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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女学生服饰变迁中的

女性解放先锋意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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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山东 烟台２６４００５）

摘　要：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的百年历史时期中，中国政局动荡，各种改革思潮相互冲击碰撞。尤其是起源于欧美的女权
运动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服饰是社会发展的物化特征，女性服饰的变迁体现了中国女性自由解放思想的萌生和

发展。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的服饰引领了当时的服饰潮流，放足、剪发、文明新装，在当时的中国女性服饰变革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代表作用，体现了女性解放的先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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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百年历史时期中，中国政局动荡，各
种改革思潮相互冲击碰撞，尤其是起源于欧美的女权运

动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

女性解放运动的爆发时期。服饰是社会发展的物化特

征，女性服饰的变迁体现了中国女性自由解放思想的萌

生和发展。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有生

力量，她们的服饰审美也彰显了近代女性追求个性解放

的美好愿望，引领了当时的服饰潮流。放足、剪发、文明

新装，在当时的中国女性服饰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代

表作用，体现了女性解放意识，开创了时代先河。

１　文献回顾
关于近代女学生服饰与女性解放运动的关系已有一

些研究。田梅英在《女性妆饰与民国初年的女性解放》中

认为女学生作为民初女性的一个特殊群体，民主与开放

的时代使她们有幸接受近代化的学校教育，她们的审美

情趣、思想观念超越传统，贴近时代，是时代的弄潮儿和

女性自我解放意识觉醒的先锋者［１］。郝先中在《传教士

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中提到，教会女校首开放足风

气，指出近代中国出现有组织地反对缠足，宣传和实施放

足是以教会女校为发端的［２］。１９０３年金天翮在《女界
钟》中提出女子剪发［３］。１９１２年４月，湖南衡粹女校学生
周永琪自断其发并倡设女子剪发会，被当地民政司长刘

人熙取缔［４］。１９２０年毛飞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再论女
子剪发问题》，将女学生推向剪发运动的风口浪尖［４］。

从这些资料可看出，女学生服饰在当时的中国领衔

时代潮流，在女性解放运动中具有先锋意识。探讨女性

服饰与女性解放运动关系的文章较多，但专门研究近代

女学生服饰变迁与女性解放运动关系的文章较少。

２　清末民初女学生服饰变迁中的女性解放意识
２．１　放足运动为女性走向社会奠定了体质基础

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反缠足运动兴起。首先是
来华传教士积极投身于放足运动，教会女校首开放足之

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教会女校开始禁止缠足女子入学。
如１８６４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北京贝满女中要求女
生不准缠足。１８７０年，基督教会在厦门的女校把不缠足
作为一项严格的校规。１８７４年，伦敦会的传教士约翰·
迈克高望牧师在厦门设立了“厦门戒缠足会”，这是中国

近代史上第一个反缠足组织。虽然教会反缠足缘于缠足

有违基督教教义，他们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

致。此古今通义也”［２］，但最终还是达到了中国女性身体

解放的目的。国内精英人士也纷纷响应，支持放足运动。

１８９５年，康有为在广州成立了“不缠足会”。１８９７年，梁
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发起了全国性的“不缠足会”。同

年，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的招选学生章程提到：

“缠足为中国妇女陋习，既讲求学问，中人极宜互相劝改，

惟创办之始，风气未开，兹暂拟有志来学者，无论已缠足

未缠足一律俱收，待数年以后，始画定界限，凡缠足者皆

不收入学。”［３］１９０１年，慈禧太后下旨劝禁缠足。
１９０７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等，规

定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

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章程

也对体操教学进行了规定。“其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分均

齐发育，动作机敏，举止严肃，使知尚协同、守规律之有

益。其教课程度，授普通体操及游戏，并授以教授体操之

次序法则。”不再缠足的女子也能适应体操课的要求。

近代中国为了寻找强国之道，学习西方的军事、文教

和科技，废除高考，改革书院，建立学堂，中西兼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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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增加了体育课程。近代教育家张伯苓提出“强国必

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而女子放足不仅是女性身体的

解放，也为实践“强种强国”的教育理念打下了体质基础。

虽然清末民初自上而下都在鼓励放足，但移风易俗

是一件相当困难而缓慢的过程，事实上，一直到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缠足才真正禁绝。放足使女性解放身体，不必再
忍受足骨折断的痛苦来取悦男性，不必掂着小脚，一步一

痛地勉强走路，而可以大步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参加工

作，从而更有能力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引领这一潮流

的恰恰是当时的女学生。

２．２　剪发运动体现了女性男女平权的愿望
清末男子的剪辫运动始发于海外华侨和留学生。

１８９５年，流亡海外的反清革命者、留学生开始剪除发辫。
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剪辫之风在留日学生中达到高潮。１９１１
年，晚清政府发布谕旨准国民自由剪辫。１９０３年，金天翮
在《女界钟》中提出女子剪发，将“盘髻”与“缠足”并立为

“女子娇惰腐败之劣根性”的源头。他认为“盘髻”浪费时

间，是女子求学的一大障碍，且不利于卫生。民国初年，

部分女学生开始接受女子剪发，同期男子剪辫高潮的来

临，进一步加速了女子剪发的认同。

１９１２年４月，湖南衡粹女校学生周永琪自断其发并
倡设女子剪发会，被当地民政司长刘人熙取缔，他认为

“将来必至酿成一种不女不男不中不西之怪状，不独女界

前途之忧，实民国风俗之忧”。同年，上海城东女校发行

的《女学生杂志》登载了《女子剪发问题》一文，对女子剪

发行为表示了支持，“何为男子剪发为遵制，女子剪发为

非礼乎？凡此种种侵犯女子之自由为何如乎？”［４］１９１６～
１９１９年任湖南溆浦女学校长的向警予，鼓励学生放足、剪
辫，并提倡运动。

女学生领衔剪发潮流，始于辛亥革命前后，但女子剪

发的盛行还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在传统观念里，“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辛亥革命前后的

女子剪发，最初是对当时男子剪辫风潮和女性解放运动

的呼应。到了民国初年，女子开始体会到剪发带来的生

活便利，如省时间、省妆饰、省衣服、为女性发式增添了更

多样式以及更利于清洁卫生等［５］。本文认为，清末民初

的女子剪发，一是体现了女性参与社会思潮变革的愿望

和行动，二是体现了女性对旧思想观念的反叛精神，三是

体现了男女平等。

２．３　“文明新装”体现了女性解放思想的日渐成熟
辛亥革命后，在女学生中风行“文明新装”，并在“五

四”时期达到巅峰。这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着装风

格。这种着装样式还是传统的上衣下裳制，上身是短而

窄的高领衫袄，倒大袖（即上窄但袖口宽大的袖子），下穿

黑色长裙，袄裙都没有繁复的装饰，而且不戴首饰，不施

脂粉，极其简朴、淡雅［６］。

“文明新装”被看作是接受新知识、新文明的象征，体

现了中国女性的思想解放意识：第一，西方传入的窄衣文

化大胆突出女性身体曲线。中国传统服装的裁剪方式是

以直线裁剪为中心，造就了一种自然的平面化的服装形

态，隐藏形体，高贵含蓄，避免形体曲线带来的诱惑，而导

以脱俗的精神之美。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学生接受西式教

育，也接受了西方的窄衣文化。西式服装的裁剪方式为

曲线裁剪，立体化地凸显体形，尽情展示人体之美。中国

女学生受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不仅要思想上的自由，也

要身体上的自由，在“文明新装”的着装上也体现为比较

紧窄的上衣，收腰，展示了女子的形体美。虽在裁剪上没

有脱离传统的方式，但在腰部和下摆都做了改进。第二，

朴素简洁的着装风格体现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的愿望。文

明新装完全没有清朝女装华丽繁复的装饰，颜色朴素，款

式简洁，面料也从民国前的提花锻织物变为棉麻、绸类为

主，较前轻便薄软。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首饰全部摘

掉，表现出女性自信、简朴的生活观［７］。辛亥革命前后，

世界局势动荡，战乱不断，如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
争、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这些战争对全世
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女

装的现代化进程也起到了推动作用。１９０８年，中国水师
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只，引起中日外交纠

纷，随即由粤商自治会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

制日货运动，所涉及的货物主要是棉纱织品、日用百货等

轻工业产品；１９１８年，知识界也出现了“服饰要返璞归
真”、“易服救国”的呼声。这些因素都促使女性服装在面

料和款式上趋向简朴化，这种简朴也是中国女学生参与

社会政治的一种体现［８］。第三，传统形制、新的款式，在

服饰改革的同时不忘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现了新女性新

思想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日趋成熟。中国传统的服装式样

最基本的两种形制为衣裳连属制（深衣制）和上衣下裳

制，文明新装采用的还是传统的上衣下裳制，这种传统形

制的保留使文明新装没有脱离传统女装的韵味，短袄长

裙，摇曳生姿，衬托出中国女性端庄、妩媚、婉约的仪态，

在保留传统女性审美的同时，在服装裁剪、搭配上都做了

革新，又具有新女性自由、平等的新时代气息。

３　结　语
在五四精神、女性解放运动的引领下，中国女性服饰

冲破旧礼教的束缚，大胆改革，展现自我，当时接受新式

教育的女学生成为中国女性服饰现代化潮流的领航员。

从１９世纪末的天足运动，到２０世纪初的剪发运动和新式
学生装、文明新装等，无一不是女学生冲在时代的最前

端，在与旧礼教的斗争中展现出了新时代女性英勇、果

敢、不屈的精神，也展示了新女性对个性自由解放、男女

平等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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