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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时期的时尚 
 

十八世纪广被称为“革命时代”，而乔治时代的服饰更展现了多方面革新的明证──包括

科技、政治及社会观念。流行服装既能带动变迁，也同时向我们反映出更大范围中世

界的动态。  

 

本展览运用画像来叙述从英王乔治一世登基（1714年）至乔治四世驾崩（1830年）这

一百多年间英国流行装束服饰的故事。一号展室首先提供顺时序的简介，依序呈现造

型、廓形以及面料的演变，为您逐层建构乔治时代英国人着装的样子。其后的展室采

取主题方式，揭示哪些时尚要素更能广泛地呈现出乔治王朝（即汉诺威王朝）英国的

生活。 

 

在这个时期，制造组成衣物所用的基本质料都与前几世纪无异，而且由于原材料相当

珍贵，比剪裁、缝工要宝贵得多，因此衣服仍是一种价格高昂的商品。那个时代距离

缝纫机面世尚有好几十年，因此要将纺织品做成服装，一切工序都全赖手工完成。由

于原料如此昂贵，因此一块块碎布都得用上，而缝制工艺也极为巧妙，让衣物可以轻

易修改来配合潮流的转变。  

 

要了解昔日的时尚，画像是珍贵的资料来源。有些画家固然会在作品中非常细致准确

地呈现出人物的服装，但也有人为了艺术效果而改动画中人的衣服。将平面的图像与

衣服实物对比，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帮助我们了解在画中描绘的衣服做了哪些修

改。更重要的，是在检视实物的过程中，揭秘了建构那些衣物的详细工艺，以及在画

像中看不见的磨损痕迹。相反地，视觉图像展示出衣服如何组合、加衬垫，以及对穿

着者的仪态有怎样的改变。 

  



 



时尚与社会的关系 
 

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时尚风格多由王公贵族等社会菁英阶层创造，再逐渐受到庶

民阶层模仿或以个人的方式表达。这种情况在十八世纪出现逆转，原本时髦的名流界

开始从普罗大众的穿着、以实用为主的装束之中寻求灵感。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逐

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潮流创始者，而宫廷圈却反而令人联想到僵化过时的款式，而非

走在时代尖端的时装。虽然宫廷服饰予人世代传承的感觉，在视觉上更华美夺目，但

因为受到各种礼节的规范，而鲜能创造出面向未来的潮流风格。一些王室人员也喜欢

新的流行穿着，不过其他人仍然宁可维持一贯熟悉习惯的装扮。  

 

此时，一些供人消遣和社交的商业场所——如聚会所、咖啡厅、游乐园和剧院的兴

起，让人在传统的宫廷贵族场所以外展示最时髦的服饰造型。而专门刊登尖端时尚讯

息的出版物的面世，将最新出炉的时装潮流传播得更快更广。与此同时，纺织生产的

工业创新、以及印、染及漂洗工艺的相关发展，使得时髦的面料更廉宜、在社会上更

能普遍买得到了。 



  



童装  
 

在十八世纪，人们看待儿童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思想转变。1693年，约翰．洛克提

出“孩童出生时犹如一张白纸” 的观念，彻底从清教徒所认为 “儿童天生有罪，需要通

过教诲来获得救赎” 的这一观念中解放出来。让．雅克．鲁索又以洛克的思想为基

础，将童年视为人生中特殊的自由和快乐时期，强调容许孩子玩耍并且体验大自然的

重要性。  

 

这种思想上的根本转变也为孩童及婴儿时期的服装风格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从 1750年

代开始，将婴孩用包巾裹紧的做法，被医生和哲学家批评为阻碍活动和生长，而越来

越不受欢迎。男孩有新式的过渡型服装，这些设计延长了童年期阶段，而且比成人的

衣着更为舒适和实用。  

 

儿童的服装有时也预示着未来流行的成人便装式样，甚至也可能促使大众接受这些风

格。譬如女士的松身连衣裙，构造与童装连衣裙大致相同；而 1770年代男孩普遍穿着

的长裤为二十年后成年男士穿的长裤提供了设计蓝本。 

  



  



发型 
 

十八世纪的大部份时期，多数男性都把自己的头发剃光，戴上扑粉假发代替真发。这

是为了保持健康与卫生，因为当时认为头发会传播疾病和虱子。比起打理头发，假发

就方便得多，不仅可以在睡前摘下来，还可以常送去让理发师整理塑型。在整个世纪

间流行过多个不同的假发款式，而且一人拥有多顶假发，在不同场合配戴，这种情形

也并不少见。  

 

在十八世纪初，即使最廉价的假发，一顶的造价也要三镑左右，相当于今天的 400多

镑。因此在男士服饰中属于昂贵的奢侈品，也是身份与财富的鲜明象征。不过，随着

时间的推进，假发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也更广为买得到，因而成为体面着装中不可或

缺的组件。 

 

常有人误以为女士也经常配戴全顶假发，但其实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流行、高耸得夸张

且宽大的发型几乎全用女士自己的真发塑型，里面用衬垫加高，有时会再加一些假发

束来装饰。 

 

在十八世纪期间，不论男女都大量使用扑粉。这些粉末来自小麦和大麦等谷类，主要

是借助其中吸油的特性。扑粉也使头发更容易塑造出精致华丽的发型，使用时搭配一

种用加工动物脂肪制造的发油，用梳子将发油均匀擦遍头发以去除污垢，同时起到柔

化的作用。 

 

  



  



运动服装与英国热 
 

几乎在整个十八世纪，法国无疑在欧洲时尚界享有执牛耳的地位。英国虽然仰慕法国

的时装，但同时也自豪于展现独特而有意培植的本国风格。这种风格较为朴实无华、

更加轻松自如，而日常衣着的款式也越来越受到骑马、打猎及射击等郊外运动着装的

影响。  

 

十八世纪最后的二十几年间，欧洲时装界掀起一股英国热，连最权威的法国时装期刊

Cabinet des modes 都在 1786年十一月那期宣布更名为 Magasin des modes nouvelles, 

françaises et anglaises（直译《法国与英国新款时装集》）。紧身晚装连衣裙（在法国称

为 robe à l’anglaise，直译为“英式连衣裙”）成为 1780年代最流行的连衣裙风格，而法

国女性也穿着法国版的英式马术外套，称为 redingotes。法国男士也将灵感源自庶民工

装的英式长外衣修改成属于自己的版本。据当时的一位观察者说，在 1792 年的巴黎街

头，年轻绅士装扮得好像“随时都要上马”一样。  



  



制作、清洗与购买 
 

制衣的布料原材料都来自动物和植物──羊毛一般来自绵羊、真丝源自蚕茧、麻布来自

亚麻，而棉布来自草棉。英国能够生产羊毛和麻布的原材料，但由于气候不适合养蚕

以及种植草棉植物，因此这些原料都必须进口。  

 

上流人士的衣服都是量身订做的，制作过程包含无数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不同的

专家执行：做连衣裙的丝绸要由织造工人将丝线织成布、丝绸商人代理销售、刺绣工

绣花、裁缝制衣、帽饰师加装饰，才能穿在客户身上。 

 

至于服装的清洁，长久以来衣服洁净与否都被视为人品和涵养的指标，展现出穿着者

良好的礼貌、以及自尊和尊重他人。麻和棉质衣物可以用热水与强碱性肥皂清洗，而

真丝和羊毛制品则只能单点局部去污。  

 

十八世纪生活的另一个变迁是购物逐渐发展为工余休闲活动，商店有了大型橱窗就可

以展示诱人的商品。伦敦的商店被认为是欧洲最精彩的，有一位游客在 1786 年写道：

“我几乎无法言喻伦敦商店里的一切陈设得多么有条理，每件物品看起来都比摆在巴黎

或任何其他城市来得诱人。” 



  



丧服 
 

丧服起源自皇家和贵族礼节，在十八世纪间逐渐普及。这种装束一方面表示对逝者的

哀思，同时强化哀者的身份地位形象，表示他们知书懂礼，能够为此场合买得起特殊

的衣装。 

 

若遇到皇室成员去世，国民必须进入全国哀悼期，不过这样的情况相对少见。宫廷内

对外国元首及其亲属的去世表达哀悼的情形反而常见得多。根据纪录，在 1750 至 

1767 年间，共有 44 次。这项举动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是表达两国间忠诚盟国关系

的明显举措。在这些期间，由于舞会等上流社交活动全部暂停，因此宫廷长时间处于

哀悼期也严重冲击到纺织品行业。而因应这个现象，在十八世纪间哀悼期的时间也逐

渐缩短。  

 

丧服分为一级（重丧）与二级两种，都是依照当时流行的服装式样剪裁，主要区别在

于颜色与面料种类。根据规定，一级丧服与配件都必须为哑光，尽量少用装饰；而二

级丧服则容许较多自由。丧服的普及促进了哑光面料如斜纹绸缎（bombazine ）和绉

绸（crape / crêpe）的需求升高，而英国东部古城诺里奇更因此成为这些面料尤其重要

的生产重镇。 



。   



战衣 
 

乔治王朝的所有君主虽然对时尚并不关心，但对军装都情有独钟，并且推动各项工

作，将军服制度化及编纂纪录。英国最早有官定正式图案的制服是在乔治二世在位时

为陆军和海军法定设计制作的，随后在乔治三世和四世时加以改良。  

 

笨重的盔甲在十八世纪已经鲜少出现在战场上了，因为如要足以抵御新式枪械的攻

击，盔甲所用的金属厚度就会让人无法活动，失去了它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制服，

在十八世纪突然大受欢迎，反映出欧洲各国逐渐趋向为军队制定正式服装的做法，以

及为宫廷工作的平民制服兴起。低阶士兵每年国王登基周年那年会获发制服，而军官

级则自费量身订做自己的制服。这样容许军官借着面料的质量和剪裁工夫等细微的分

别，如，来表达个人有多时髦。 

 

在乔治时代初期，海军的声望并不如陆军高，军官多从专业人士或商人出身，而非贵

族家庭。这种心态从 1740 年代起出现转变，因而两军的地位也更为平等，其中最重要

的变化是海军军官制服的出现。与陆军不同的是，低阶水手的正式制服直到 1857 年才

制订出来，不过在船上有一种售卖现成衣装（称为 “slops”，直译 “松垮的衣服”）的制

度，以合理的价格为水手提供适当的衣着，也所以在那段时期的印刷品中，常出现这

种富有特色的服装款式。  

  



  



反叛与革命 

穿在身上的衣装有一种展现穿戴者信仰及价值观的象征力量，因此在发生政治和国内

动荡的时期，衣装也起到宣示效忠或反叛的关键作用。  

 

十八世纪的世界各地战火频生。错综复杂的政治及社会因素带来敌友关系及主宰地位

的变化。对汉诺威王朝的君主而言，与法国的关系一直都让人担心，脆弱的和平断断

续续，笼罩在侵略的威胁、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对外政策及邻近领土间可预见的争斗

阴影之下。与此同时存在的挑战有国家建制本身的复杂问题，还有海外殖民地地理面

积巨大，并且还要应付英格兰和苏格兰签订的联合法令、与西班牙、荷兰及丹麦之间

的多次冲突等等，犹如走在钢丝上一般。 

 

这部份的展览要将目光放到英格兰的边境以外，聚焦服装在三个尤其动荡的时期中所

起到的作用：詹姆斯党叛乱、美国革命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 

 

  



  



来自遥远境外的影响 
 

英国在十八世纪通过贸易、旅游和帝国力量大幅扩张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这时的英国

人亦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各地探寻创新的消费产品及新奇的服装款式。来自遥远国度的

衣物会首先引起注意，通常都是在需要“特殊打扮”的场合，尤其是让人画肖像画或参

加化装舞会的时候。来自不同地方的服装元素逐渐融入日常风格，并与当时的既定时

尚相结合，或者以不协调或突兀的方式穿戴。  

 

在奥斯曼帝国（在十八世纪时涵盖今日的土耳其、希腊以及部份北非和中东地区）各

地所穿的服饰具有一股特殊的魅力，而来自其他地区（尤以印度及中国为主）的纺织

品也让人趋之若鹜，并且大量进口到英国，致使本地制品的设计和制造技巧也受此影

响而演变。制衣面料本身的性质（轻盈、不易腐烂、不破碎）加上其内在价值都使之

成为最理想的交易商品。我们用来描述服饰和纺织品的丰富词汇，更显示出本地服装

如何从世界各地的服饰得到启发，衣饰的每个组件常要历经海陆万里才能穿在消费者

身上。 



  



行走的画像 
 

化装舞会这项娱乐活动在整个十八世纪间都相当风行，参加者趁此大好机会穿上奇装

异服并掩藏自己的身份。来自其他国度的服饰是一个理想的灵感来源，而另一个灵感

来源则是回顾英国过去的穿著打扮。 

 

在 1620 及 1630 年代间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服装就是十八世纪最流行的古代异服款

式，最常见于安东尼．范戴克的肖像画中。这类“范戴克式服装”在化装舞会和肖像画

上都会使用，对十八世纪的人而言，范戴克所作的肖像画唤起了人们对昔日英国的怀

旧之情。英国艺术史学家兼作家霍勒斯．沃波尔在他 1742 年的一次化装舞会记述中写

道：“我看到好多漂亮的范戴克画像，还有各式各样的古画从画框里跑了出来。”到了

十九世纪初，人们摒弃了卡罗琳王后（乔治二世的妻子）时期的款式，转而在伊丽莎

白一世（1533─1603，于 1558 年登基）时代寻找来自古代的启迪，同时沃尔特．司各

特笔下的故事更激发大众对中世纪时代骑士精神气慨的向往。 

 

随着时代的起伏，古代衣装中的细节慢慢融入了日常衣着。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

时尚循环出现的奇特现象，每一季新装都有呼应昔日衣裳的款式。这也正好提醒我

们：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习惯在屏幕上观看乔治时代的画面，在我们眼中的古装戏服款

式也曾一度属于高级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