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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服装变迁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与国家

史　春　风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服装之美，经历了从 “制服”为美到 “花衣服”的过程。尽管对于服

装之美，不同阶段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追求的时尚也有区别，但是，对于新中国的妇女而言，她们并没

有忽视美，而是在不断地认识和寻求美。新中国妇女服装变迁的背后，是国家在思想意识领域或隐没或彰

显的引导。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影响和制约着新中国妇女的服装变迁。新中国妇女服装

变迁的过程，凸显了妇女与国家命运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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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作为人类物质生活

中的一大要素，是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最直接、最
生动的反映。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认为：“衣着

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

中的语言……时装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

文字信息层次上的言语。”［１］其言当为不虚。服装

从其 起 源 之 际，就 不 仅 具 有 蔽 体、御 寒 的 实 用 功

能，同时人们也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宗教信

仰、政治取向、社会地位和身份识别以及多种文化

心态 等 内 容 都 蕴 含 其 中，具 有 鲜 明 的 社 会 功 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妇女的服装曾经过了一段

饶有兴味的变迁史，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凸显了妇

女与国家命运的关联，个中状况耐人寻味。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妇女服装变迁

１．“干部服”、“列宁装”的时尚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

资源”、“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使

广大妇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的思想号召下，中国

妇女开始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社会生产。正如当

时一篇文章中所描述：“这原来是一个新时代呵！”
“新中国就有这样的魔力，使她的儿女们感受到自

己属于人民、属于国家，应该在人民，在国家的眼

中，显出是一个更有用处的人。大家谈论着家庭

妇女，在家庭里的人们也谈论着自己，她们提到参

加生 产 事 业，成 立 家 庭 生 产 合 作 社，提 到 办 托 儿

所、开农场。”［２］在这样一个新的时 代，从 前 以“大

门不出”为道德，“搽油敷粉”为体面，被迫与社会

隔绝的妇女或被动或主动开始投身于国家的社会

生产与建设。在这样一个时代，“妇女不仅是生产

的参加者，而且是生产的领导者。她们在家庭经

济生活中占极重要的地位，离开妇女不行，谁敢轻

视她们！”［３］

就在这样一个“一切改变了，天变成 了 地，地

变成了天，十八层地狱底下的女工也要把身翻，样
样事情都来了个‘大翻个’”［４］的时代，中国妇女也

一改从前“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传统，诸多

行为观念发生了改变。在天津，受到教育的女工

们觉悟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 物 力 维 艰。我 们 女 同 事 已 由 弯 弯 的 曲 发，变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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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汤挂 面 式 的 发 型。我 们 尽 量 集 中 思 想 在 学 习

上，以求进步，已经不再注意外表的美观了。”［５］石

家庄的纺织女工们开始了劳动红旗竞赛，“过去下

班前一两个钟头，就可以看到女工们梳头洗脸盼

着下班。自打竞赛以来后，不顾头，不顾 脸，弄 得

满身花毛，像个雪人似的，也忘了打扮。有人问道

她们时，一个叫权平金的女工说：‘咱们是上班干

活来了，也不是梳头洗脸来了，管他好看难看啦，
竞赛要紧’！”［４］

一个崭新的、充满变革的时代来临了，新中国

的人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力求接受各种新鲜事

物，力求使自己从各方面适应新的环境。欢迎新

的，扬弃旧的。带有强烈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功能

的服装也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发生变革。传统的、
“旧”的装束作为一种被新社会彻底粉碎的、与旧

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可憎恶的东西也随之被抛弃。
“当时如果有一个穿花旗袍的是会被人看不入眼

的”［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干部服（其后 为 列 宁

装）迅速成为时尚。
“干部服”（制服）产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斗争的艰苦年代，革命的利益以及环境因素、经济

条件使得革命者无暇讲求个人生活舒适、讲求梳

妆打扮，粗朴的干部服成了革命的象征。特别是

那些英姿飒爽的中国女兵———穿着士兵服装的年

青姑娘的出现，曾经震惊了世界。她们所代表的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同样引起人们的无限的尊

敬和景仰。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他的社会性，失去

了社会人就难以生存。因此，作为个人而言，都会

尽力向有利于自身的群体靠拢，模仿这个群体成

员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乃至着装。新中国成立

后，由于“党和政府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人

民钦佩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艰苦朴素

作风，怀着景仰和羡慕的心情来从一切方面，自然

也从服装方面学习我们”［７］。脱下象征“旧社会”、
“旧的生活方式”的旗袍、裙装，穿上蓝灰色的干部

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于受苏联服装影响，又加上

了列宁装），虽然色彩单调，但是对于身处其时的

新中国妇女而言，这样的装束意味着一种崇高的

政治信仰，一种对新时代、新中国由衷的渴望，同

时也是一种对社会认同的强烈寻求———一种强烈

的归属感———“我”属于这个崭新的国家，这 个 崭

新的时代，“我”是这个时代的主人。于是，线条优

美的旗袍、裙子被压到箱底，蓝色、灰色的干部服、

列宁装成为时尚，男女皆然。
毫无疑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制服在一开始

是被当作代表“时尚”与“美”的服装被人们所崇尚

的。不过，这样的观念在新的时代中逐渐发生某

种变化。
一种新制度的诞生随之而来的是新道德体系

的逐步建立和形成。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一

切崇尚“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的当时，节约、艰苦、
朴素成了新社会所倡导的新道德，而在这一过程

中，一些人对“朴素”两个字的含义发生了“误解”，
认为只有穿蓝色、灰色的制服才算朴素，穿其他颜

色和式样的衣服，就是奢侈、浪费，“甚至认为是受

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有了新衣服都不敢穿。这中

间，有一部分人是真心“热爱党和国家干部的朴素

作风，觉得穿蓝布制服经济实用，所以喜欢穿”，但
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喜欢穿蓝制服，“但是由

于怕人家说闲话，也只好穿蓝 制 服 了”［８］。结 果，
大家一片蓝色、灰色和黑色，“小姑娘打扮得像个

男子汉，青年小伙子穿得活像个老头子”［９］。
不过，千篇一律的蓝灰色的制服并没 有 完 全

压抑新中国的妇女们对美的追求。在当时“苏联

妇女是全世界妇女的榜样，苏联妇女的道路就是

全世界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全国上下一致

把“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作追求之时，
在当时介绍苏联妇女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

到新中国的人们对苏联妇女的“美”的向往：“戏院

里，你会遇到一些专门到盥洗室换一双上好高跟

鞋才踏进剧场的妇女，散戏后再穿了普通皮鞋走

回去。女艺术工作者皮包内总得带有脂粉小盒，
在宴会或者集会中途拿出来擦用。她们以为这是

对于别人的礼貌”。“苏联的妇女杂志上如今也常

介绍一些时装或睡衣的样子，百货公司的衣服剪

样的摊子上常挤满雇（顾）客”，“因为她们的经济

文化 生 活 已 提 高 到 相 当 程 度，所 以 有 这 种 现

象”。［１０］

２．“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 历 史 的

崭新华章。在生机勃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以无比高涨的热情投身于新

中国的建设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初５年的历史，
“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五年都走得快。昨天走过的

地方过些天就不认识了，昨天的文盲过些天变得

会写信了。新的建设计划不断地提出，也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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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到；尚未做到的总会比预 期 更 快 的 做 到。”［６］

１９５６年，在基本 完 成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的 同 时，我 国

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提前完成了

“一五”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按１９５２年的不

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一五”计划规

定的１９５７年的指标。在列入“一五”计划的４６种

主要工业 产 品 中，钢、生 铁、钢 材、水 泥、纯 碱、客

车、棉纱、棉布等２７种产品的产量已经达到或超

过“一五”计划规定的１９５７年的指标。农业方面，
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１９５６年的农业总产值依然

接近“一五”计划规定的１９５７年的水平。物质生

产的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文化生活有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包括对单调的、男女不分的服

装产生了不满足，开始追求与日益丰富的物质生

活相适应的服装。１９５４年以后，要求穿“花衣服”
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日，新年伊始，《中国青年》第１
期发表一篇题目为《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的

文章。文章指出：“在经济条件的许可下，适当地

讲究一些穿着，这种建筑在劳动基础上的改善生

活，与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只讲吃穿是不同的。”
“我们提倡穿花衣服，讲生活五色缤纷，就会使我

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变的更加美丽”。在文章的开

头，编者特地加按语提出：“新年已经到了，我们在

快快乐乐过新年的时候，姑娘们，就从此穿起你们

的花衣服来吧！”［１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报导，２
月１日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召开座谈会，专门

讨论改进服装式样和色彩的问题。座谈会中，大

家都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和色彩太单调，不能反

映今天中国人民日益美好、幸福的生活”，“主张根

据经济、实用和美观的原则，来改进服装式样，增

加服装的色彩”。同时，为了改变目前服装单调的

状况，提出“必须打破阻碍改进服装问题的一些错

误认识，要把人民群众的爱美同资产阶级的奢侈

腐化严格 地 加 以 区 分”［１２］。由 此，政 府 开 始 倡 导

“改良服装”。一段时期内，服装问题成了报刊杂

志关注的重点。
然而，穿“花衣服”的呼声与此时全国正在进

行的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培养共产主义

道德教育发生了冲突，也与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

倡导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发生冲突。在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过程中，一部分人把“穿得好”
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挂钩，认为讲吃讲穿就是

腐化堕落，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于是，那些讲

究吃穿的人遭到人们的讽刺、嘲笑，而被扣上“资

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大帽子更是让许多人对穿“花
衣服”心生畏惧。１９５５年第６期的《新中国妇女》
刊登了一首诗《花布的烦闷》：“我是国产的花布，
人们夸我‘式样美观、质地牢固’，可是姑娘们对我

的待遇，真使我感到苦闷。”“姑娘们买到我也确实

真正喜欢，将我缝成一件如意的新装。有谁知道

他 们 为 了 什 么，偏 偏 在 我 外 面 套 上 一 件 蓝 布 衣

裳。”“我听见两个姑娘轻轻地在讲：瞧，咱俩穿件

花衣裳，别人硬说是‘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哼！

还有人说咱‘轻浮’、‘不像样’！”“啊！姑娘们原来

是受了这些言论的影响，我花布可算遭了殃，呼吸

不到新鲜的空气，看不见灿烂的阳光。”诗的最后

一节 写 道：“姑 娘 啊，姑 娘，你 不 必 怕 人 家 说 短 论

长，请你赶快脱下罩住我的蓝布衣裳，让我把你打

扮得更漂亮。”［１３］

１９５５年 前 后，关 于 穿 花 衣 服 到 底 是 否 是“资

产阶级思想”引 起 了 人 们 的 热 烈 讨 论。１９５５年，
《新中国妇女》第３期发表郁风的文章，文章尖锐

地提出：“我们难道可以说蓝色、灰色是属于无产

阶级的，其他颜色以及图案花纹都是属于资产阶

级的吗？”［６］１９５５年第３期《中国青 年》发 表 来 信

综述《不要乱扣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文章指出：
“有些青年把在可能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生活，与资

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混淆起来，把一些属

于正当的改善生活的现象，认为是资产阶级腐化

堕落的生活作风。结果在一些青年思想上造成错

觉，认为‘吃好些，穿好些，就会腐化堕落’，致使一

些本来应该而又有可能改善生活的人也不敢改善

了，有的已经做好了新衣服也不敢穿，甚至因此不

安，影响了工作和学习。”“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

使人民享受最美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我们反对

整天只讲究吃好穿好而不好好工作和学习，也不

主张个人生活的改善远远超过周围群众的生活水

平，但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适当的改善自己的

生活，吃 得 好 些 穿 得 好 些，则 是 完 全 合 理 的。”［１４］

正是这一背景，引发了人们对妇女着装的关注和

讨论，继《中国青年》刊发《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

吧》之后，郁风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打扮起来吧》
的文章指出：“在历史上从来还没听说人民服装会

成为一个问题。正当我们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

时候，连全国这么大片的土地都要绿化，难道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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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上就 情 愿 永 远 是 灰 色 的 吗？”［１５］《中 国 青 年》

１９５６年第６期，孙 轶 青 发 表 文 章《让 我 们 的 服 装

丰富多彩》，提出“在服装的讲究与打扮方面，哪些

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哪些不是，必须作具体分析”。
“辨别是非的界限主要有两条：一是要看经济来源

如何，是 否 奢 侈 浪 费；一 是 要 看 美 的 要 求 是 否 健

康。只要合乎这两条，即使穿得再漂亮一些，也不

能算作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文章充满激情地

写道：“人们对美的要求，不仅表现在对优美的音

乐、诗歌、绘画、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艺术作品的爱

好和欣赏方面，不仅表现在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
对日常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美化方面，而且也应当

表现在对日常装束的讲究与打扮方面。各式各样

的，色彩调和的优美的服装，可以更好地表现出每

一个人的豪放与纯朴、严肃与活泼、刚毅与柔和、
高尚与清雅等等优美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可以给

人爽朗、豁达、鲜明、欢乐的情感，可以引起人们对

优美的自然景色的回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和

向往。优美的服装对于新的一代———少年儿童的

美的教育，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只有那些能够使

生活丰富多彩，能够表现人们高尚的感情和对生

活的热爱，能够鼓舞人们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有

益于伟大集体的事物，才是优美的事物。这种审

美观点，是我们应该加以提倡 的。”［７］时 任 中 华 全

国总工会女工部副部长的杨之华也著文提出：“我
们要大胆地穿上自己喜爱的漂亮新装，使我们的

装束能表现出我们的自由、幸福、平等、美满、活泼

的生活。但是，我们反对花太多的钱去添置太考

究、太豪华的服装，因为目前我们一般的生活水平

还不太高，这样做会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安排；我
们也反对为了漂亮穿着妨碍我们日常劳动和身体

发育的服式；我们更反对为了装饰花费太多的时

间和精力，以 致 影 响 生 产、学 习 和 工 作。我 们 提

倡：穿花衣服的人要有新的先进的思想，一个思想

进步、热爱劳动、努力学习、品质优良、工作很好的

妇女，再 穿 上 一 件 漂 亮 的 衣 服，就 会 显 得 更 美

了。”［９］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文革前夕的报

刊杂志上，经常推荐适合各个季节的新式样服装，
笔者随机翻阅当时的杂志，封面、封底随处可见那

些衣着 光 鲜 的 漂 亮 女 性。例 如，１９５６年 第７期

《中国青年》封底，是北京服装鉴定会上青年妇女

们试穿各种式 样 服 装 的 照 片；１９５６年 第８期《中

国工人》的封底，是身着漂亮裙装、脚蹬高跟皮鞋

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的先进生产者；１９６０年

第２２期《中国妇女》封面，是一位穿着漂亮花衣服

的被称为“群众知心人”的农村党支部女副书记；

１９６２年第８期《中国妇女》封面，是穿着时尚的百

花奖最佳女演员获得者祝希娟。在改良服装的过

程中，一些人甚至为了跟风，到处借钱买衣服，还

背了一身债。有的机关女青年，因为“一天换好几

套衣 服，一 星 期 把 几 个 晚 上 都 用 在 溜 大 街、选 花

布、跑公司、看式样上面，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
而遭到人们的批评。［１６］

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讨论，加上政府不

遗余力的宣传和支持，改良服装的倡议得到了认

可，５０年代中 期 以 后 直 至 文 化 大 革 命 爆 发，对 于

新中国妇女来说，穿上漂亮的“花衣服”已经不再

被侧目，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服装变迁看新中国妇女

“我们的政治原则就是要建设美好生活的社

会主义社会。美好的生活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

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条件，使大家能够丰衣足食而心情愉快，使大

家的兴趣能够满足，个性能够发挥，这样大家就能

够在他的工作上有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不是

要忽视美的东西，而是要欣赏美的东西。要理解

自然界的、人类文化史上一切美的东西，要创造前

所未有 的 美 的 艺 术、美 的 文 化、美 的 生 活。”［１７］美

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人

们而言，他们并不是排斥美，而是追求美，这种美

不仅仅是外表的，穿“花衣服”的外表美，也包括内

心的、品格的美，健康的美。
什么是真正的美？穿上漂亮衣服是不是就代

表美？在改良服装的过程中，诸如此类的讨论随

处可见。“只有那些能够使生活丰富多彩，能够表

现人们高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能够鼓舞人

们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有益于伟大集体事业的事

物，才是优美的事物。这种审美观点，是我们应该

加以提倡的。”［７］“我们不仅要穿上美丽的衣服，而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树 立 起 道 德 品 质 优 良 的 独 立 人

格”［９］。这就是新中国的人们对美的理解、对美的

认识。所以，在宣传改良服装的同时，当时的报刊

杂志上，也在尽力宣传那些热爱劳动、工作出色的

劳动者们：忘我的工作之后，虽然她们“还没有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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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漂亮的衣服，没梳光头发，更没有来得及擦上香

粉”，这更是“真正的品质美，使人幸福的美”。［１８］

新中国刚刚成立，受尽蹂躏、历经奋斗终于翻

身作了主人的中国人民为了尽情表达对这个新社

会由衷的热爱，几乎不约而同地穿上了革命战争

时期中国军人的制服———蓝灰色服装，但是，笔者

认为，这并不是不爱美，而是对美的另外层次的追

求。１９６１年２月，毛 泽 东 为 中 国 女 民 兵 题 写 了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

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句，对此，著名文学

家郭沫若如此阐释：所谓“‘飒爽英姿’，如果译成

现代语，便是光明磊落、生动活泼的英俊姿态。这

样英俊的姿态，身上穿着素朴的制服，手里拿着五

尺长的步枪，整齐严肃地在清早的操场里操练，有
旭日初升的阳光照耀着，这是多么朝气勃勃的形

象呵！我们从这里不可以充分领取革命的现代美

感和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吗？”“这是要我们不爱安

逸爱劳动，不爱偷闲爱学习，不爱享受爱生产，不

爱粉 饰 爱 朴 素，不 爱 散 漫 爱 纪 律，不 爱 柔 弱 爱 刚

健，不爱妥协爱革命，不爱自私爱集体，不爱孤芳

自赏爱团结一致，不爱苟全性命爱反抗侵略，不爱

故步自封爱比学赶帮，不爱红在表面爱红在内心

……。”［１９］穿上素朴的制服，对于新中国的妇女而

言，是一种对“飒 爽 英 姿”的 美 的 认 同，是 对 新 社

会、新生活的无限向往，是一种令其内心满怀骄傲

与自豪的“美”。
当然，对于普通女性而言，这种颜色单调的制

服能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带来某种内心的满足，但
是却不 能 长 久。随 着 新 中 国 国 民 经 济 的 逐 步 恢

复，随 着 人 们 物 质 生 活 水 平 的 逐 渐 提 高，人 们 对

“美”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了。在改良服装的倡议提

出之前，大街上爱美的妇女们已经在设法展示着

自己的美了。“不少梳辫子的在辫梢上面系着彩

色的绸带”，“当人们已经要求在生活中多看到一

些美丽鲜明的色彩，而又不敢突破服装一般化的

习惯，就只有在占全身装饰面积最小的辫子梢上

打打主意了”。［６］也有不少妇女偷偷做了 花 衣 服，
却在外面罩着蓝制服，靠着领口袖口露出来的冰

山一角展示着自己的美。
经过服装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在政府 的 支 持

之下，５０年代 中 期 以 后，新 中 国 妇 女 们 几 乎 可 以

毫无顾忌地 追 求 服 装 之 美 了。１９５６年 春 北 京 召

开服装博览会，收集了几百种服装样式：“经过加

工的江南农村妇女爱穿的‘作裙’，配上无领衬衫，
将是少女们俏丽的春装。双襟小短袄，配上较长

的裙子，适宜于给长得丰满的妇女作便服。敞领、
前胸饰有花边的长旗袍，将是潇洒的晚礼服。还

有男孩子们的小花背心，女孩子们无袖的衣连裙

等，式 样 很 多。”［２０］几 乎 同 时，上 海 的 几 百 名 服 装

裁剪师和缝纫技工也为即将举行的妇女儿童服装

展览会赶制了３００余种新装。“新设计的妇女服

装有２５０种，其 中 有５０多 种 便 服、２０多 种 节 日

服、１０多种晚 会 服，还 有 专 门 为 孕 妇 设 计 的 衣 服

和工厂女工、女干部、女拖拉机手、公共交通车女

售票 员、女 教 师、女 保 育 员 等 不 同 职 业 妇 女 穿 的

４０种工作服”。“在５０种新的童装中包括从婴孩

到学龄儿童穿的各种春夏秋三季服装。特别新颖

的有婴儿穿的‘日光衣’和把裤子和裙子合并设计

的女孩‘裙 裤’。”［２１］到１９５８年，依 然 有 丰 富 的 服

装商品供应市场：“纺织品中的新品种有秋夏两季

用来做服装的宽面花布，很受姑娘们欢迎。还有

带香味的布，可以做夏季服装。飞利绸和人造毛

及柞丝交织绸缎，看来很似毛织的凡尔丁，很适合

做西服和裙子。”［２２］１９５９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

章，描 写 了 一 位 有 三 个 孩 子 的 农 村 妇 女 张 彩 花：
“她打扮得非常朴素：梳两根光溜溜的辫子。上身

穿一件府绸的白底小蓝花的衬衫，圆领，露出半截

颈脖。裤子是亚麻布的，米黄色的。我知 道 这 种

布料的裤子夏天穿很风凉，但一穿就绉起来。可

是张彩花今天穿起来，却是笔挺的。脚下是白袜

和方 口 黑 布 鞋。朴 素，非 常 朴 素，但 光 彩 夺

目。”［２３］６０年 代 初 的 报 纸 刊 物 上，仍 然 不 时 介 绍

和推荐包括旗袍在内的各样新式女装。
可以这样说，尽管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服

装之美，不同阶段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追求的时

尚也有区别，但是，对于新中国的妇女而言，她们

并没有忽视美，而是在不断地认识和寻求美。
著名妇女研究专家李小江教授认为５０年 代

中国妇女处于“全国解放、全面收获、全面被社会

认同和被社会接受”，妇女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时

期，这 一 时 期，国 家 的 动 员 和 干 预 力 量 无 与 伦

比。［２４］就服装而 言，服 装 的 流 行 与 人 们 的 审 美 需

求有关。但是，审美又并非单纯由个人心理因素

可以决定，它同时也是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经济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新中国妇女的服装变迁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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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以及经济发展现实状况的影响，尽管这种力

量有时隐没，有时彰显。在这一过程中，妇女被潜

移默化或者主动性地被引导、动员乃至被塑造，中
国妇女与国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紧密关联。

第一，新中国妇女服装变迁的背后，是国家在

思想意识领域或隐没或彰显的引导。
新中国成立，在到底如何着装的问题上，国家

并没有主动加以引导。但是，在国家的大力倡导

下，朴素、勤俭、节约，为恢复经济而艰苦奋斗成为

风气，而革命战争年代沿习而来的政府机关干部

素朴的着 装 在 这 时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显 而 易 见 的 表

率，于是，群众以此为榜样，制服随之流行。

５０年代中期，人民群众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步

提高而自发提出了“穿花衣服”的要求，当这一呼

声与国家倡导的艰苦朴素作风，以及其时正在进

行的“共产 主 义 道 德 教 育”发 生 观 念 上 的 冲 突 之

时，如前文所述，国家在舆论引导上起了积极的作

用———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享受最美好

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是让群众吃苦受累。这样

的舆论导向推动了妇女服装改良的顺利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 开 始 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泽

东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

的方针”［２５］。为贯彻这一方针，１９５７年９月 召 开

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勤俭建

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妇女运

动方针。如何理解勤俭持家和穿“花衣服”之间的

关系？勤俭 持 家 是 不 是 就 是 要 降 低 人 民 生 活 水

平，过苦日子？穿漂亮点是不是就是浪 费？这 也

是这一时期人们经常思考讨论的问题。１９５８年，
《中国妇女》发 表 编 辑 部 总 结，提 出：提 倡 勤 俭 持

家，“是为了促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而

在继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逐步地改善人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而奠定更坚固的基础。”“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的合理消费，如买一块花布，吃点儿好菜，买几件

高级 商 品，甚 至 有 人 在 人 家 结 婚 的 时 候，买 一 张

床，穿一身漂亮衣服，也批评是浪费，这样理解勤

俭持家是错误的”。“在宣传勤俭持家以前，在小

部分职工中，确实有铺张浪费现象，有比吃比穿比

阔气的风气，甚至不爱惜国家财产，损公肥私。我

们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２６］

勤俭持家不是让大家不穿漂亮衣服，不打扮，而是

主张量力而行，反对铺张浪费。
直到“文革”爆发之前的关于消费观念、关于

服饰包括发型问题的讨论中，《人民日报》仍然发

表文章指出：“随着建设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正在

而且应该丰富多彩起来。服装专家和理发师们考

虑如何使衣着、发型大方美观，姑娘们、小伙子们

想把自己修 饰 得 清 洁 整 齐，都 是 容 许 的。”［２７］“人

民群众拿自己的劳动收入，购买自己需要的各种

各样的商品，或者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这完全是

经济生活中正常的现象。不能把人民群众的正常

消费同剥削阶级吃喝玩乐混为一谈。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那种剥削别人、不劳而食、只求享受、吃

喝玩乐的腐朽生活，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是，这
同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根据自己的可

能条件，把生活过得美好一点，是根本不同的两回

事。人民群众用劳动所得的正当收入，置几件花

衣服，让全家穿戴得整洁美观一些；或者在劳动之

余，出去游玩游玩，下个饭馆，以及烫发、照相，等

等，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是合乎常情的。对于人

们力所能及的正常消费，是不应当加以干涉和非

议的。”［２８］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一直是国家极力宣传倡导的方针。那么，如何看

待勤俭节约与改善生活的关系？正是由于国家这

样的思想引导，新中国的妇女才可以在力所能及

的情况下大大方方地穿上漂亮衣服，展示女性之

美。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由
于从建国之后一直以来的倡导，也由于榜样的力

量（毛泽东、周恩来、雷锋，包括其他一些先进人物

的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在许多人的

理解中，仍旧定位为一心奉献、不讲吃穿，穿花衣

服就是“不进步”。因此，不敢穿漂亮衣服，或者内

穿花衣服外面罩上蓝灰制服，甚至给新衣服打上

补丁以示“进步”、“革命”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

都对新中国妇女服装变化产生了影响。
第二，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影 响 和 制

约着新中国妇女的服装变迁。
如上文所述，实际上，至少从５０年 代 中 期 至

“文革”爆发前夕，新中国妇女在着装问题上并非

人们从前印象中的“蓝灰一片”，算得上色彩较为

斑斓、款式也较为多样，而且这是由国家着力倡导

和影响的。但是，为什么一提到新中国建立早期

的妇女服装，我们就会有如此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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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新中国妇女服装的变迁与 国 家 当

时经济发展的状况有着现实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大力恢复和 发 展 国

民经 济，棉 花 产 量 和 棉 布 供 应 量 都 有 很 大 增 加。

１９５２全国 生 产 棉 花１２９万 多 吨，达 到１９４９年 的

２９０％以上，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１９３６年）的８４
万多吨还高出５２％。棉布在１９５０年全国市场上

的供应 量 是５　８００多 万 匹，１９５３年 就 达 到１亿

３　０００多万匹，比解放前最高销售年度的供应量也

多得多。但是，同一时期，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也大

大提高，以棉布为例，１９５３年产量比１９５２年虽然

增加了２７％，可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棉布的购买力

却更快地增长起来，以致同一期间的市场销量竟

增加了４７％。由 于 棉 花 和 棉 布 生 产 的 速 度 赶 不

上人民需要的速度，造成了生产和消费增长速度

不相适应的情况。为“未雨绸缪”，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
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

和棉花的计划收购。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纺织工

业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棉花的供应，保证棉布能

够按照国家的计划生产和分配，并进一步消灭市

场投机和稳定物价。
为贯彻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政 策，国 家

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当时提出的“穿花衣服”的呼

声：“例如城市人民一般地都存有一些衣服，现在

还是可以穿的，就应该多穿一些时候，少作一些新

衣；就 是 在 缝 制 新 衣 的 时 候，能 作 旗 袍 的 就 作 旗

袍，能穿裙子的就穿裙子，改变男女老少一律都穿

蓝布制服的习惯，也会节约很多布料，并且可以使

我们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这些办法都是可以采

用的和应该采用的。”［２９］

１９５７年，毛 泽 东 提 出 了“勤 俭 建 国”的 方 针，
倡导 艰 苦 朴 素、勤 俭 节 约，眼 前 利 益 服 从 长 远 利

益，各个消费者的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穿

衣问题上，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打算，提
出有旧的，就少买或不买新的；有破的，就尽量修

整再用。当时国家除了提倡旧衣改制以外，还积

极宣传和推广省布的服装样式。“过去城市妇女

多半穿旗袍，做一件旗袍比做一套干部服至少可

以省一半布。中式褂子，无论男女，都比干部服要

省布。所以应该提倡今后在添制衣服的时候，多

添制这些省布的式样的服装，并且尽可能量体裁

衣，不 要 浪 费。”［３０］之 后 几 年 中，利 用 碎 布 巧 制 服

装、旧服装翻改，漂亮而又省布，同时经过改良的

旗袍成为报刊上经常为妇女们推荐的新装。为了

响应国家号召，一些有条件购买新衣服的人们也

打消了购置服装的念头。

不过，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由于受到国家

政策的限制（１９６０年以后，由于棉花大量减产，不

得不削减民用布用量，几乎所有纺织品一律凭票

供应），加上自身经济条件所限，“人们在购买纺织

品的时候，都要考虑充分的利用。例如买布要考

虑布 面 要 宽，要 结 实，衣 服 做 好 以 后 要 能 多 穿 几

年，所以在色彩上也只能是选用中性的比较朴素

的颜色，例如黑色、灰色、蓝色或一些比较耐脏、耐
洗的颜色。从这时开始，原来的蓝、黑、灰 服 装 的

地位更进一 步 巩 固 了”。［３１］多 年 从 事 服 饰 研 究 的

华梅曾回忆：“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３年间……有城市户口

的人日常生活必需品，不是要凭票，就是要记本。

布票一年一人一丈七尺三寸，够做一身衣服的；棉
布则还 要 加 上 每 人 配 给 的 棉 花 票。黑 白 棉 线 按

‘把’卖，要记在一家一户的副食本上，就是扣子不

要票，不过也很难买到，而且式样单一。在这种物

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强调了具有历史意义

的着 装 规 则：新 三 年，旧 三 年，缝 缝 补 补 又 三

年。”［３２］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作风的提倡，国家经济发

展的现实状况，个人经济状况的限制，对于很多妇

女而言，她们实际上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

喜欢的服装，而是受到诸多现实因素制约的。在

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有一些经济能力的人之外，

实用、朴素、色彩单调成为人们更为典型普遍的着

装风格，特别是６０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妇

女的服装又逐渐重新回到“蓝灰”的原点。

总之，新中 国 妇 女 的 服 装，也 曾 经 是 色 彩 斑

斓，有过多样选择的。不过，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

了新中国妇女的着装，使其并不能毫无顾忌地展

现女性之美。至于“文革”爆发之后，“十亿人民一

款衣，三种颜色盖大地”的“革命服装”的出现，则

自有其更深层意蕴所在，非本文所能述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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