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篇名：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女性主義的興起與女性服裝之關係淺論 

 

作者： 

蕭伊雯。私立曉明女中。高二甲班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女性主義的興起與女性服裝之關係淺論 

1 

壹●前言 

 

服裝是人類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一種包裝，一種思想的呈現，更是一種幻想的

具體化。現代人早已把服裝視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們穿著的舒適的衣服，卻

是經過前人歷經技術的改良、傳統的突破甚至文化的革命才產生的。尤其是女性

的服裝，想要擺脫傳統道德觀、審美觀的束縛，更是需要許多人的努力。而女性

主義的興起變成了服裝現代化的主要推力。 

 

本篇主要在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女性主義的興起與女性服裝之間的關

係，希望在穿衣服的同時能夠了解其除了文化、美觀之外，也代表著男女的平等

以及現代社會的自由。 

 

全篇共分三大部分，分別探討女性主義的興起、女性主義與女性服裝之關係以及

結論與省思。 

 

貳●正文 

 

一、女性主義 

 

１、定義： 

 

『女性主義（Feminism）是婦女要求享有身為人類的完整權力。是向男人和女人

之間的關係挑戰，並且反抗所有造成女人無自主性、附屬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權

力結構、法律和習俗。』（註一） 

 

２、起源： 

 

Ａ、父權文化的概念 

 

父權文化的本質特徵是「男性中心主義」，它滲透在人們的思想、行為及一切兩

性關係中，貶低女性的地位、思想和行為，使人們習慣地認為女人是在男人的保

護下生存下來的。無論西方還是東方，父權文化在尋找男人優越於女人的根據時

都會從人類直觀生理現象入手，大肆渲染「男強女弱」的天然法則，並把它無限

度地推及到男女兩性對比的各個方面。 

 

西方文化中對女性的弱化很明顯。《聖經》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其中描寫亞當

抽出一根肋骨變成了夏娃，這表現出父權文化偏見地認為女人只是男人的一部

分，是男人的附屬，女人必須依靠男人才能生存。西方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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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社會》中也認為女性是依賴性的，因為「正常情況下男性在體力和智力

上具有優勢」。 

 

Ｂ、女性的覺醒 

 

依循啟蒙運動追求理想人性與社會之精神，女性主義以濃烈的性別差異意識為起

點，對女人既有之存在實況展開多面反省與批判，矛頭當然一直都對準男人及其

一切文化建構；男人史無前例並赤裸裸地被置於女人之前，成為女人檢驗、透視、

控訴、抗爭的對象。 

十八、十九世紀的自由女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首先驚覺男人向來並不把女

人當「人」看。男人以具有道德尊嚴並能理性思考的理性存有者自居，因而能適

任各種社會職務，但卻視女人為服務男人的次等存在，只能做做家事及不用大腦

的工作。然而，瑪莉‧伍史東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等女性主義者則辯稱，

女人可不是男人的玩物，女人與男人一樣具備人所當有的一切特質。女人之被男

人視為如此，乃是男人使之如此。只要在教育、政治、經濟上享有與男人相同的

待遇與權利（力），女人絕不會不如男人。 

Ｃ、女性解放之路 

 

西方女性解放啟蒙思潮是在人文主義的影響下開始的。相比中國只有男性知識份

子參加，文藝復興後，西方一些貴族婦女親自參與女性婚姻和教育問題的討論，

並且西方女性解放的啟蒙運動更加理論化和系統化。1791 年奧琳波‧都‧古茲

（Olympe de Gouge）在著名的《女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中寫道：「婦女生來就是自由的，和男人一樣有平等的權利。」之後，英國的瑪

莉‧伍史東考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發表了《女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1792），支持男女平等，提倡女性要受教育，提高自身的素質與

能力，掌握自己的命運，才不會受男性的統治與支配。 

 

美國獨立戰爭推動了美國女性的選舉權、參政權和受教育權等方面的實現。在法

國，1944 年法國女性有了選舉權；1965 年取消了《拿破崙法典》中歧視女性的

條文；1983 年通過了《平等就業法》。法國女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在 1949 年發表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提出女性解放的三種途徑。美國

婦女運動領袖貝蒂‧弗雷登（Betty Friedan）在 1966 年建立了「全國婦女組織」，

她認為性別歧視是對性別角色的誤解，這使女性受到傷害的同時也使男性受到危

害，因此女性解放運動不僅可使女性得到解放和發展，還有利於男性的健康發

展。她盡力使美國女性參與到社會主流中去，真正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權利承當平

等的責任。20 世紀七八十年代，西方女性解放進入了一個新的高潮，這時主要

從針對女性的暴力及男性對性行為和人類繁育的控制出發宣導女性解放。當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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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種宣導女性解放的組織和團體更是層出不窮，女性解放的意識和活動深入人

心。 

 

３、現況 

 

縱使女性的社會地位已獲得大幅的改善，許多女性主義者認為仍然有許多需要改

善之處，並提出許多現代社會的女性問題且加以改革。例如：生育權、墮胎權、

教育權、家庭暴力、孕婦留職、薪資平等、性騷擾、性別歧視與性暴力等等。許

多婦女團體仍持續努力中。 

 

二、女性主義與服裝之關係 

 

１、服裝的定義 

服裝（亦稱為衣物、衣服、衣著）最廣義的定義，除了指軀幹與四肢的遮蔽物之

外，還包括了手部（手套）、腳部（鞋子、涼鞋、靴子）與頭部（帽子）的遮蔽

物。 

幾乎所有的人類都有穿著衣物的文化。人類穿戴衣物除了有功能性的理由外，也

有社會性的理由。衣物能夠保護脆弱的人體免於天氣與環境的傷害，而同時服裝

中的每個物件也帶有某種文化與社會意義。 

２、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890 年代）的女裝 

 

Ａ、新藝術運動 

『從 1895 年開始，受「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的影響，而出現強調「S 形

曲線」的線條，女子從側面看來呈現出「前凸後翹」優美的「S bend」。為了達

到這種曲線，女性則必須穿著呈「S」型，堅挺的「束腹」（Corset）。此時女性服

裝發展的重點特色：其一是，裙撑架的流行正式消退。其二是，出現高緊的蕾絲

領子。其三是，又重新流行機能性不佳的「羊腿型袖子」。』（註二） 

 

「新藝術」產生於 19 世紀末，也被稱為「現代藝術」或「世紀末樣式」，是具有

劃時代意義的藝術樣式。這個時期被稱為「La Belle Epoque」與「The Age of 

Opulence」，即「好時代」的意思。它流行於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在整個歐洲

和美國展開的裝飾藝術運動，波及幾乎所有的設計領域。從建築、傢俱、產品、

首飾、服裝、平面設計、書籍插圖一直到雕塑和繪畫藝術都受到影響。 

 

「新藝術運動」在文學藝術和工藝美術等領域活躍的同時，服裝界也發生很大的

變化。巴黎的高級時裝店活躍著多塞(Jacques Doucet)、波阿萊(Paul Poiret)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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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不斷推出優雅的新作。這些作品受「新藝術」運動的影響，洋溢著新鮮的美

感，整體造型均為 S 形，強調纖細的曲線，從材質到裝飾以及服飾品都被統一在

一種微妙的高雅感覺之中。 

 

Ｂ、S 形女裝的形成和發展 

 

S 形女裝的大致發展過程如下：自文藝復興以來，胸、腰、臀起伏所構成的人體

曲線一直是西方女裝造型的重點，而緊身胸衣和裙撐則是這一造型方式的主要手

段。1870 年襯墊的再次使用，在一定程度上改變了西方女裝局部造型的塑造方

式。此外，西方女裝在經歷了四個世紀的三維空間的探索和積累之後，服裝的立

體構成和剪裁技術也日趨成熟和完善。從 1890 年起，西方女裝進入了 S 形時期。

西方女裝以緊身胸衣在前面把胸高高托起，腹部壓平，腰勒細，在後面緊貼背部，

把豐滿的臀部自然地表現出來，從腰向下擺，裙子像小號似的自然張開，形成喇

叭狀波浪裙，從側面觀察時，挺胸收腹翹臀，宛如「S」字形，故得名。該式樣

與新藝術運動所提倡的曲線造型保持了一致。 

 

從造型角度講，S 形女裝主要以緊身胸衣（Corset）、多片的魚尾裙和羊腿袖為主。

第一，緊身胸衣（Corset），是指一種束緊胸腰的胸衣。自文藝復興以來三百多年

的時間裏，緊身胸衣在表現女性魅力，強調女性特徵方面起了重要的作用。自其

使用開始，從鐵製胸衣到麻布、帆布加入鯨鬚或鐵絲的緊身胸衣，其目的都是幫

助女性塑造性感的體形，又因其對女性身體內部器官造成危害而不斷地被改良。

大約在 16 世紀上半葉,西班牙人以鯨須為骨架製成一種無袖胸衣（Basquine）。穿

上後，腰被勒得很細，胸也被包在那平整的倒三角形 Basquine 裡面。與之相配合

的下裝則十分膨脹，一種由鯨骨、藤條或金屬絲製成的圓環將吊鐘狀的裙裾層層

撐起，罩上長及地面的華麗面料與強調豐臀的裙子越來越膨大化。相對的，女性

的腰被這緊身胸衣越勒越細，甚至出現了鐵製的緊身胸衣。 

『在 1910 年左右，「束腹」的線條區為直線，並常至大腿部，邊緣據邀約 40 厘

米以上，當女子蹲坐時，因「束腹」裡緊著臀部和腿部，而造成下體感受到緊繃

束縛感。』（註三）並且在後臀部和前胸部加入許多三角形襠布，使其擴張，因

而外觀其體側有了 S 形特徵。 

 

第二，多片的魚尾裙（Gore Skirt），是指為了擴大裙擺的量或收緊腰部，形成優

美的魚尾狀波浪，用幾塊三角形布縱向夾在布中間構成的裙子，現在人們穿用的

四片、六片、八片等斜裙、喇叭裙和魚尾裙都屬此類。這樣設計的結果是使裙子

從上向下，像小號似的自然張開,形成喇叭狀波浪裙。 

 

第三，羊腿袖（Gigot sleeve），是指一種像羊腿似的袖子，以袖筒和袖籠肥大、

袖口窄緊為特點。其在袖籠頂部收有收褶，至袖口部呈錐形收縮。該種袖式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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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紀的文藝復興時代和 19 世紀的浪漫主義時代兩度流行。它的流行是由於 S

形時期女裝衣裙造型趨於簡潔，人們心理上感到單調而採用的一種彌補和對比手

法。S 形時期羊腿袖的特點是高於人的肩點，形成一種聳翹的挺拔感，而在此之

前曾流行過低於人的肩點的羊腿袖。在 S 形時期，與羊腿袖同時流行的還有泡泡

袖(puff sleeve)。泡泡袖,指在袖山處抽碎褶而蓬起呈泡泡狀的袖型。除了羊腿袖之

外，S 形女裝亦在領、胸及肩部加一些裝飾，這樣就使服裝的視覺中心和量感移

到了人體的上半身。此外，大髮髻和誇張的帽飾也在 S 形時期廣泛地流行。 

整體而言，緊身胸衣在 S 形女裝的形體塑造上起主導和核心作用。多片的魚尾裙

和羊腿袖為輔助作用，當緊身胸衣發生變化時，其二者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和調

整。 

 

 

圖一：1900 年代西方女性輪廓強調以「S 形曲線」為美的造形。 

（資料來源：葉立誠。中西服裝史。（台北市：鼎商，民 89）。頁 152。） 

 

３、女性意識的抬頭與服裝的解放 

 

19 世紀末，西方女性熱衷於參與各種社會活動，如騎自行車、高爾夫、網球以

及射箭運動越來越廣泛，而束縛人體的服裝卻妨礙了她們的參與，因此對於服裝

設計改革的要求越來越強烈。把婦女從緊身胸衣中解放出來是這個時期時裝設計

師具有革命性的響亮口號，這為現代女性服裝開拓了新的道路。新式的「運動式

胸衣」的使用，使流行了數百年的緊身胸衣得到改良。 

1906 年，巴黎時裝設計大師 Paul Poiret 推出高腰身的希臘風格（如圖二），在新

藝術運動流行時被視為是另類設計的風格。『Paul Poiret 身受「Bellets Russes」

（蘇聯芭蕾舞團）的啟發（其起因於以 Sergei Diaghilev 為首的蘇聯芭蕾舞蹈團，

首次在 1909 年巴黎演出造成轟動的影響）。Paul Poiret 將這種概念，表現再 191

1 年以「一千零二夜」（1002nd Night）為名的服裝發表會，展現出他的服裝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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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Paul Poiret，他在服裝設計的重點有十：其一，展現「異國風味」（Oriental

 style）。其二，採用鮮豔的色彩。其三，融入古希臘羅法的款式概念。其四，

採兩件式穿法的運用。其五，褲裝的採用。其六，不依賴束腹的款式。其七，開

創「蠶蛹」的款式造型。其八，以「Turban」頭巾或小圓帽款式取代寬大的女帽。

其九，出現縐褶的款式。其十，出現前衛大膽的款式。 

Paul Poiret 所帶來的影響，不僅以「異國風味」；或融入「古希臘羅馬」的款式

概念，為其主要的設計重點。他也是促使女性「把腰部束腹放鬆」的帶動者。』

（註四） 

 

圖二：1908 年，Paul Poiret 表現「異國風味」的設計風格。 

（資料來源：葉立誠。中西服裝史。（台北市：鼎商，民 89）。頁 186。） 

把數百年來束縛女體的緊身胸衣從女裝上取掉，從此奠定了 20 世紀流行的基

調，預示著腰身不再是女性魅力的惟一存在，這在服裝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

的。1907 年，西方服裝的 S 形設計逐漸趨緩，女裝長度逐漸縮短，腰圍放鬆，

臀圍收縮。 

S 形流行了近二十年，1908 年左右開始，女裝向放鬆腰身的直線形轉化，裙子也

開始離開地面，露出鞋。S 形女裝式樣逐漸退出了歷史舞臺。  

４、第一次世界大戰對女裝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造成西方社會文化嚴重的衝擊，在服裝上也產

生劇烈的變化，而這種改變特別顯現在女裝的發展。之前以「Art Nouveau」（新

藝術運動）為風格的特色，自此快速地消退，女性不再穿著「束腹」，裙擺長度

變短，服裝機能性提高。』（註五）（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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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916 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飾產生巨大的變化。 

（資料來源：葉立誠。中西服裝史。（台北市：鼎商，民 89）。頁 189。） 

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女裝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讓女性有機會走出家庭，進入社會從事後勤勞動補給生

產；或是參與後方社會的服務工作。這使得她們開始拋棄「繁複、累贅、不方便、

機能性差」的服飾，並普遍穿上男式長褲與工作服。 

在戰後，由於許多女士大量湧入就業市場，而造成職業婦女快速的增多。為了因

應職業婦女在工作上的便利性，「符合機能性、方便於活動」就成為女裝款式發

展的重點。在另一方面，女性生活型態在戰後也出現巨大的變化，女性不再如過

去只守在家裡，其活動的空間範圍也延伸至戶外，也因此適合各式戶外不同款式

類別的女裝紛紛出現。以上這都說明由於女性角色扮演與地位的改變，造成西方

女性服飾的變革。 

在 1920 年代最具代表性的女裝設計師，首推法國設計師 Coco Chanel（1883－19

71）(圖四)。從她 1910 年正式以「Chanel」掛牌開設女裝店，就接連出現許多驚

人之舉。例如，在 1913 年她開發女性運動休閒服；1914 年她製作泳裝，並穿著

此款泳裝站在海邊接受媒體的攝影；1918 年她剪成短髮遭到議論。雖然說 Chane

l 在 1910 年代做出許多備受爭議的行徑。不過到了 1920 年代，Chanel 所帶動的

女裝款式與觀念，卻成為當時最時髦的流行指標。例如，她推出無束腹寬鬆簡單

的女裝；在女裝設計時採用男性的布料；帶動女性追求「苗條、年輕、自由、簡

潔、自主」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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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的，Chanel 對西方女裝發展帶來的最大貢獻，就是她透過服裝讓女性得到期

待已久的解放與自由（即是讓女性藉由穿著來達到不受束縛的自主權）。』（註

六） 

 

圖四：CHANEL 的創始人，Coco Chanel。 

（資料來源：顏忠賢。穿著 Vivienne Westwood 馬甲的灰姑娘。（台北市：麥浩

斯，民 96）頁 66。） 

參●結論 

女性主義的興起對於女裝確實有著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我們現在身上穿的衣

服代表著百年來人們的改革與突破。尤其是傳統的女裝，要突破數百年來的觀

念，讓男女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與自由，更是不簡單。因為有前人不斷的努力，

現在的我們才能享有衣著上的自由。其實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的人無法享有這份

自由，這更讓我們體悟到我們必須珍惜我們所享有的自由。 

 

針對女性主義與女裝的議題，我想提出兩個思考問題。第一，現代社會中，男女

的平等已經有的大幅度的改善，但是社會上有很多實例，仍訴說著男女的不平

等，我們是否應該思考，未來還有哪些能夠改進的地方，能讓兩性獲得完全的平

等？第二，現代服裝無疑的是對人類的一種貢獻，它代表的是自由與平等。但是

現在許多人一味的追求時裝與流行，並瘋狂地追求模特兒般纖瘦的體型，甚至對

自己產生了自卑感。服裝應該是讓人穿出自信與美麗，那些盲目追求者的行為是

否扭曲了「穿」的本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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