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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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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我
的
兒
子
陳
霖



今
年
是
忙
碌
的
一
年
，
除
了
忙
着
公
司
「
新
裝
如
初
」
的
旗

袍
展
覽
和
長
衫
工
作
坊
外
，
更
在
年
頭
迎
來
一
個
小
生
命
：
我
的

兒
子
陳
霖
。

在
他
未
出
世
之
前
，
其
他
人
都
跟
我
說
：
「
現
在
你
即
管
盡

情
發
展
自
己
的
事
業
！
到
孩
子
出
生
後
，
他
會
是
你
的
一
切
。
」

我
以
前
不
相
信
，
說
「
新
裝
如
初
」
就
是
我
的
孩
子
，
現
在
我
相

信
了—

我
偏
愛
剛
出
生
的
小
兒
子
。
話
雖
如
此
，
我
兩
個
「
孩

子
」
都
想
兼
顧
，
為
母
則
剛
，
於
是
便
要
在
工
作
和
家
庭
中
取
個

平
衡
。兒

子
生
於
這
個
瞬
息
萬
變
的
時
代
，
我
這
個
當
媽
媽
的
除
了

希
望
他
健
康
快
樂
成
長
外
，
有
時
不
禁
想
怎
樣
為
他
遮
風
擋
雨
，

怎
樣
才
能
教
導
他
成
為
頂
天
立
地
的
人
。
我
想
我
一
定
會
教
他
有

關
長
衫
的
一
切
，
我
想
沉
蘊
細
緻
的
文
化
承
傳
可
以
豐
富
他
的
見

識
和
內
涵
，
他
日
面
對
五
光
十
色
的
大
千
世
界
，
希
望
他
可
以
不

忘
追
求
一
絲
不
拘
的
耐
性
，
和
謙
虛
勤
勉
的
初
心
。

C l a s s i c  A n e w別 出 心 裁   香 港 華 服 製 造 的 故 事



於
是
，
這
本
書
就
此
誕
生
。

	
	

	
	

林
春
菊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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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蔡 漢 成 教 授 ,  M H
亞 太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總 會  創 會 會 長

今年，Janko 榮獲亞太文化創意產業總會的亞太文化創業產業大獎，

作為創會會長，本人非常高興香港仍有設計師對華服有這麼大的熱情及堅

持。《別出心裁》一書見證着她對華服的鑽研過程，其中〈華服學堂〉篇章

也充分體現她致力傳承此珍貴的文化，此書值得香港新一代再三細讀。

馬 桂 榕 太 平 紳 士
亞 太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總 會  榮 譽 會 長

每次看見旗袍，都會浮現我對母親的回憶：兒時定期跟她往中環或銅

鑼灣找師傅度身訂造旗袍。唐裝，更直接勾起我對她的思念：母親平日在

家都會穿唐裝，不時帶我到花布街買布，再自行畫紙樣、剪裁、結紐……

一針一線親手縫製，這或許也是六、七十年代女士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雖然我對旗袍或唐裝認識不深，但我認為旗袍及唐裝不只是衣服，它們還

包含了香港文化、歷史、工藝和創意的傳承。

八十後的 Janko，一直致力推動中華服飾文化，身體力行，打造當代

華服時尚。喜見她牽頭編撰《別出心裁》，訪問了多位隱世名師，將他們的

寶貴經驗公諸於世，這份誠意實在難能可貴。

C l a s s i c  A n e w別 出 心 裁   香 港 華 服 製 造 的 故 事



許 曉 暉 ,  S B S ,  J P
民 政 事 務 局 副 局 長

創意是社會進步與動力的來源，春菊的「新裝如初」為中國傳統服裝

注入源源創意，帶動香港大眾進一步重視欣賞東方服飾，可說是文化與產

業的有機結合；今年更用心編撰《別出心裁》一書，在保護及推廣本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上，實在不遺餘力。

嚴 志 明 教 授 ,  太 平 紳 士
香 港 設 計 中 心 主 席

旗袍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服裝，Janko 的「新裝如初」，將創新概念結

合經典元素，使旗袍成為時尚和典雅的服飾，有助傳承旗袍的技藝和中華

文化。而《別出心裁》一書，必定是旗袍愛好者的珍藏。

李 惠 玲 博 士
西 藏 文 史 及 香 港 長 衫 文 化 研 究 學 者

推廣華服任重道遠，春菊身體力行，以其設計專才及過人魄力為瀕危

的寶貴文化傳承注入新生命，開闢新出路，值得鼓掌！

方 太 初
作 家

《花樣年華》令東方旗袍為世人所識，	但旗袍的故事不是太多人說得

清。旗袍有轉折而豐富的意涵：從滿服演變卻盛載新思潮；是上海摩登，

卻於香港發展出其黃金時代。《別出心裁》補足了一般時裝書漏掉的香港旗

袍歷史，也為南方長衫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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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香
港
長
衫
的
歷
史
變
遷 

0
1
2

初
露
尖
芽—
晚
清
至1

9
2
0

年
代	

0
1
5

暫
緩
過
渡—

1
9
3
0

至1
9
4
0

年
代	

0
1
7

黃
金
時
代—

1
9
5
0
至1
9
6
0

年
代	

0
1
8

光
華
漸
黯—

1
9
7
0
至1

9
8
0

年
代	

0
2
0

華
麗
回
歸—
1
9
9
0

年
代
至
今	

0
2
4

長
衫
小
知
識

（一）	

長
衫
各
部
位
名
稱	

0
2
6

（二）	

長
衫
領
位
和
袖
式	

0
2
7

（三）	

長
衫
襟
型	

0
2
8

（四）	

長
衫
製
作
工
具	

0
2
9

（五）	

製
作
長
衫
測
量
部
位
名
稱
及
位
置	

0
3
0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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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與
師
傅
對
話 

0
3
2

《
花
樣
年
華
》
背
後—

梁
朗
光
師
傅	

0
3
4

塑
造
一
幕
幕
經
典—

殷
家
萬
師
傅	

0
4
2

裝
飾
她
人
的
夢—

簡
漢
榮
師
傅	

0
5
0

「
紐
」
轉
乾
坤—

浦
明
華
師
傅	

0
5
8

妙
「
針
」
生
花—

范
小
英
師
傳	

0
6
6

	
第
三
章 

女
裝
長
情 

0
7
2

長
年
的
婀
「
娜
」
多
姿—

華
慧
娜
女
士	

0
7
4

萬
麗
叢
中
「
旗
袍
男
」—

袁
建
偉
先
生	

0
8
0

第
四
章 

新
瓶
老
酒 

脫
胎
不
換
骨 

0
8
6

新
裝
演
繹	

0
8
8

華
服
學
堂	

1
1
8

新
裝
如
初	

1
4
8

11



C l a s s i c  A n e w別 出 心 裁   香 港 長 衫 的 歷 史 變 遷



第
一
章 
香
港
長
衫
的
歷
史
變
遷

百
年
霓
裳
．
源
遠
流
「 

長 

」

C l a s s i c s  A n e w

1 4
《 別 出 心 裁 》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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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袍
，
於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開
始
流
行
的
一
種
傳
統
中
國
女

裝
袍
服
，
起
源
說
法
不
一
：
有
指
是
晚
清
旗
人
與
漢
人
服
飾
交
融

而
生
，
有
指
是
旗
人
長
袍
和
外
穿
的
馬
甲
背
心
合
二
為
一
，
更
有

說
法
指
是
清
末
民
初
期
間
女
權
覺
醒
，
男
袍
女
穿
再
另
行
演
化
。

但
在
廣
東
人
佔
多
數
的
香
港
，
由
於
袍
款
與
廣
州
婦
女
慣
常
穿
的

「
衫
」
相
似
，
只
是
加
長
蓋
着
褲
管
，
是
以
百
年
來
「
長
衫
」
一
詞

更
廣
泛
通
用
於
香
港
男
女
裝
的
長
袍
。
綜
觀
兩
岸
三
地
，
除
了
香

港
在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才
交
替
使
用
「
長
衫
」
和
「
旗
袍
」
二
詞
，

其
他
地
區
一
律
採
用
後
者
。
長
衫
，
盛
載
着
我
們
濃
厚
的
本
土
文

化
和
情
懷
。

香
港
女
裝
長
衫
的
發
展
過
程
或
者
稱
不
上
為
一
段
「
歷
史
長

河
」
，
但
亦
非
資
歷
顯
淺
；
泰
若
娓
娓
道
來
，
可
分
作
五
個
階
段
，

分
別
是
：
萌
芽
期
、
過
渡
期
、
黃
金
期
、
低
潮
期
，
以
及
回
歸
期
。

百年霓裳． 源遠流「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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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中
晚
期
典
型
的
旗
女
長
袍
寬
身
平
直
、
闊
袖
，
長
及
掩
足
；

服
裝
裝
飾
花
紋
極
為
繁
縟
，
低
領
圈
、
袖
邊
、
衣
襟
、
袍
身
都
有

多
重
的
精
美
彩
繡
鑲
邊
，
大
方
華
麗
。

同
期
漢
族
婦
女
維
持
上
衣
下
裳
的
傳
統
，
下
身
穿
裙
或
褲
子
。

上
衣
及
褲
子
以
寬
大
為
有
穩
重
美
，
綴
以
寬
鑲
邊
或
精
緻
花
邊
；

裙
子
有
繁
縟
刺
繡
，
花
團
錦
簇
。

滿
漢
經
過
了
近

3
0
0

年
的
長
期
接
觸
，
服
裝
文
化
互
相
交

融
：
漢
女
的
上
衣
變
得
越
來
越
長
，
似
滿
族
長
袍
，
滿
族
的
長
袍

向
上
縮
短
，
似
漢
女
露
出
足
部
。

初
露
尖
芽

晚
清
至

1
9

2
0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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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1

年
辛
亥
革
命
成
功
，
推
翻
滿
清
政
府
，
把
滿
族
長
袍

暫
時
打
入
冷
宮
。1
9
2
0

年
代
，
旗
女
長
袍
脫
胎
換
骨
，
興
起
一
種

新
式
「
馬
甲
旗
袍
」

｜
套
在
上
衣
外
面
的
背
心
長
袍
。
長
馬
甲

及
後
逐
漸
與
短
襖
合
二
為
一
，
變
成
了
連
袖
的
長
袍
，
消
除
了
中

間
重
疊
的
部
份
，
成
為
現
代
旗
袍
的
雛
型
。
清
長
袍
式
的
寬
闊
平

直
，
配
以
簡
單
滾
邊
、
「
倒
大
袖
」
短
袖
至
手
腕
或
手
肘
，
衣
袖
、

袍
身
隨
時
間
慢
慢
收
窄
、
裙
擺
短
至
小
腿
，
形
似
當
時
男
性
長
袍
。

相
比
於
內
地
大
城
市
長
衫
文
化
風
靡
，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的
香

港
女
性
，
除
了
大
家
閨
秀
和
影
視
名
流
之
外
，
一
般
甚
少
穿
着
長

衫
。
當
時
長
衫
全
用
人
手
縫
製
，
直
身
無
曲
線
，
剪
裁
、
設
計
較

為
簡
單
，
大
多
不
能
水
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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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段
過
渡
期
，
旗
袍
長
度
、
袍
側
的
開
衩
及
領
子
高
度
在

潮
流
的
變
化
中
時
有
變
更
，
最
後
定
格
於
縮
短
至
小
腿
的
長
度
，

更
有
極
多
旗
袍
改
以
拉
鏈
及
撳
紐
代
替
花
紐
。
旗
袍
風
格
漸
趨
成

熟
自
成
一
格
，
完
全
脫
離
滿
清
制
度
，
容
納
西
方
流
行
元
素
和
配

搭
。

儘
管
設
計
花
俏
的
「
海
派
旗
袍
」
在
三
、	

四
十
年
代
發
展
蓬

勃
，
還
是
未
能
影
響
到
當
時
較
為
保
守
、
裁
縫
技
術
有
待
提
升
的

香
港
社
會
。
三
十
年
代
末
，
上
海
和
廣
州
的
淪
陷
為
香
港
長
衫
帶

來
新
契
機
：
裁
縫
湧
入
，
自
創
風
貌
，
整
體
設
計
仍
然
趨
於
簡
約
、

窄
身
修
長
。

暫
緩
過
渡

1
9

3
0

至

1
9

4
0

年
代

17



1
9
4
9

年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1

9
6
6

年
中
國
「
文
化
大

革
命
」
爆
發
，
旗
袍
被
批
鬥
為
「
資
產
階
級
情
調
」
而
消
失
；
長

衫
卻
在
香
港
五
十
年
代
開
始
發
展
蓬
勃
，
背
後
主
要
有
三
個
主
要

因
素
：一

、
戰
後
大
批
江
浙
地
區
的
海
派
師
傅
帶
着
他
們
成
熟
的
製

衣
技
術
與
工
藝
南
下
，
使
香
港
長
衫
師
傅
的
團
隊
得
以
迅
速
壯
大
；

二
、
香
港
受
到
西
方
文
化
影
響
，
師
傅
們
開
始
運
用
西
式
裁

剪
方
法
創
造
出
立
體
結
構
，
使
長
衫
更
加
貼
身
，
也
加
入
了
花
紐
、

花
扣
、
開
衩
、
下
擺
收
窄
等
細
節
，
精
益
求
精
，
創
出
長
衫
黃
金

時
期
；三

、
當
年
香
港
無
論
學
界
師
生
、
歌
影
伶
人
或
是
大
家
閨
秀
，

通
通
都
以
一
襲
長
衫
示
人
。
而
且
不
論
是
婚
喪
還
是
喜
慶
場
合
，
長

衫
都
是
中
、
上
層
女
性
出
席
重
要
場
合
的
首
選
。

長
衫
，
盛
載
着
我
們
濃
厚
的
香
港
本
土
文
化
和
情
懷
。

黃
金
時
代

1
9

5
0

至

1
9

6
0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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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女
性
的
社
會
地
位
及
穿
着
品
味
逐
漸
提
高
，
也
促
進
了

香
港
長
衫
發
展
愈
見
蓬
勃
。
但
由
於
戰
後
香
港
社
會
並
不
富
裕
，

即
使
有
富
戶
訂
造
較
隆
重
、
款
式
較
複
雜
的
長
衫
，
簡
約
實
用
的

款
式
仍
然
主
導
巿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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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7

年
「
五
月
風
暴
」
（
六
七
暴
動
）
開
始
，
香
港
社
會
變

得
動
盪
，
使
七
、	

八
十
年
代
掀
起
中
上
層
人
士
一
陣
移
民
潮
，
直

接
令
訂
造
長
衫
的
生
意
走
下
坡
。

長
衫
客
減
少
，
香
港
的
西
式
成
衣
業
同
時
抬
頭
，
製
造
成
本

又
快
又
便
宜
，
在
售
價
上
把
「
慢
工
出
細
貨
」
的
長
衫
比
下
去
；

同
時
百
貨
公
司
興
起
賣
更
方
便
的
恤
衫
、
西
褲
，
款
式
之
多
令
人

眼
花
繚
亂
，
成
了
女
性
服
飾
的
主
流
。

社
會
人
口
的
年
輕
化
、
西
式
風
潮
的
領
導
，
加
上
長
衫
製
作

的
耗
時
耗
費
、
學
徒
驟
減
、
裁
縫
移
民
等
因
素
，
讓
七
、	

八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長
衫
市
場
逐
漸
黯
淡
。

雖
然
全
盛
時
期
不
再
，
長
衫
仍
見
於
各
種
隆
重
場
合
，
例
如

光
華
漸
黯

1
9

7
0

至

1
9

8
0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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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選
美
比
賽
，
突
出
女
性
的
婀
娜
多
姿
、
端
莊
嫻
熟
和
衣
着
的

民
族
色
彩
。
很
多
學
校
也
以
長
衫
作
為
校
服
秉
承
文
化
傳
統
。
此

時
長
衫
設
計
脫
離
簡
約
，
向
精
細
邁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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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水
輪
流
轉
，
長
衫
也
不
例
外
。
二
十
世
紀
末
，

國
際
時
裝
界
掀
起
了
一
股
強
勁
的
「
中
國
風
」
。
同
時
，

影
視
作
品
、
國
際
盛
會
紛
紛
向
長
衫
拋
出
橄
欖
枝
，
令

其
魅
力
重
新
活
現
於
人
們
眼
前
，
吸
引
更
廣
闊
的
顧
客

群
。

香
港
亦
湧
現
一
批
設
計
師
跨
入
中
式
服
裝
的
大

門
，
為
其
注
入
新
鮮
血
液
，
更
令
長
衫
脫
離
純
本
土
色

彩
，
躋
身
國
際
時
裝
之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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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每
年
度
的
電
視
選
美
比
賽
，
都
會
有
一
個
環
節
，
讓
所
有

參
賽
佳
麗
穿
上
一
襲
旗
袍
展
現
東
方
女
性
的
美
，
這
也
許
已
是
大

多
八
、	

九
十
後
青
年
一
窺
旗
袍
風
貌
的
最
常
途
徑
。

在2
0
0
0

年
，
電
影
《
花
樣
年
華
》
也
讓
逾
半
世
紀
歷
史
的

香
港
旗
袍
重
獲
第
二
生
命
；
服
裝
指
導
張
叔
平
及
女
主
角
張
曼
玉

小
姐
，
共
同
把
曾
經
盛
於
一
時
的
華
服
以
完
美
的
方
式
展
露
於
世

界
各
地
的
觀
眾
眼
前
。
如
果
當
年

G
o
o
g
le

盛
行
，
年
度
搜
索
最

高
的
關
鍵
字
應
該
是
旗
袍
。

因
着
《
花
樣
年
華
》
的
成
功
，
香
港
女
裝
長
衫
潮
流
也
開
始

復
甦
，
但
離
「
復
興
」
和
「
普
及
」
還
很
遠
。

每
個
地
方
都
有
自
己
的
代
表
性
服
裝
。
旗
袍
最
能
展
現
華
人

女
性
的
柔
美
，
其
獨
特
的
氣
質
和
韻
味
非
其
他
服
飾
可
比
擬
。
這

關
乎
民
族
自
信
心
，
有
自
信
心
才
見
民
族
精
神
。

作
為
一
種
文
化
載
體
，
長
衫
也
最
能
表
現
本
土
文
化
色
彩
的

一
種
女
性
服
飾
，
在
浩
瀚
的
服
裝
文
化
歷
史
中
佔
據
不
可
忽
視
的

一
席
位
。

華
麗
回
歸

1
9

9
0

年
代
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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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衫
訴
說
香
港
女
性
的
成
長
故
事
，
展
現
女
性
的
地
位
和
種
種

變
遷
。
長
衫
已
不
是
單
單
一
件
「
衫
」
，
而
是
知
識
傳
承
與
文
化
交

流
的
媒
介
，
通
過
復
興
，
重
新
向
世
界
介
紹
長
衫
，
使
人
們
對
歷
史

和
文
化
有
更
深
層
的
認
識
。

經
典
不
能
被
遺
忘
，
長
衫
所
蘊
含
的
本
土
文
化
和
情
懷
，
需
要

薪
火
相
傳
下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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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褶

胸褶

正面

包袖
（兩分十字袖）立領 開襟線

襟型： 小圓襟

衩止點
（蟲點）

衩

下罷

小腰

小襟

前腰褶

背面

小腰
後腰褶

長衫小知識
一 、 長 衫 各 部 位 名 稱

註：長衫也可打褶，但不及旗袍般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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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衫小知識
二 、 長 衫 領 位 和 袖 式

鳳仙領

窄口長袖

兩分包袖

方角立領

長袖

荷葉袖

圓角立領

喇叭袖 

短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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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裝
如
初
」
糅
合
傳
統
華
人
女
性
的
優
雅
知
性
與
隨
性
自
由
，
承
載
着
華
服
藝
術
夢
想

家
的
浪
漫
情
懷
，
不
隨
波
逐
流
，
不
喧
囂
聒
噪
。
有
別
於
傳
統
華
服
，
新
裝
如
初
設
計
上
強
調
寫

意
之
美
，
藉
助
傳
統
紐
扣
等
元
素
，
在
原
有
基
礎
上
進
行
藝
術
提
煉
，
使
華
服
更
多
元
化
，
賦
予

華
服
新
風
格
，
成
就
新
潮
流
。

當
傳
統
與
時
尚
完
美
結
合
，
就
是
華
服
與
時
俱
進
的
體
現
。
新
裝
如
初
，
致
力
於
傳
承
中

華
傳
統
生
活
之
風
雅
，
保
護
日
漸
枯
竭
的
民
間
衣
藝
，
以
現
代
語
言
闡
釋
傳
統
華
服
理
念
，
沉
浸

於
一
針
一
線
的
巧
妙
構
思
，
為
新
時
代
女
性
圓
一
個
舊
上
海
夢
，
而
又
遊
刃
有
餘
地
行
走
在
國
際

潮
流
的
道
路
上
，
迎
來
一
個
新
的
衣
着
時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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