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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异装现象自古有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对应的特点和原因(晚清至民国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转

折期#其重要性影响到了中国服饰文化的重大变迁(其中异装现象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变服&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

%女扮男装&的角度讨论了当时的异装现象#并从%低级动机&'%高尚动机&与%时髦动机&的角度分析了其心理成因#并试

图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异装现象与性别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透过这层关系来分析当时异装现象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异装现象$晚清$民国$女扮男装$性别意识$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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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从清代道光二十五年五月"

#H"%

年
E

月#鸦片

战争失败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

#F#$

年
$

月
#$

日#清帝宣布退位为清代后期*

#

+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

代史的开端%同时也是近代社会巨大的历史转型和

嬗变期$中华民国是指
#F#$

/

#F"F

年的三十八年历

史%是中国大动荡大转变的重要历史阶段'与此同

时%中国千百年的服饰文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

烈变化%其中以性别模糊下的异装现象为此时(变

服)的重要组成部分'

异装现象是指男女双方在打破原有着装形式的

基础上通过穿着异性服饰来模糊性别的一种特殊着

装现象'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异装现象曾一度公开

化&普遍化&生活化'3晋书,五行至4中记载了夏朝

暴君夏桀宠妃妹喜好冠男子之冠%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女子着男装的记录'唐代3虢国夫人游春图4

中描绘了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场景%其中

四人"包括女孩#穿襦裙&披帛%另外五人皆穿着男子

圆领袍衫'与近代转型有关的女扮男装%即指女性

性别者通过对男性性别角色的理解%以及模仿其日

常服饰的穿着要求来调节自身的穿着行为%其目的

性是通过异装来模糊男女性别%并获得相应的社会

地位和社会认同感'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异装现象

晚清之前的异装现象在宫廷&民间或戏剧中时

有出现%但整体上(男尊女卑)的性别角色仍然保持

不变%大部分的异装现象也只是停留在男女服饰品

类上的简单对换'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异装现象具有

这个时代的某些特点%其中以(女扮男装)的女子异

装现象表现较为突出'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女子异装现象较为普遍%史料

对(女扮男装)现象的记载亦十分丰富'晚清时期的

上海妓女众多%她们经常盛装出席各种公共场所%服

饰标新立异%敢为人先'3点石斋画报4二集(不甘雌

伏)一文中记载了上海名妓王云仙自怜!(今之姊妹行

效旗人装扮者有之%效西国衣裳&东瀛结束者亦有之%

皆不脱闺秀本色--头戴瓜皮小帽%上钉披霞%身穿

京式元绉棉袍%竹根青马甲%足穿旗装镶鞋')

*

$7!

+其突

发奇想的男性装扮招来无数看客"图
#

#%从画报中可

以看出(男子)上身着棉袍%外罩大襟马甲%头戴瓜皮

帽%但桌角下的三寸金莲却暴露了其女性的身份'

清末民初的(潇湘三杰)秋瑾&唐群英&葛健豪是



女权运动的先驱%三人私下常饮酒赋诗%行为与男性

无异'光绪三十一年%秋瑾留日回国后几乎保持男性

装扮%时而梳辫革履%时而长袍马褂'3中国历史中的

妇女与性别4中记载了她对自身装束的描述!(我想首

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

*

"

+

3现代女装之源4一书中记叙了民国时期诸多女

影星的异装现象%其中上海女演员殷明珠从影期间

(西装革履)的男性形象给人印象较深%她常模仿美

国电影女星宝莲的(易装)形象%因此其异性装扮总

带有浓厚的西洋口味'民国时期%部分研究人员和

相关学者认为旗袍的产生源自民初女子寻求女权的

解放和思想的独立%从而效仿男子长袍而产生的'

张爱玲在其3更衣记4里也指出!(五族共和之后%全

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

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

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周围

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

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本性斩尽杀绝'因此

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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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期的运动装主要是以西式的男性款式为

主%这在当时的期刊文献中反映颇多'3良友4画报

刊登了摩登女子穿运动装的照片%画报中女子的运

动
8

恤与西装休闲裤的搭配被看作是(女扮男装)

的时髦穿着"图
$

#$

#F!$

年3北洋画报4第八百五十

二期刊登了名门李石芝君之女公子像和上海谭素心

女士及其女友衣着男装的照片%画报在(剪发问题)

一文中还指出!(女扮男装%混迹人丛中%以肆行其宣

传或侦探手段')

*

E

+画报中描绘的女子形象就是以男

性的装扮出现的$3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4中同

样记载了北伐战争中女子穿着男装参军一事'

图
#

!

吴友如3点石斋画报4二集

(不甘雌伏)中的女着男装现象

图
$

!

3良友4画报第
HE

期女影星

胡蝶的异性装束

三%异装现象的动机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异装现象在不同的社会群体

之中均有体现%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的角色转换过

程中%出于各自不同目的性的需求%异装现象也呈现

出不同的社会动机'

"一#低级动机

低级动机是指由某种特定需要引起的%欲满足

个人的&非集体性的利益企图%是利己主义的表现%

又称不良动机'(不甘雌伏)中上海名妓王云仙通过

(女扮男装)服饰装扮来达到以色诱人的目的%因此

可将其动机归纳为通过标新立异的穿着体验来满足

自身的利益需求%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交易式

的人体买卖%始终是建立在女性美的基础之上的%因

此%这一时期的妓女异装现象即可归属于通过非常

规的着装形象达到某种利益的心理动机%但同时亦

有追求时髦的心理表现'

"二#高尚动机

高尚动机是指由某种特定需要引起的%以满足

集体性的目标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是集体

主义动机的价值表现%在民国时期这样的动机总是

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民国时期的女权运动继续高

涨%异装现象表现十分突出'3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

性别4中讲述秋瑾的异性装扮实质上是其争取(男女

平等)的思想体现$3北洋画报4在(剪发问题)一文中

讲述的(女扮男装)现象%实质上是通过服饰混淆性

别的军事策略达到革命目的$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女

子组成的革命军队%妇女纷纷剪发束胸穿着男性军

服参军作战%其异装现象成为政治动机的一部分'

3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4中记载的女子异装参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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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及抗日战争中出现的(八女投江)&抗日战士李

林等巾帼英雄%无一例外%都是出于政治动机下的

(女扮男装)现象'当妇女社会地位在等级观念中得

到提升之后%女性性别角色被当作男性性别角色的

一部分%因此(女扮男装)也必然成为革命政治动机

的具体体现'

"三#时髦动机

时髦动机是指由美的需求引起的%推动人从事

时尚活动%并朝着时尚方向前进的内部需求动力%其

中人的审美需求是推动时髦动机产生的重要条件之

一'民国时期%上海女影星殷明珠&杨耐梅等的异性

装束被认为是美的装扮标准%其模仿外国女影星的

时髦穿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上海影

视娱乐圈中明星对时尚潮流的追求$3良友4画报第

八十六期中刊登的摩登女子异装运动的照片%同样

也反应了当时女性为了追寻时髦%不惜将自己(女扮

男装)%以迎合时下流行的异性装束%同时也满足其

内心对追求时尚的心理需求'这种时髦的穿着动机

具有连锁反应%由明星带动下的异装现象通过名人

效应%至上而下的折射到社会中下层'3北洋画报4

第八百五十二期中刊登的名门李石芝君之女公子像

和上海谭素心女士及其女友衣着男装的照片%就是

在时髦动机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种名人服饰引导

效应'

四%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性别意识及其成因

随着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传教士将西方女权

主义理论引进中国%(性别)一词也被移植进来'(性

别意识)是指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克服各种不利于两

性发展的因素%协调男女平等关系的社会意识'晚

清至民国时期%性别意识的形成受到(西风东渐)&女

子教育及女权运动的影响%性别意识的形成影响异

装现象的普及%异装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性

别意识的发展'

"一#&西风东渐'下的&西(服)东渐'

(西风东渐)是指西方的思想&文化等被传播和

引入东方之后%对东方国家产生的影响%它是打开国

民性别意识的钥匙$(西5服6东渐)是指西式服装受

(西风东渐)影响下的服饰东传现象%它是(西风东

渐)作用的结果%而异装现象亦可理解为(西5服6东

渐)的产物之一'

(西5服6东渐)在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除了洋为

中用&中西合璧之外%还表现在女子异装现象上'西

方男女服饰各自的最终确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完成%

在此之前的两性服饰区别不大'然而到
$%

世纪初%

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两性服饰的区别又

模糊起来'夏奈尔女士所处的时代正值法国女权主

义的兴起时期%因此%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世界服装

设计大师%在受女权主义运动影响的同时%其设计实

践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权主义的发展%如代表性

作品(针织羊毛运动衫)(小黑裙)以及(夏奈尔套装)

等%都以不取悦男性为目的%且妇女可以独立&干练

而非(花瓶)式的姿态取代男性的地位%这种女装从

男装而来的设计无疑是女权运动中对父权社会的一

种抗争手段'

除了夏奈尔之外%列农&夏帕瑞丽等巴黎大牌也

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其中包括中国在内*

&

+

'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风靡时装界的设计大师夏帕瑞丽创

造了男性化的垫肩女装%这种男子气的女装被认为

是夏帕瑞丽最具想象力的作品%影响了整个西方世

界%成为二次大战前女装的主要趋向%这同时对中国

的女性着装也产生了影响'张爱玲在3更衣记4中指

出!(民国初年的时候%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

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

&

+

#H7$%

当断发异服&改革服制被国内的先进人士推崇之后%

国货市场遭到了外国舶来品的强烈充斥%这为女性

在服饰上争取(男女平等)提供了条件'二十世纪

初%西方服饰的中性化对没主张的中国裁缝而言%无

疑是通过复制的手段将西方的中性服饰粘贴到了中

国女性身上%虽略显生硬%却也迎合了女权运动时期

大多数女性对(男女平等)意识的期许'这种通过服

饰传播性别平等的方法%在(西5服6东渐)的过程中

对中国女性的异性装扮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看

出%性别意识的发展推动了异装现象的普及%异装现

象的普及同时也推动了性别意识的发展'

"二#女子教育与职业

随着女子私塾的兴起%女子教育在中国迅速普

及%影响了清末中国的社会思潮和妇女生活%同时对

扫除封建传统下的性别等级观念产生了积极的作

用'性别意识的形成随着晚清女子教育的兴起进一

步发展%异装现象也伴随思想的解放逐渐盛行'至

民国时期%女子教育逐渐形成与男子教育并轨的趋

势%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国留学生回国后

不仅带回了开放的思想文化%也带回了男女平权的

新观念'这种新观念使中国女性看到女性同男性一

样拥有公民&政治等平等权利%男女在能力和智力上

并没有太大区别%两性平等的意识为女着男装提供

了思想基础%而异装现象则成为女性对男性性别向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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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产物'

与此同时%伴随封建经济的瓦解%商品经济有所

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家庭女

红从深居闺阁中走出%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于是

晚清时期新一批的职业女性诞生了'然而%社会分

工同时又对人做出了各种要求%不同的岗位对应出

不同的性别角色%其中必定包含女性从事男性职业%

出现妇女在各行各业取代男性地位的情况%因此异

装现象同样也在职业领域中产生'(妇女在经济上

和社会上不断地从男性的统治中获得独立--当妇

女有能力选择丈夫是因为那是吸引她的男人%而不

是作为一个供养者的时候%两性的服饰就变得更为

相像*

D

+

)%经济带动下的职业需求直接促使女性在经

济上走向独立%女性经济的独立一定程度上也促使

其拥有同男性一样的权利%从而推动了性别意识的

进一步发展'但不管近代建立的这种人与人平等的

新观念是否达到权力上的真实平等%在理论意识上

男女性别已经建立起了平等%并且这种平等直接在

男女异装现象中得到体现'

"三#女权运动

女权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社会两性

差别的明确文化特征%(妇女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和

其他类型的社会变革一样有着相同的效应--当妇

女拒绝接受这种无足轻重的地位%开始寻求和男子

一样的平等身份时%就会发现妇女服饰的风格的迅

速变化'

*

D

+

)西方国家妇女解放运动思潮在(西风东

渐)的影响下被引进中国%在梁启超&秋瑾&张竹君等

先进人士的推动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悄然开始'

推崇(男女平权)%(戒缠足&办女学&参与社会劳动)

的口号在这场运动中被提出%使得(男尊女卑)&(女

子无才便是德)%以及(服其命服)的封建性别意识受

到了强烈抨击%(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在这场运动

中得到传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女权运动进一步高涨%

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开始积极参与到女权运动

中来'五四运动前%较为淡薄的(男女平等)意识伴

随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出现而更为

明确'代表权力平等与自由的德先生"民主#%使得

女性着装相对变得不那么条条框框%女性在争取与

男性性别平等对待的同时%服装也在向男性靠近$等

级与身份(民主)推动下的性别意识发展则可以通过

赛先生"科学#的形式体现在中国传统女性服装的形

制变革上来'秋瑾以其异性装束对传统的性别意识

做出的大胆回应%其服饰风格的男性化表明!女性在

寻求和男子一样平等身份的同时%通过服饰争取(男

女平等)的性别意识发展直接推动了异装现象的普

及%而异装现象的普及也推动了性别意识的发展'

女权运动推动下的性别意识以及异装现象%促

使(男女平等)的观念很快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

带着男性性别倾向色彩的(异装热)也很快在全国各

地蔓延开来%无论是女权领导者还是女学生都以性

别平等的姿态穿起男性服装来'沈雁冰在3男女社

交公开问题管见4中写道!(一切旧俗关于男女的区

分%如讲演会中之男女分座%大旅馆的女子会客室等

都须去掉$女子服装也要和男子差不多')

*

H

+许地山

在3女子的服饰4中同样也就女性改装等问题指出

(女子的服饰是有改换的必要的%要改换非得先和男

子一样不可')

*

F

+

总体看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异装现象是女性争

取(男女平等)以及对男性性别倾向的产物%这种性

别意识的倾向最终通过服饰表现出来'近代史中性

别意识的养成是社会发展&女权运动和(西风东渐)

等交叉作用的结果%异装现象则成为意识形态下的

表现%当(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得到社会的普遍认

可时%社会两性差别的服饰文化特征则变得更为相

像了'

五%结
!

语

异装现象自古有之%不同历史阶段的异装现象

有其相应的特点和形成原因'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异

装现象与整个社会性别意识的形成联系起来%对当

时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

的影响'探索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异装现象%对研究

整个中国近代妇女服饰文化的变迁以及中国近代社

会性别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此研究内容远远

不止这些%因此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继续做

更深层次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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