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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大型制服製造商「DONBO」（岡山市）的調查結果，證實日本

首先採用水手服作為學校制服是 1920 年（大正 9 年）的平安女學院

（京都市上京區）。一直以來，作為通說的之最早水手服是始於福岡

女學院（福岡市南區）較早 1 年。 

2007 年 10 月 6 日，在橫濱海濱博物館（橫濱市西區）所舉行的

當時大正時期制服複製展覽會上正式展出。 

該公司為充實公司內部所規劃的「制服博物館」內容，特別從大

正時代採用西洋式制服的女子學校蒐集資料，進行分析。 

平安女學院在 1875 年創校之始，是採用以「馬褂」為主體的和

式制服。但是，在平安高等女學校時代的 1920 年 11 月開始採用水手

服。水手服在胸前佩帶彩帶，雪白領襟更是引人注目。甚至於入學的

學生都列舉作為選擇的理由，可以說深受佳評。平安女學院公關負責

部門的吉田健一先生指出，水手服不會突顯人體線條，卻是能優雅地

包護身體的設計。顏色雖然是深藍色，但是到底藍何種程度，並無法

明確掌握。 

另一方面，1921 年 12 月採用以來，至今為止被認為是「日本第

一」的福岡女學院，則是表示「本校對於傳統古昔事物均是非常珍惜

的立場。無論是第一或是第二，對於制服的緬懷心情是不會改變的」。 

 

（2007 年 10 月 11 日  朝日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