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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約 

  本次的專題為探討臺日制服的起源與其功用和象徵。日本因文明開化的

影響，人們的服裝逐漸從和服改為洋服。學校也開始採用水手服等來作為制

服。臺灣則是因為曾被日本殖民過的緣故，服裝也同樣受到西化影響而改穿

洋服。不論是臺灣或是日本，要求學生穿制服上學的原因不外乎是讓學生之

間的地位能夠平等，不會因為服裝差異而產生階級之分。只有學生時期才能

夠穿的制服，也是象徵學生身分的一項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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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 

 本研究では台湾と日本の学校の制服について、その由来と発展過程、及

び意味するものを検討した。その結果、学校の制服は、日本では、明治維

新後、和服から洋服になり、また、セーラー服を着るようになった。一方、

台湾では、日本に統治されたことがあって、その影響を受け、服装も洋服

になった。また、制服を着るのは、学生であれば、みんなが平等であるこ

とを意味し、学生時代にしか着られない制服は、学生であることを表わし

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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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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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臺灣，從幼稚園開始到高中為止的這段求學時期，幾乎每天都要穿著

制服去上學。然而，為何我們要穿著制服去上學？ 

  臺灣的制服源起於日治時代。而日本的制服大約是從文明開化的明治時

代開始盛行。在這之前都以穿和服為主流，然後在被稱為「文明開化」的一

連串西化過程中，穿洋服的人逐漸增加。1870 年代，首先將軍人的服裝洋服

化，制定了陸海軍的制服。1879 年，學習院採用海軍士官型的「詰襟制服」，

也被稱為「立襟制服」（立領制服），不把領子往下折，而是以暗釦或是鈕扣

固定住領口的制服。而臺灣的制服大約是從日治時期開始有固定的型式。作

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不論是學校設施或是學生制服，自然都受到了日本的

影響。 

  因此，本專題將針對日本與臺灣的學校制服起源及發展過程進行探討，

並分析學校制服的功用及其所象徵的涵意。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專題內容將以日本及臺灣的學校制服發展過程為主，詳細分析各個時

期的制服演變。最後以筆者的個人看法做為結論。相關資料將會參考書籍、

期刊雜誌或是學術論文等，並加以整理撰寫 

 



 

 

 

 

 

 

 

 

 

 

 

 

 

 

 

 

 

第二章 日本學校制服之起源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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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明治時代 

 

  1867 年，為期長達 260 年的江戶時代迎來尾聲，並於 1868 年開始了新

的時代－明治時代。當時立志富國強兵的新政府，為了促進文化與國民生活

率先積極吸收歐美文化。開國之後，對外交流增加，前往國外考察、留學的

人大幅增加，外國專家、技術人員與傳教士更是蜂擁而至，西方的文物與生

活方式也逐漸被民眾接受，這樣一連串的西化過程被稱為「文明開化」（林明

德, 2006）。 

  在文明開化之前，人民的穿著大多以和服為主。而文明開化之後，穿洋

服的人也開始逐漸增加。1867 年至 1879 年這段期間，軍隊率先採用西服來

作為士兵們的制服。1879 年時，學習院採用了海軍士官型的立領制服。這是

一種不把領子往下折並用暗扣固定住領口的制服。1886 年，帝國大學（今東

京大學）也以陸軍制服為藍本，採用了立領制服。學習院與帝國大學會採用

制服的原因有以下兩點：①為了不讓學生因不同的服裝而感覺到經濟地位的

差異、②提高對學校的歸屬感以及菁英意識。當時正值洋服化急速發展的時

期，許多就讀學習院及帝國大學且出身上流階級家庭的學生們，經常因為服

裝的差異而彼此相互競爭。為了避免這樣的競爭發生，加強學生之間的團結

意識還有增加對於學校的歸屬感，因此有了制服的存在（オープニット, 

2017）。 

  在男學生的服裝處於洋服化急速發展的同時，女學生仍然有很長一段時

間是穿著和服。1870 年代後半，因為穿著和服坐在椅子上上課容易走光，所

以被允許穿男性用袴（日語：はかま，是日本和服的一種下裳）。但是在 1880

年前半卻又改為禁止穿袴。到了 1880 年代後半，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制定了

深藍色的袴來作為制服。雖然並非洋服，但這是女學生首次能夠部分穿著制

服。1903 年，京都平安女學院作為全國先驅，統一規定學生們的服裝。最初

是要求穿袴以及繫著別有校徽的皮帶當作制服（オープニット, 2017）。 

 

 

第二節 大正時代 

 

  僅有 15 年的大正時代，正值東西方文化交錯融合的時期。因推行「大

正民主」政策的緣故，重視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運動及思想也開始普及。

服裝的變化也影響了學生的穿著。例如女學生的服裝，在原本的和服造型加

上了西洋的元素，上半身為和服、下半身為袴再配上靴子。這樣的造型在現

今的女學生之間也相當有人氣，經常能在大學畢業典禮等場合看到（オープ

ニット, 2017）。



 

5 

  1920 年，京都平安女學院（今平安女學院大學短期大學部）正式採用水

手服作為制服。隔年，福岡女學院也將水手服制定為制服，1922 年 4 月開

始，除了上級生，幾乎所有學生都穿著制服。許多公私立女校也以福岡女院

的制服為範本。除了水手服，還制定了貝雷帽，聰明的福女造型吸引了市民

們的目光。1920 年代，服裝業開始進軍學生服業。以東京慶應義塾幼稚舍為

首的幾所學校，導入了西裝造型的制服。不過大部分的學校仍然以立領制服

為主。男學生的制服也自明治時代開始從和服改為洋服，立領與西裝造型的

制服逐漸普及（オープニット, 2017）。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從明治時代到昭和時代中期在學生之間流行，被稱

為「バンカラ」的風格。「バンカラ」被認為是為了否定明治時代時迅速普及

的西方穿著流行以及生活方式而誕生的風格。穿著破破爛爛的制服、腳踩木

屐，主張「比起外表，更重視充實自己的內在」（オープニット, 2017）。 

 

 

第三節 昭和時代 

 

  經濟大蕭條過後不久，日本便爆發中日戰爭。在那之後，隨著戰爭蔓延

整個亞洲，軍國教育主義逐漸拓展開來，上課內容也因為思想控制的關係而

受到限制。課程也由軍隊所派遣的教官來進行軍事訓練。因為戰爭的緣故，

教育環境變得相當惡劣。學生們的服裝也變成戴著預防空襲的防空頭巾、身

上別著名牌以及為了讓步法變好而在褲子上綁上綁腿。由於物資的進口延遲

而導致製作制服的布料等難以入手，因而出現了使用替代材料以及各地特有

的布料所做成的制服（トンボ, 2014）。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戰況逐漸變得險峻，為了製作武器，甚至必

須交出制服上的鈕扣等金屬物。男學生們被要求穿著卡其色的「國民服」，而

女學生們則是被要求穿著像國民服一樣統一規定的「標準服」。戰爭結束後，

對於服裝的要求雖然消失了，但是物資嚴重不足的情況仍然持續著。因此無

法製作新制服，作為代替依舊穿著國民服或是標準服的學生還是很多（オー

プニット, 2017）。 

  到了 1950 年代，經濟逐漸復甦，立領制服與水手服也跟著復活。然後

1950 年代後半日本開始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因為經濟復甦，人民漸漸變得

富裕，制服也開始帶有流行的要素。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這段期間，正是

「變形制服」流行的時期。從以前的立領制服與水手服，又增加了西裝造型

的制服與格紋裙等充滿流行性的制服（オープニット, 2017）。 

  與此同時，部分學生們也流行自己改造制服，即是所謂的「變形學生服」。

例如將衣服下擺改得又大又寬、將喇叭褲改成大腿部分非常寬鬆但是腳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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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束緊的樣式、学ラン1的下襬也加長變成「長ラン」，也有相反地改短變成

「短ラン」的變形學生服。女學生們也將水手服的裙子改得特別長，這種改

造制服的情況顯現了流行性與原創性（オープニット, 2017）。 

 

 

第四節 平成時代 

 

  1990 年代，迷你裙、泡泡襪與垮褲開始流行。1990 年代前半，制服的

設計變得比以往更加時尚，也不再是讓學生產生對於學校的歸屬意識的媒

介，而是變時尚的一種工具。當大家都穿著同樣設計的制服時，該如何更有

自己的個人風格？從變形學生服的情況來看，女學生之間流行穿泡泡襪、將

制服裙子往上反折或是裁剪使裙襬變短的「迷你裙」，男學生之間則是流行穿

「垮褲」（オープニット, 2017）。 

  1990 年代後半，上述的制服穿法與ギャル／ギャル男2文化結合，形成

了一大風潮。2000 年代前半，沒有指定制服的學校的學生穿著其它學校的制

服，或是穿著學生服裝品牌所生產的類似制服風格的衣服，此種穿著被稱為

「なんちゃって制服3」，且相當有人氣（オープニット, 2017）。 

  2000 年代後半，曾經紅極一時的泡泡襪、迷你裙以及垮褲等打扮逐漸減

少，なんちゃって制服等制服時尚化的現象也受到國外的注視。制服不再單

純只是制服，也逐漸變成背負日本次文化一部分的存在（オープニット, 

2017）。 

 

 

 

 

 

                                       
1 ラン服，江戶時代由荷蘭人傳進日本的西洋服裝款式。ラン服的ラン（蘭）就是荷蘭西服的意思，

簡稱蘭服。学ラン指的是男生的立領制服。 
2 辣妹（日語：ギャル、英語：gal）是始於 1970年代日本當時身穿新的時尚服裝女性之總稱，在泡

沫經濟時期時成為意指年輕女性的詞語，原宿是其起源地之一。 
3 模仿學校制服所做出來的服裝。由於有些學校沒有特定制服，因此穿著與制服相仿的衣服的學生很

多。此種服裝被稱為「なんちゃって制服」。 



 

 

 

 

 

 

 

 

 

 

 

 

 

 

 

 

 

第三章 臺灣學校制服之起源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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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治時期及二戰後 

 

  臺灣的學校制服大約源自於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時，所引進的西方國

家的學校制服制度。臺灣在受到日本統治之前，學生們是穿著一般的日常服

上課。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由於武裝抗日活動頻繁，教育上仍然處於草創維

艱的階段，社會舊習根深蒂固，學生們的服裝依舊與過去一樣。1920 年代，

政府開始推行同化政策，再加上洋服被引進臺灣社會，使得學生服裝開始出

現中式、日式、西式混合穿搭的情形，並逐漸走向洋式制服，廣為人知的「水

手服」也在這個時候出現（彭威翔, 2018）。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配合戰爭需要，制服也反映了當時軍事化的氛

圍。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整場戰爭涉及到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

包括所有的大國。戰後初期，臺灣整體經濟環境尚未復甦。政府考量到家庭

的經濟負擔，並未硬性規定學生的服裝，大部分都還是穿著日治時期的校服

或者穿著日常服為主。直到 1959 年，才頒定初級中學學生制服的樣式：男

學生戴船型帽，上衣配長短褲；女學生則不戴帽，上衣配黑色百褶裙。1962

年，教育部修正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類似軍服的軍訓服逐

漸成為高中以上學校的制服之一。1964 年，教育部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

服裝樣式由該部統一設計，分成甲（春、秋、冬季用）、乙（夏季用）兩種。

制服換季時間以一致為原則，惟考量南北氣候不同，由各地區負責研訂。另

外服裝必須符合整齊、清潔之原則，各校得於每週一、四利用時間做嚴格檢

查。1971 年，臺灣省教育廳也統一規定全省國小的制服樣式（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 2015）。 

  1970 年代以後，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水平跟著提升，以及布料材質的進

步，一致性的制服樣式與規定，逐漸引來社會的批評聲浪，包括無法依天氣

變化和個人體質增減衣服而影響健康、制服樣式單調且不美觀、增加家長的

經濟負擔等。到了 1984 年，政府放寬制服的決議，除了童軍以及軍訓課之

外，學生平時穿著制服上學的樣式還有顏色由各校自由訂定，以合乎整齊、

樸素、大方為原則。在那之後，各級學校展開設計制服的工作，但是因缺乏

專人設計，制服的色彩、樣式及衣服布料的選用等仍不夠完善，以致未能展

現美感及特色等（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5）。 

  直到現在，不論國中還是高中，制服上衣大多以白色為主，褲子或裙子

則以深色系，例如深藍色或黑色等顏色為主，但是也有別具特色的制服，例

如北一女中的制服上衣為綠色，讓人一看到就會立刻聯想到北一女中。 

 

 

第二節 具代表性的學校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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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創立於 1904 年，前身為臺北第一高等女學

校。主要招收日本內地女學生，創校之初並沒有制服，學生們皆穿著傳統和

服上學。1906 年，學校制定了海老茶4袴，要求女學生們統一穿著，上半身

依然維持原本的和服。1917 年，第一女高將海老茶袴的長度縮短，同時可以

在裡面穿著運動褲，鞋子也改為皮鞋，夏季為白色，冬季為黑色（彭威翔 

2018）。 

  1922 年，制定了洋式制服，夏季的上半身為白色的短袖襯衫，領子、袖

口以及口袋為水藍色，衣領上還繡有象徵學校的三條白線，配上白色的皮帶、

帽子，下半身改為水藍色百褶裙。冬季則是紺色長袖上衣，搭配同色皮帶、

帽子還有百褶裙。另外有白色短袖襯衫以及黑色燈籠褲做為學生的運動服裝

（彭威翔 2018）。 

  1933 年開始，原先的白色短袖襯衫修改為水手服樣式，領帶為紺色，左

側口袋繡有學校徽章，衣領上仍留有三條白線，下半身的百褶裙也維持原樣，

配上白色的燈芯絨帽。冬季則是紺色長上衣以及藏青色圓形帽（彭威翔 

2018）。 

  1952 年，江學珠校長為了安全考量，考慮以綠色上一代替原本的白色上

衣，但有許多老師以顏色太深不好看為由表示反對。於是江校長召集新店分

部以及校本部的老師進行全體票決，結果以一票險勝，是為名噪一時的「一

票制服」。而這身綠色制服一直沿用至今，也成為北一女中的象徵。 

 

（2）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創立於 1898 年，前身為臺北第一中學校。當時

主要以招收日籍學生為主。1907年獨立成中學校時，便制定立領制服作為學

生服，算是早期的制服代表（彭威翔 2018）。 

  1911 年，學校將學生服裝大略區分為帽子、制服、作業服、外套、鞋子

以及綁腿。帽子為黑色制帽，上面繡有學校徽章以及代表學校的三條紅線，

另外附有夏天使用的白色「日覆」，即為用於防熱而套在帽子上的白布。制服

為立領的洋式學生服，根據季節不同有夏冬兩套，夏季為白色，冬季為黑色

（彭威翔 2018）。 

  1925 年，為了因應臺灣夏季炎熱的氣候，將原本的立領制服改成較為舒

                                       
4 海老茶色（日語：えびちゃいろ），類似深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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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折領樣式。1936 年 3 月，總督府下令將中等學校的制服改為「國防色」，

4 月 1 日起入學的新生開始穿著這種卡其色制服。建國中學現今的制服即是

源自於此。 

 

（3）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創立於 1897 年，前身為臺北第三高等女學

校。主要招收臺籍女學生，創校之初同樣沒有制服，學生們穿著傳統的中式

服裝上學（彭威翔 2018）。 

  1910 年仿效第一高女的海老茶袴，學生下半身穿著下襬有兩條黑線的紫

紺袴，上半身則是穿著中式大衿衫。1922 年，總督府頒布《臺灣教育令》，

實施臺日共學，學校為了因應日籍學生的入學，於 1923 年制定新的學生制

服，並有夏、冬季的制服款式，這兩款皆為洋服形式。後來還將原本百褶裙

上的兩條黑線改為三條黑線，代表第三高女，避免和其它學校搞混（彭威翔 

2018）。 

  1920 年代以後，全臺各地的高等女學校開始陸續採用水手服形式的洋式

制服。然而第三高女大概到了 1940 年代左右的學生畢業紀念照片才有出現

水手服的身影。現今的中山女中制服為白色襯衫上衣配上黑色百褶裙（彭威

翔 2018）。 

 

 



 

 

 

 

 

 

 

 

 

 

 

 

 

 

 

 

 

第四章 臺日制服的功用及其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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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本學校制服的功用及其象徵 

 

  在日本，制服原先的功用是為了讓學生不會因所穿的服裝不同而感到經

濟地位上的差異以及提高學生對於學校的歸屬感和菁英意識（オープニット, 

2017）。直到二戰過後，制服逐漸普及，1950 年代起為各所公立國中開始訂

定制服時期，1960 年代迅速增加，到了 1967 年幾乎所有學校都有制服。公

立國中訂定制服主要是為了「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和「保持服裝儀容」這

兩點。而高中訂定制服的原因和國中稍有不同，比較偏向展現校風這樣精神

層面的理由。1968 年左右，因校園運動的影響，在高中發起了制服自由化運

動，並出現了廢除制服的高中。但是到了 1970 年代中期又再度出現訂定制

服運動，因為有些家長認為「買便服很花錢」、「有制服的話在婚喪喜慶等場

合比較方便」等等，所以再度恢復穿制服的學校也增加了（馬場まみ, 2009）。 

  根據 1980 年的教職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基於「指導學生」的理由而

贊同穿制服的人數最多，因穿著制服的話管理起來也比較方便。但此時也出

現了反對穿制服的另一派人，甚至出現了質疑制服本身的存在，認為強制要

求學生穿制服是侵害服裝自由的主張。雖然 1970 年代出現了贊同制服反對

制服的兩派意見，但是在現代幾乎看不到認為強制要求學生穿制服是侵害服

裝自由而對制服抱持質疑的人了（馬場まみ, 2009）， 

  隨著現代社會形勢的改變，老師以及家長對於制服的看法也漸漸改變。

因合成纖維的發達，制服變得更加輕便透氣，在設計上也越來越多樣化，每

所學校都有自己獨特的制服（馬場まみ, 2009）。制服不再只是體制的象徵，

更是正值學生時期的人才有的青春的象徵。 

 

 

第二節 臺灣學校制服的功用及其象徵 

 

  在臺灣，因受到日本影響而引進洋式制服。表面上是為了消除學生們的

階級差異，但實際上的另一功用在於強調「一致性」以及「服從性」，整齊劃

一的服裝便於管理學生。學校其實也是階級複製的場所，要求學生穿制服就

是複製的手法之一。就算廢除穿制服的規定也無法消除階級複製的情形，因

為還是能從課程或是相關活動的設計來達到階級複製。但是制服也是有其優

點的，大多時候制服所傳達的是一種榮譽與責任，就好比警察穿上制服為的

是彰顯捍衛正義的使命（許又方, 2016）。 

  對於是否該穿制服這一點，師生之間也有過一段衝突的時期。師長們不

希望學生花費太多時間在裝扮自己，可以將時間用於學習上。但是對於學生

來說，拒絕穿制服是對威權的抵抗。近年來，有不少學校逐漸放寬對於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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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甚至有「便服日」，讓學生可以自由穿著來上課。隨著時代變化，不

少大學反而有「制服日」，讓大學生能夠穿著高中制服藉此回憶過去（國立臺

灣歷史博物館, 2015）。 

  制服不只是方便老師管理學生，在某些方面也代表學校過往的歷史，例

如北一女中的綠色制服當初是為了安全考量而來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5）。在人生之中，學生時期只佔了短短的十幾年，好好把握這段能夠正

大光明穿著制服的時光，想（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5）必會是日後的美

好回憶吧。 

 

 

 

 



 

 

 

 

 

 

 

 

 

 

 

 

 

 

 

 

 

第五章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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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文明開化影響而引進西方文化的日本，服裝也從和服逐漸轉變為洋

服。從 1879 年學習院採用了立領制服開始，日本的學校制服漸漸地變得越

來越多樣化，不管是水手服還是西裝制服。儘管有過廢除制服的時期，現在

的學校制服已成為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臺灣也因為被日本統治的影響而引進洋服。二戰後因經濟因素考量，並

未強制要求穿著制服，因此當時多是穿著日治時期的校服或日常服。一直到

了 1959 年才制定了初級中學學生制服的樣式，之後經過幾次修改，才演變

成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各校制服。 

  制服所具備的功用不外乎是減少學生之間的地位差異、減輕家長額外購

買衣服的負擔以及避免學生花過多時間打扮而荒廢課業等等，不管是日本或

是臺灣都有過制服存廢的問題。筆者認為珍惜能夠穿制服的學生時期，這樣

未來想起時，才有自己曾經歷過一段青春歲月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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