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6 卷 第 1 期
2019 年 1 月

Vol． 56，No． 1
Jan． ，2019

历史与文化 DOI: 10． 3969 / j． issn． 1001-7003． 2019． 01． 015

修正服制条例草案的制定与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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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辛亥革命后打破了古代封建社会服装礼制观念的禁锢，以法令的形式对国民服装进行规定。
其中 1912 年《服制》，1929 年《服制条例》，1939 年《修正服制条例草案》是确定当时礼服、制服和常

服的基础法令。在第三次基础法令即 1939 年《修正服制条例草案》颁布之前，曾出现过供讨论的第

一、第二与第三预案，内政部服制讨论委员对这三个预案进行了修改与讨论，最终于 1939 年 1 月 8 日

颁布了《修正服制条例草案》。文章对这三次预案进行了研究，并与 1939 年公布的《修正服制条例草

案》进行了比较分析，且从平等观念、中西纵横、实业救国三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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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amendment of mourning appare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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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Ｒevolution of 1911，the constraint of ritual garment system concept in ancient feudal society was
broken，and the national garment was regulated by statute． The Act of Clothing in 1912，the Ｒegulation of Clothing
in 1929 and the Amendment of Bill of Clothing in 1939 were the basic decrees to determine the full dress，uniform
and common dress． Befor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third fundamental act，that is the Amendment of Bill of Clothing in
1939，the first，second and third plans appeared． The three plans were modified and discussed by mourning apparel
system committee in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Finally，the Draft Amendment of Bill of Clothing was promulgated on
January 8，1939． In this paper，the three plans were studied，and compared with the Draft Amendment of Bill of
Clothing issued in 1939． Besides，its connotation was studi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ncept of equality，aspe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industry for saving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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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延续两千多

年的服装等级制也随之瓦解。民国时期通过服制法

令对国民服装进行重新规定，其中 1912 年《服制》、
1929 年《服制条例》与 1939 年《修正服制条例草案》
是奠定基本服装形制的基础法令。1912 年颁布的

《服制》以“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1］为基调，直接对

西式服装采取“拿来主义”，当时部分国民一时难以

接受，法令收效甚微。而 1929 年重新颁布了的《服

制条例》，仅规定中式长袍马褂为礼服，完全不见西

装踪影。而这种回归传统的举措无疑也是一种“文

化的倒退”，与世界文明进步的趋势背道而驰，也不

能与当时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情相适应。这表

明“拿来主义”或回归传统在当时的国情下都是行不

通的，对于国民服装的规制仍需作进一步调整。
于是，1935 年 2—11 月，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与中

央秘书处“收集材料，着手修改”［2］; 于 1937 年 8 月

脱稿，提出了修正服制条例第一、第二、第三草案( 即

预案) ，对国民所穿着的礼服、制服与常服进行了规

定，并有待作进一步讨论与完善。但此过程因抗战

而“搁置”，直至 1938 年再行讨论，最终在 193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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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颁布了《修正服制条例草案》。
目前国内关于剪辫和放足法令的研究较为深

入，涉及民国服制法令的深入研究较少，仅有《服饰

导刊》中针对民初服装法令的考证。本文以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修正服制条例草案的相关史料为

基础，对 1939 年《修正服制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
基本内容及其内涵进行研究。

1 第一、第二与第三草案的基本内容
第一、第二与第三草案的第一章第二条皆规定

“服制分礼服、制服、常服三种”［3］，说明这三次草案

的体系是按礼服、制服、常服构建的( 表 1) 。

1． 1 第一草案

规定礼服为参加典礼时穿着，男子礼服为长袍

马褂，袍为蓝色，褂为黑色，女子礼服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采用袍、蓝色，乙种则采用衫裙的两件式搭配，

衫为蓝色，裙为黑色。
规定制服为公务员服务时穿着，男公务员为中

山装，女公务员为中式长袍。
对于常服的规定，男女均采用长短两式。男子常

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普通短装，乙种为袍; 女子常

服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衫裙，乙种为长袍［4］。
表 1 第一、第二与第三草案服装规制总览

Tab． 1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first，second and third draft garment regulations

服制
内容

男子 女子

第

一

草

案

礼服

褂: 齐领加暗扣对襟，长至腹，袖长至手脉

袍: 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踝，袖长与褂袖齐

裤: 长至踝上三寸

甲种

袍: 齐领加暗扣，前襟右掩长至踝，袖长过肘

乙种

衫: 齐领加暗扣，前襟右掩长过腰，袖长过肘

裙: 长至踝

制服

衣: 翻领方角加暗扣，对襟长过腹，袖长至手脉，左右襟各

缀明袋二，衣领内用白色衬领

裤: 长至踝

袍: 齐领加暗扣，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间，袖长过

肘

常服

甲种

衣: 齐领对襟，长齐臂部，袖长至手脉，左右襟各缀明袋

一，左右襟上端缀小明袋一

裤: 长至膝与踝间

乙种

袍: 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间，袖长至手脉

甲种

衫: 齐领前襟右掩，长过腹，袖长过肘

裙: 长至膝与踝间

乙种

袍: 齐领前襟右掩，长过膝，袖长过肘

第

二

草

案

礼服

褂: 齐领加暗扣对襟，长至腹，袖长至手脉

袍: 齐领加暗扣，对襟，长至踝，袖长与褂袖齐

裤: 长至踝上三寸

褂: 齐领加暗扣，对襟，长过腹，袖长至手脉

裙: 长至踝

制服

衣: 翻领方角，加暗扣，对襟，长过腹，袖长至手脉，左右襟

各缀明袋二，衣领内用白色衬领

裤: 长至踝

袍: 齐领加暗扣，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间，袖长过

肘

常服

甲种

衣: 齐领加暗扣，对襟，长过腹，袖长至手脉，左右襟各缀

明袋一，左襟上端缀小暗袋一

裤: 长至踝

乙种

衣: 齐领对襟，长过腹，袖长至手脉左右襟各缀明袋一

裤: 长至膝与踝间

成年以上之男子并得着用长袍

甲种

衫: 齐领前襟右掩，长过腹，袖长过肘

裙: 长至膝与踝间

乙种

袍: 齐领前襟右掩，长过膝，袖长过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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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服制
内容

男子 女子

第

三

草

案

礼服

大礼服

衣: 翻领，对襟，长前与腹齐，后与膝齐，袖长齐手脉

背心: 硬领反角加领花，挖胸，对襟

裤: 长至足面，前裆对开，加暗扣，腰沿用褂扣

常礼服

甲种

一、长式

衣: 翻领对襟，袖长齐手脉，长与膝齐，袖长齐手脉

二、短式

衣: 翻领对襟，长过袴，袖长齐手脉，左右襟各缀暗袋一，

左襟上端缀小暗袋一

乙种

褂: 齐领加暗扣，对襟，长至腹

袍: 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踝，袖长与褂袖齐

裤: 长不过袍

甲种

衣: 齐领加暗扣，前襟右掩，长至足面，后幅曳地，袖

长齐肘

乙种

衣: 圆领，长至足面，袖长齐手脉，右肩上开，用暗扣

丙种

衣: 齐领，一字襟，右掩，长过腹，袖长齐手脉，袖口

紧束

裙: 长过膝，前后中间整幅两边起褶

外套: 翻领方角，披肩，对襟，长过腹

丁种

袍: 齐领加暗扣，前襟右掩，长至踝，袖长过肘，高不

过膝

制服

甲种

衣: 翻领，对襟，长过腹，袖长齐手脉，左右襟各缀暗袋一

裤: 长至踝

乙种

衣: 齐领加暗扣，对襟，长过腹，袖长齐手脉，左右襟各缀

暗袋一，左襟上端缀小暗袋一

裤: 同甲种之规定

甲种

衣: 翻领，对襟，长齐腹，袖长齐手脉，袖口反卷，左

襟上端缀暗袋一

裙: 长至膝与踝间

乙种

袍: 齐领加暗扣，前襟右掩，长至踝，袖长过肘，高不

过膝

常服

甲种

学生装

乙种

衣: 齐领对襟，长齐臀部，袖长齐手脉，左右襟各缀明袋

一，左襟上端缀明袋一

裤: 长至膝与踝间

成年以上男子除前条规定着用短服外得着用长袍

甲种

袍: 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踝，袖长过肘

乙种

衫: 齐领前襟右掩，长过腰，袖长过肘

裙: 长至踝

1． 2 第二草案

男子礼服为长袍马褂，袍为蓝色，褂为黑色，与

第一草案所规定相同，但女子礼服只精简为褂裙一

种。其中还规定公务员着用礼服时，应依官阶大小

而有所不同，通过褂上的绣花种类、织花大小、团花

数目以区别官阶等。
男公务员制服为中山装，女公务员制服为长袍，

与第一草案所规定相同。
男子常服还是分为甲乙两种，其中普通短装未

变，将学生装替换原有的长袍，但规定成年男子除穿

用短服外，长袍也可并用。女子常服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为衫裙，乙种为长袍，与第一草案规定相同［3］。

总体来说，第二草案较于第一草案来说，变动不

大，即女子礼服减少为褂裙一种，男子常服将学生装

替代了原有的长袍。
1． 3 第三草案

第三草案对男子礼服作了更详细的划分，将其

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类。其中男子大礼服采用

“国际间通行样式”———燕尾服。常礼服分甲乙两

种，甲种常礼服又分为长短两式，皆为西装; 乙种常

礼服为中式长袍马褂。女子礼服不分大礼服与常礼

服，只对款式进行规定，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并规

定女子穿着礼服时应与男子礼服相搭配。
男公务员制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西装，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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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装。女公务员制服同样分为甲乙两种，甲种

为西式短装，乙种为长袍。
男子常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学生装，乙种普通

短装，同时也规定成年以上男子得着用长袍。女子

常服仍分为两种，甲种衫裙，乙种长袍，男女常服和

第二草案所规定相同［5］。

2 内政部服制讨论委员会委员对修改

服制草案的意见及会议记录
关于这三次预案的讨论曾因抗战而暂时搁置，

直至 1938 年重启这项工作，1938 年内政部先后举行

了五次会议对第一、第二与第三草案进行讨论。前

两次会议讨论了草案的实质性内容，并得出了起草

条例的原则，形成了委员的修改意见; 后三次只是对

前两次会议提出的内容进行决议。
2． 1 起草条例之原则

1938 年 7 月 5 日，内政部服制讨论委员会举行

第一次会议，陈念中委员就服制问题提出三项原则:

“( 一) 服装式样须注重保存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

( 二) 服装质料限用国货; ( 三) 服装须合乎一般社会

之经济条件。”［6］

1938 年 8 月 9 日举行第二次会议，陈念中委员报

告历次审查结果，关于起草服制条例之原则，审查会认

为应注意:“( 一) 简单庄严; ( 二) 经济合用，常服制服

礼服宜有连贯性; ( 三) 富有弹性; ( 四) 限用国货。”［7］

总体来看，上述原则首先要求服制须“简单庄严，

经济合用”，以适应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需要;

其次要求须带有本民族的特色，因正值民族危亡的抗

战时期，故应限用国货，并以此振兴国产; 再次要求条

例应有弹性，不带有强制性，给予国民充分选择的余

地，而“非可以限制一般人非着此服不可也”［8］。
2． 2 服制讨论委员会的主要意见

服制讨论委员会的主要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三派:

第一种意见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

留中式长袍马褂，属“复古派”。如时任西北大学代

理校长的陈石珍委员主张“以袍褂为常礼服”［9］。
第二种意见强调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采用西

式短装，属“国际派”。赵恋华委员提出“关于男子服

装似应无论老幼均宜改着短服”，在他看来，短服“能

行动便利，振作精神，一洗历来颓靡之风又节省材

料”［10］。属于“国际派”的还有施震华委员，他认为

“不宜因循前清服制，故拟将此种服制根本废除，改

用短衣”，主张“大礼服服制采仿欧美各国式样似应

用欧美通用呢质制成较为合宜”［11］，即主张从款式

到质料都采用西式。
第三种意见强调中西方文化的调和，主张结合

中西方服装的优点自行创制一种新的服装款式，属

“折衷派”。朱文胄委员指出“由于目前在抗战时期，

所定服制宜含有民族性。大礼服除国际典礼得适用

国际礼服外，宜自行创定一式，以表示中华民族之独

立性”［12］。同时考虑到实施的难度问题，又指出“男

子虽应规定为短装，但其原有之长衣在平时也宜许

其穿着，否则一时欲全部变更不符实际困难而也不

太经济也”［12］。他还主张“改良长袍”，既保留长袍，

但也要使其向适应现代生活的便利性方向改良。即

使属于“国际派”的施震华委员也认为“图案绣花既

可表示东方美术，并足以宣言我国之丝织品”［11］，主

张国际化的同时也要保留中国特色。
2． 3 对国货的肯定

无论是“复古派”“国际派”还是“折衷派”，都有

一个十分重要的共同点，即均倡导使用国货。朱文

胄委员对使用国货持非常坚定的态度，指出“为发展

民生，保存国家抗战实力，服制质料应绝对限用国

货，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任何人不可再存有国

货不合用不美观之见解”［12］。
故“当前的服装问题不在于西装或长袍，而在于

国货还是洋货”［13］。即无论是中式、西式或是中西结

合的服装款式，均要求用国产面料来做。他们将国货

问题与国家危亡相联系，认识到“国货是工商业根基，

一国国家地位的高低完全以该国的工商业的盛衰来断

定，对于我们自己穿着服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购买国

货，金钱还是在本国人手里，实则以国货救亡”［14］。尤

其是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当时使用国货以保存国家实

力的呼声更加强烈，并影响到服制条例的制定。

3 1939 年《修正服制条例草案》的最
终颁布

以前三次草案( 即预案) 作为基础，经过内政部

服制讨论委员会多次讨论与修改，内政部以本部的

名义于 1939 年 1 月 8 日最终颁布了《修正服制条例

草案》( 下简称《修正案》) 。
3． 1 《修正案》的基本内容

《修正案》规定服制分礼服、制服和常服三种。
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大礼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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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生装( 图 1) ; 常礼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式如学

生装，乙种为长袍马褂( 图 2) 。女子礼服同样分为大

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和常礼服均规定为长袍( 图 3) 。

图 1 男子大礼服和常礼服甲种均为学生装

Fig． 1 Type A of man’s formal dress and daily dress is
all school uniforms

图 2 男子常礼服乙种为褂与袍

Fig． 2 Type B of man’s daily dress is robe and gown

图 3 女子大礼服和常礼服为袍

Fig． 3 Woman’s formal dress and daily dress are all gowns

男公务员制服式如学生装，同时中山装及西装

准予并用; 女公务员制服依旧为长袍。
男子常服分甲乙丙三种，甲种式如学生装，乙种

对襟短褂，丙种长袍并得着用中山装及西式服装; 女

子常服也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为长袍，乙种为短衣

配短裙，丙种为短衣配中式裤( 图 4 ) ，并得着用西式

服装，均得加外套［15］。
3． 2 1939 年《修正案》与前三次草案的关系

在总体建构上，《修正案》采纳了第一、第二和第

三草案的建构体系，即按礼服、制服、常服三大类进

图 4 女子常服为短衣配短裙与短衣配中式裤

Fig． 4 Woman’s dress is a dress and trousers of Chinese style

行服装规制。在总体形制上，《修正案》主要延续与

采纳了第三草案的内容，男子常礼服仍为长袍马褂

不变; 男子制服将第三草案所规定的西装摒弃，只保

留学生装一式。男子常服所规定的形制与第三草案

完全相同，都是学生装、短装、长袍三式。但《修正

案》的大礼服和常礼服甲种只是将学生装代替了第

三草案所规定的西装，同时还提到中山装与西装准

予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给国民日常穿着的服装提供

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前三次草案对女子服装的规定都以中式为主，

《修正案》中无论是女子礼服、制服与常服亦都规定

为中式长袍。
3． 3 委员的意见在 1939 年《修正案》中的反映

“复古派”主张“袍褂一时难以废除，仍列为常

礼服之一”［9］，这一点在 1939 年《修正案》中得到

了反映，长袍马褂仍被规定为男子常礼服和常服的

一种。
“国际派”主张采用西式短装，而 西 式 服 装 在

1939 年《修正案》中被完全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中西

结合的学生装。但学生装的裁剪结构与西装相同，

且属于短装，简便而实用，实际上也是借鉴了“国际

派”提出的“改用短衣”这一意见。
在两派之间，更为中肯的意见是“虽应规定为短

装，但原有之长衣在平时也宜许其穿着”［12］，这一点

在《修正案》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长袍马褂作为常

礼服和常服的其中一种被规定，供国民选择穿用。
相对大礼服和制服来说，常礼服和常服属于人们日

常生活中所穿着的服装，其穿用场合广泛而模糊，非

常符合“在平时也宜许其穿着”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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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正服制条例草案的内涵研究

4． 1 平等观念

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史上，服装被特别显著地

赋予了人们社会等级差的标识功能。作为“劳心者”
的官与作为“劳力者”的民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

沟。官有官服，民有民服，官民之间的服制有着天壤

之别的双重标准。因为“礼不下庶人”的缘故，所以

讲“礼”的官服服制详细，等级严密，不讲“礼”的民服

相对简单得多。或者说民服的简单在某种意义上是

由于礼制的禁忌而不得已为之的。
表 2 为隋朝至清朝针对庶民服装形制与衣料的

部分禁令。这些禁令涉及衣料、色彩、形制、纹饰和

配饰诸多方面，剥夺了庶民的服装自由; 由于同时又

赋予王室、贵族与职官的着装特权，所以实质上是拉

大了官民之差。
表 2 隋朝至清朝针对庶民服装形制与衣料的部分禁令

Tab． 2 Partial injunction for costume shapes and clothes of plebeians from the Sui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朝代 禁令 出处

隋 “非庶人不得戎服” 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第十二

唐

“因天子燕服用赤黄袍衫，遂禁士庶以赤黄为衣服杂饰”
“令流外及庶人不得服绫、罗、縠及五色线靴、履。裥色衣不过十二破，浑

色衣不过六破”
旧唐书·志第二十五·舆服

宋

“禁民间造金线、盘蹙金线”
“皇亲与内臣所衣紫，遂禁天下黑紫服者”
“禁民间打造缬帛”
“庶人、商贾……幞头巾子，高不过二寸五分”

宋史·志第一百六·舆服五

明

“禁庶人服色用黄。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
“禁民间制靴巧裁花样，镶嵌金线蓝条”;“严禁庶人穿靴”
“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
“禁军民衣紫花罩甲”

明史·志四十三·舆服三

清 “禁军民人等以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为服饰” 清史·志七十八·舆服二

古代中国以礼义之邦为标榜，但这种“礼”否认

社会中的人人平等，相反认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

有贵贱上下之分。“服物昭庸，采饰显明”［18］，中国

古代服装在某种意义上是等级标识的工具，官民、君
臣、臣臣之间的等级差均通过服装的形制、色彩、质

料、纹样、配饰被放大。人们在礼制重重网罗的管

制、说教和熏陶下，亦难以形成独立自主、人人平等

的意识。
直到近代中国，禁锢了人们几千年的礼制才被

打破，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尤

其是民国元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

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

体”［19］，以根本法的形式否定了延续了两千年的“主

权在君”，确定了“主权在民”，民服的颜色、纹样、形

制都不再有禁忌，消灭了官民、君臣之间的不可逾越

的“鸿沟”，弱化了官员间的大小差别。一系列服制

法令建立于《临时约法》公民平等的基础上。
1915 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革除封建等级

社会的思想革命，以人权和科学为基本口号，一直致

力于为公民权利而抗争，努力在各方面推进法治与

宪政。在服装方面，1939 年《修正案》中所有规定都

是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而

形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人们自主、平等意识的体

现。而且《修正案》按礼服、制服、常服进行服装规

制，即按服装品种与穿着场合来划分服装类型，而不

是按人的三六九等来分，充分体现了平等的“民权”。
至少在法理上，服装不再是等级标识的工具，具有超

越时代的进步性。
需要指出的是，《修正案》正式颁布前的第二草

案曾有规定: “公务员着用礼服时，应依官阶大小而

有所不同，通过褂上的绣花、织花大小、团花数目以

区别官等。”［3］此条规定仍然保留了等级制的尾巴。
但是在正式颁布的《修正案》中却未出现此规定，说

明其已被否决。这个过程说明平等观念的形成也不

是一蹴而就的，同样是一个不断纠正与不断完善的

过程。
4． 2 中西纵横

民国之初，近代中国面临着“变服”的形势，这个

“变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将中装变为西装。变服

西装的理由是“合古今中外而变通之，其唯改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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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以蕲进于大同矣”［20］; 1912 年《服制》在论述“服

制理由”时也指出“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

为宜”［21］。于是该服制采用了西装作为大礼服和常

礼服甲种，中式褂袍仅规定为常礼服的乙种。但这

种将西装直接“拿来”的做法，在当时的效果并不很

好，只有城市中从事经贸、文教等部分行业的一部分

人穿着，而在“腹省风气未闻之地或边远偏僻之区”，

因为“求一制造新式礼服之工匠颇不易得”，故“何能

做造”［22］。因而在现实生活采用西装为大礼服与常

礼服的现象并不普遍，人们还是着中式褂袍较多。
而后南京国民政府趋于稳定，也更趋于重视中国的

历史传统，故在 1929 年《服制条例》中，仅规定中式

长袍马褂一种作为礼服，完全不见西装的踪影，可以

看出从 1912 年《服制》到 1929 年《服制条例》，对中

式褂袍是一个弱化至强化的过程。但是此时近代中

国的民族工商业已经发展起来，国人的生产方式与

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拖沓的长衫难以适

应当时人们工作、生活的种种需要，所以“拿来”与

“复古”在当时都是行不通的。
这种现象在 1939 年《修正案》中得到了改观，具

体表现为穿着方式的中西并行。这又包括两个方

面: 一是中西各式服装准予并用。1939 年《修正案》
规定“男子常服除前项规定( 学生装、袍) 外，并得着

用中山装及西式服装”［15］。说明中式的长袍马褂与

西装、学生装、中山装等并行不悖，均可作为近代中

国男子的常服。据《良友》1940 年第 150 期至 1945
年第 172 期、《中华》1940 年第 85 期至 1945 年第 3
期统计，其新闻报道的合影中，共有 88 人，其中着西

装者 18 人，长袍马褂者 19 人，学生装者 32 人，军装

者 19 人。二是服装与配饰的中西混搭。1939 年《修

正案》规定“男子常礼服乙种采用长袍马褂搭配普通

呢帽”［15］，实际上这种普通呢帽来源于西方的软呢

帽，最早于 20 世纪初出现于美国，有柔软的帽毡，帽

冠较低，冠顶部有凹陷，帽冠底部装饰着一圈工整的

缎带［23］。1939 年《修正案》借鉴这种帽式，并将其与

中式的长袍马褂相“混搭”，这种“混搭”在现实中十

分普遍。在上述合影中，穿着长袍马褂者共有 19
人，其中 8 人搭配呢帽，17 人搭配皮鞋穿着。以上统

计可以看出，无论是服装的中西并用还是配饰的中

西“混搭”，都充分反映了中西结合的思路，且由此思

路所得出的服制方案在现实中也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执行。

4． 3 实业救国

实业主要指“以农、工、矿三项生产事业为主体，

而旁及交通、运输等业，商业从事于原料与制品之贩

运，大 有 助 于 生 产 事 业 发 展，故 亦 当 列 入 实 业 之

门”［24］，作为轻工业的纺织服装业为轻工业亦为实

业部门之一。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大门被迫打开，民

族危机日益加重，忧国之士奋起投入爱国救亡运动，

实业救国是救亡运动的一部分。张骞曾说“愤中国

之不振，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亦而不当，欲自

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25］。还有人

指出“是故欲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必于农工两业加意

提倡而维持之，以冀富裕下等人之生计”［26］，即要发

展实业必须首先从农工两业开始。而作为工业实业

部门的纺织服装业直接关乎民生，吃得饱穿得暖也

是最基本的人类生活需求。所以，当时“国家为实行

民生主义，在各地开设大规模的裁缝厂，就民数之多

少，寒暑之气候，来制造需要之衣服”［27］。
“洋务运动”后，吸收了外国技术与设备，中国的

民族工业逐步得到了发展。但其发展过程却遭遇到

“舶来品”的严重冲击，提供服装面料的纺织业首当

其冲，因为产品批量相对较小、质量相对较差、成本

相对较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为了挽救中国的民

族工商业，近代中国兴起了“国货运动”。1911 年 12
月，上海绪纶公所、衣业公所等十个团体为维持国产

衣帽的销售和生产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以“提倡国

货，发展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为宗旨”［28］，但中

华国货维持会采取的一系列倡导国货的措施尚属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28］，“偶查市集中之洋货呢绒

哔叽依然充斥，而国产绸缎土布被弃如故”［29］，他们

意识到“民众团体之呼愿早已声嘶力竭，依尚不足以

唤醒市民之迷梦”［29］，因而他们努力向新政府请愿，

要求新官方服制法令采用国产衣料，以“服用国货明

令规定，切实惩戒办法，务使一般市民知所奋发，一

体遵行”［29］。
当时的新政府对中华国货维持会的请愿做出积

极回应，以服制法令的强制手段规定国民应使用国

货。1912 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大礼服、常礼服“料

用本国丝织品”或“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织品或麻织

品”［30］。1938 年以来的一系列服制预案均建议各种

礼服、制服和常服“料用本国丝织品”［3］，至 1939 年

《修正案》正式规定“各种质料限用国货”，并在说明

中提到“提倡国货为振兴实业之先着，衣服为人人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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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范围颇广，规定限用国货以杜漏而振国产”［15］。这

样，民间的“国货运动”通过提升国民的爱国意识来促

销国货，政府则以服制法令限制国民必须使用本国织

品，两者相结合使人们产生了以穿国产衣料为荣的心

理，同时也保证了在行为上做到抵御洋货、采用国货。
这对于振兴民族工业，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具有

积极意义。这就是所谓“实业救国”，相关服制法令在

其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5 结 语
第一，1939 年《修正案》的颁布不是一个草率的

行为，而是经过了 1937 年至 1939 年三年时间中多次

会议讨论与修改的结果。
第二，《修正案》的颁布在法理上规定了中西各

式服装准予并用，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推动了近

代服装变革的进程。这种中西结合的思路，在现实

中也有更好的实施效果。
第三，在起草条例的原则、委员的意见、预案及

最终颁布的《修正案》中，都反复强调“倡用国货”，从

而对当时“实业救国”的实施也有推进作用。
第四，《修正案》在法理上达成了人在服装上的

平等。从此服装不再作为等级标识的工具。这一点

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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