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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服的人在改变，做
衣服的人自然也是如此。

设计师杨成林是有着85
年历史的旗袍品牌“杨洋世
家”的传承人，这个并不太善
于言辞的手艺人，曾经在24
小时内赶制出了让歌唱家帕
瓦罗蒂也赞不绝口的唐装，
也曾为德语音乐剧《伊丽莎
白》的女主角定制了气场强
大的中式旗袍。每次遇到新
客人，他都会先抛出一系列
问题：“你买旗袍的用途是什
么？想在什么场合穿？你喜
欢的风格是什么？”

在杨成林看来，这种交
流是必需的。只有充分了解
客户的需求和想法，才有可
能实现量身定做，“我要看到
她的气质、特点和喜好，要给
出一个基本方向，然后才能
不断地交流、尝试，找寻最适
合她的工艺和剪裁方法”。

用今天更时髦的词汇
说，对于想要拥有一件旗袍
的女性而言，设计师们需要
提炼、总结、提升一个人的形
象与美学风格。这件事，无
关年龄，更考验眼力。杨成
林举例说，有一位93岁高龄
的女性是店里的常客，哪怕
她的身形已经有些佝偻，穿
上旗袍依然是精神奕奕的模
样，每次来访都是高高兴兴
定下两三件旗袍。

具体到 50 岁以上的人

群，杨成林的观察是，她们刚
开始也会可能陷于固定思
维，过度夸大自己在身材上
的缺陷。如果能够为她们提
供足够的尝试机会和中肯的
建议，她们的改变是最大
的。“原来我也可以的！她们
会突然间发现，只要找到符
合自己的元素、工艺，一件旗
袍也能表达自己内心的东
西，表达对人生的自信、对生
活的热爱。这是一种非常大
的成就感。”因此，他建议想
要尝试旗袍的女性，从什么
时候开始都不晚，保持敢于
尝试的心态，就可能有新的
发现，“很多人说害怕发胖，
其实合适的旗袍，哪怕你胖
了5斤也不会有影响”。

当然，除了订制，成衣同
样是女性的重要选择。上海
蔓楼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黎透露，当下50岁以
上女性的心态、外形都趋于
年轻化，看上去也远比实际
年龄年轻，“她们的穿着用色
很大胆，那种不是饱和度很
高的灰色、亮色、绿色、粉色
也都很受欢迎”。在她看来，
海派旗袍在设计上更讲究化
繁为简，追求的是在日常之中
的美感与时尚，无论是成衣还
是定制，第一步都还是“到店
体验”，“要去了解，去尝试找
到合适自己的风格。”

（新闻晨报）

悦人还是悦己，身材还是心态？
50+“姐妹们”的旗袍观

白底细黑格子、黑底金丝绣花、浅绛色菱格纹路……眼前的花色各不相
同，仔细看，是她们三三两两地走过来，像一幅流动的画卷，雅致而不凌乱。

这是初春一个温暖的上午，记者在上海浦东海派旗袍文化联谊会见到了
这些彼此互称“姐妹”的50+女性。尽管她们高矮胖瘦各不相同，旗袍色彩也
有浓有淡，但一种共通的气质隐约可见。那是抬头微笑时恰好的自信，也是
大方讲述时的从容淡定。

倪云华至今记得自己
年轻时第一次穿旗袍的样
子，那时候她身材纤细，逛
马路看到了橱窗里漂亮的
旗袍，一下就动心了。营业
员劝她，“你就试试呀，肯定
好看的！”

衣服上身，却又觉得不
是那么一回事，整个人像扎
得严严实实的粽子，扣子也
紧，怎么看都奇怪。“那时候
非常沮丧，觉得我穿旗袍肯
定不好看，以后再也不要穿
了！”

一直到 2009 年，因为
接下了在上海世博会期间
宣传海派文化与美好生活
的任务，彼时还在周家渡街
道办事处工作的倪云华重
新和旗袍结缘。在一次次
的表演、讲座中，她突然意
识到，当年，自己不过是遇
到了一件尺寸不太合身的
旗袍，“旗袍适合每一个人，
高矮胖瘦都可以穿得好看，
但前提是要合适、合身”。

因着这份意外的收获，
世博会结束后，倪云华与旗
袍的缘分也没有断。在联
谊会成立的8年时光中，会
长倪云华与副会长沈雪琴

看到了很多50+女性共同
的遗憾和误解：她们中有的
因为身材发福，对旗袍又向
往又担心，哪怕朋友们反复
劝说也照样打退堂鼓；有的
因为个头较矮，担心自己撑
不住长款旗袍，满心都是顾
虑；还有人分享自己的失败
经验，明明因为手臂粗从来
不敢穿无袖的衣服，没想到
第一次定做旗袍就被师傅
建议做了一套无袖款，衣服
做好后，几乎一次也没穿过
……

“大家现在看旗袍，还
是有一些固化的概念，比如
玲珑有致，比如性感，比如
影视剧中1930年代大上海
舞女、歌女的形象。”沈雪
琴说，最近某品牌因外包
装绘有开衩至大腿的旗袍
女性形象而引发争议的新
闻，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旗
袍文化的误解，“哪怕是当
时的电影明星，也不太穿
高开衩，不会轻易露大
腿。”

从这个角度上说，很多
女性是在加入旗袍联谊会
后，才逐渐放下身材焦虑，
更新了对旗袍的认识——

未必需要所谓完美曲线才
能穿旗袍，也不用太过担
心所谓“衣着暴露”。用沈
雪琴的话说，低开衩的长
款旗袍格外符合这个年龄
段女性的需求，既能充分
修饰身材，也可以突出典
雅之美，“好多姐妹都是一
开始很顾虑，结果穿好了
出来一看，太美了！”

倪云华相信，比外在印
象更重要的，是内在气质
的改变。如今，旗袍联谊
会介绍和展示旗袍文化，
主要方式就是培养女性的
艺术素养。“你要接受美的
东西，首先要提高审美。”
所以，比起教女性朋友穿
旗袍，旗袍联谊会也定期
开课教学，从油画、剪纸、
书法到声乐、昆曲、舞蹈
……最多的时候，倪云华自
己就参加过5个班。“过去
大家觉得旗袍是服务员穿
的，要么是大红大绿，要么
就是高开衩；但经过学习
和欣赏，你对这件事的看
法就不同了。同时，人的
内在气质提升了，自然而
然也就知道，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要摒弃的。”

姐妹们口中的“上海小
姐”王老师，在采访当天穿
了一件镂空蓝花黑底的旗
袍，再配上细细的金丝边眼
镜，自有一番精致。青春期
里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翻到
了母亲结婚时做的一件西
洋红旗袍。彼时和母亲身
材接近的她，躲在屋子里美
滋滋地试穿，母亲则用慢条
斯理却又难掩骄傲的口吻
点评：“可以了，脱下来，收
进去，不要被人家说话了。”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
在后来的二三十年，王老师
对旗袍的向往始终如一，受
到职业的限制，她更多地将
这种喜爱投射在影视剧里，

“我特别喜欢看年代剧，年
代剧里的旗袍多漂亮呀！”
加入旗袍联谊会后，王老师
第一次尝试穿的，是一身酷
似《花样年华》中张曼玉造
型的条纹旗袍，“人家看到

我说，是不是张曼玉那一
件？我赶紧解释，不是不
是，仿的！”

在王老师看来，这份喜
悦更多是属于自己的。丈
夫并不排斥她买旗袍，只是
一起外出时，他往往会“拒
绝”妻子的旗袍造型，“两个
人衣服要搭配的，我穿旗
袍，他就没法穿休闲服了！”
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属于
自己的时间，她就大方地穿
出来，棉布或麻布材料的旗
袍干脆就成了日常服，“我
自己感觉很美的，老公嘛，
是很难改变的”。

有着类似“旗袍启蒙”
的还有章老师。她记得小
学的一个夏天，母亲突然换
上一件缀着小花的黄色短
袖旗袍，整个人显得灵动又
活泼，“我妈妈是医生，印象
中她一直是穿着白大褂很
严谨的样子。那年夏天她

突然把旗袍翻出来穿，左邻
右舍全都来看，对她的称呼
也从‘医生’变成了‘太太’，
感觉大家一下子看见了她
身上这份柔美的气质”。

母亲早逝后，这个画面
永远留在了章老师的心
中。“我觉得这是妈妈留给
我的一个美的印象”。章老
师说，她是个特立独行的
人，工作后就常常会买旗
袍、穿旗袍，“我现在越来越
觉得，年轻的时候穿旗袍，
是追求一种复古的时髦；年
龄慢慢上去了，反而是带出
了自己的阅历、气质和韵
味。你看从传统的旗袍到
后来的改良款、日常款，旗
袍不断体现着与时俱进的
美——即使我的年龄逐渐
上去了，我对生活品质、对
自己的追求是不变的。大
家都说女为悦己者容，其实
我只是因为我喜欢。”

推广旗袍的人：

有些误解，应当放下

穿上旗袍的人：

比起悦人，更要悦己

设计旗袍的人：

她的自信，我来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