始强调胸部特征，长裙摆的款

式数量增加，同时肩部的设计更加夸张，一些款式中还会用到垫肩，领口增加了一字领、荡领、V 领等

多元的变化，腰线的位置提高，装饰上荷叶边和自然的褶皱成为主流相较于之前奢华的装饰更为简约(图
3(c) [16])，女性的曲线美被更好地表现。 
 

 
(a) 1910~1920          (b) 1920~1930       (c) 1930~1940 

Figure 3. Three stages of different women’s foreign nationals wedding 
dresses [14] [15] [16] 
图 3. 三个阶段不同的女性洋侨婚服[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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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男性婚服：休闲与实用倾向 

洋侨男性婚服的基本造型在这个时期相对稳定，服装样式总体趋势倾向于休闲性和实用性。主要在

下摆长度、领子和纽扣等细节处进行变化，款式总体分为三大类：礼服外套、军装、标准西服套装。其

中标准西服套装占比最多，礼服外套次之，军装最少。标准西服套装在领扣上的变化较多，平驳领或戗

驳领、单排扣或双排扣、两扣或三扣可以任意搭配，根据颜色可以再分为浅色西服套装和深色西服套装，

浅色西服套装在数量上占比更多；礼服外套款式特征较为统一，单排单扣到三扣都有，戗驳领，前短后

长，大圆摆，深色；军装款式特点中多粒扣，肩章，口袋，腰带是军装与其他礼服最大的不同。同时军

装是三类款式中风格最多变的，立领或是翻领，双排扣或是单排扣，其主要原因是各国军装各不相同所

造成的差异。 
男性洋侨婚服的阶段性特征相较其他婚服并不明显，但是分析其数量，其趋势还是可以看出洋侨男

性从一开始较为正式的礼服到后来更多选择较日常的标准西服，军装则一直穿插在各个时期中。男性婚

服更加休闲与实用，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n’s foreign nationals wedding clothe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表 3. 民国时期上海男性洋侨婚服特征 

名称 服装数量 款式特点 各阶段占比 

礼服外套 191 单排扣/双排扣，1~3 扣 
1910~1920: 100% 
1921~1930: 42% 
1931~1940: 39% 

普通西服 
(Sack Suit) 221 平驳领/戗驳领，单排扣/双排

扣，两扣/三扣，深色/浅色 

1910~1920: 0% 
1921~1930: 34% 
1931~1940: 50% 

军装 62 立领/翻领，单排扣/双排扣，

贴袋，肩章，腰带 

1910~1920: 0% 
1921~1930: 23% 
1931~1940: 9% 

 
1910~1920 时期：款式上几乎只有礼服外套(图 4(a) [17])一种类型，配饰种类较为统一，除了礼服中

必备的大礼帽、白手套、领带、领结，婚礼时还会在驳头眼中插上礼花； 
1921~1930 时期：大部分人群还是选择礼服外套作为婚服，但是下摆变短的标准西服出现频率变多，

军装数量只占一小部分(图 4(b) [18])。口袋巾开始在礼服中流行，体现了更时尚化、个性化的装饰，但是

礼帽出现频率开始变少； 
1931~1940 时期，男士婚服总体更加休闲、宽松，下摆变短使得休闲性与实用性增加，短款男士西

服成为最主流的款式(图 4(c) [19])，在颜色选择上浅色西服的数量也超过深色西服成为主流。配饰只留下

了口袋巾和驳口礼花，第一阶段经常出现的礼帽和手套的形式在婚礼中几乎不再出现。 

5. 民国上海新式婚服与洋侨婚服的对比 

作为同处在一个区域的服装，新式婚服与洋侨婚服的发展特点截然不同，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双方文

化差异所导致的，洋侨婚服作为强势文化影响着文明婚服的发展，新式婚服则是在传统婚服和西式婚服

中选择更合适当时时代发展的元素进行改变，这也反应了在那个中西文化矛盾、新旧道德更替的时代国

人对西方文化的审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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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10~1920       (b) 1927~1935      (c) 1936~1949 

Figure 4. Three stages of different men’s foreign nationals wed-
ding dresses [17] [18] [19] 
图 4. 三个阶段不同的男性洋侨婚服[17] [18] [19] 

 
新式婚服中女性婚服的发展表现出国人对西式婚服及婚姻观念逐渐完全接受的心态，通过在传统婚

服中加入头纱等少量西式元素到 20、30 年代中西融合，再到最后完全拥抱西式婚纱、礼服，体现了传统

婚服婚姻被抛弃，转向更现代化的发展。到后期越来越多的款式变化也侧面体现了女性在婚礼中的选择

权更多，同时也是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提升的一种表现。相较于洋侨婚服中出现的更休闲更中性化的

日常礼服，新式婚服则是一直关注女性曲线美的，除了早期从传统婚服中挪用较为宽大的款式，后来的

发展一直呈现的是更为修身的趋势，这反映了女性身体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压抑又渴望解放的心理。同时

新式婚服发展中对立领偏爱与保留，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的认同。而洋侨女性婚服从原来带有

束腰希望极度展示女性身材的 S 型款式转变为不强调身材特征的中性化款式，也是女性主义发展的结果，

这一阶段女性希望模糊服装中的性别特征来强调女性权利。到第三时期洋侨女性开始转变方式，强调女

性性别特征，更符合女性身材的曲线型款式流行，通过认可自身身体来表达女性主义。相比之下两种女

性婚服都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女性主义强调女性权利，两种婚服都反映了女性在婚姻地位中更多的权利和

主动性。 
男性婚服则是更多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新式男性婚服更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早在清末就有不少

商人将西服作为日常服装，《服制》法令则是进一步扩大了西服的影响了，更全面且坚定的向西服转变，

通过穿着西服来表现穿着者更先进更文明的思想。早期男性新式婚服大多采用长款的弗瑞克外套而这样

的长款外套在洋侨婚服中并不常见。同时洋侨婚服中最直接影响到新式婚服的是军装在婚服中应用，上

海作为租界经常驻扎着一些外国军队，其中一部分士兵军官在沪结婚时直接将军装作为礼服举行军队婚

礼，这一行为也影响了一些国人进行模仿。到民国后期新式婚服的分化更为明显，中式褂袍在新式婚服

中出现的频率由于政府联合举办的集团婚礼而大量增加，使得传统和西式分庭抗礼。而集团婚礼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减少年轻人结婚的财务压力，这也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阶级分层。洋侨男性婚

服从规格分明的礼服到更为休闲日常的短款标准西服转变，以及配饰的减少，则是反映了对服装装饰性

的抛弃和对其功能性与实用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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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社会新旧转折的重要时期，西式婚礼仪式为中国民间社会参照，诱发了一系列模

仿行为。新式婚服和洋侨婚服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西文化在交融的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国人对两种文化

在守旧和向往的态度之间徘徊，在洋侨的间接影响下，民国时期上海新一代青年婚服的流行变化可以反

映出两性审美。洋侨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追求简约、休闲的设计，这一变化反映了两种不同的

文化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但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其思想内核又有相同之处，

两类女性人群都在进行追求新时代婚姻关系平等的一系列实践，为封建父权社会中的男女冲破传统束缚，

实现自由、平等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与行动指南，成为推动婚礼服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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