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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当今社会，时尚消费已成为人们向往或践行的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变化多

彩和充满市场潜力的文化消费领域。 时尚消费具体形式丰富多样，穿着时尚始

终是时尚消费的主旋律。 时尚消费是一门学问。 《走近时尚消费》一书，以时装

为时尚消费主题，以新的面貌呈现给读者，意在丰富读者时装知识、开阔人生阅

读和阅读人生的视野，提高时尚鉴赏力和创造力，学会如何消费时尚，不一味追

求“高大上”，寻求与自我匹配的时尚穿着，达成与自我身心相协调、与社会相协

调的和谐着装之美，学会如何寻求时尚创业机会和学会如何开辟时尚品牌发展

之路。

本书涵盖内容广泛，主要包括了时装与时尚、时装大众化、时装与社会、时装

与人文、时装中国元素情结、时装与自我、时装传播、时装市场、时装新业态、时装

设计师、时装品牌和时装教育等。 创作思路和表达方式上，尽量贴近读者的认知

结构，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贴近生活，以社会生活为话题，引发思考，呈现知识；

从人们比较熟知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认识入手在内容上进行逻辑上的重

构，引人入胜，带入时装文化丛林，感受时尚的魅力。 在创作方法方面，在不失科

学性的前提下通俗为主、雅俗共赏；在顾及时装发展演变历史的同时，更加关注

新消费、新设计、新品牌、新业态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在重视全球化背景下

多元文化的影响同时，更要看到中国元素、中国设计、中国品牌的兴起，不崇洋媚

外，唤起读者文化自信、消费自信。

《走近时尚消费》如此立意和创作，这是一次新尝试，一定存在不少问题，有

待日后完善，以飨读者。

本书由浙江理工大学孙虹、张玉典著，全书由孙虹统筹、张玉典统稿。 著作

分工如下：第一章由周景怡、马莉撰写，第二章由丁秋苗撰写，第三章由张玉典撰

写，第四章由张梦如撰写，第五章由姜益青、李祉诺、林慧丹撰写，第六章由王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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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撰写。 阮雅婷和刘娟负责书稿的校对工作。 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

感谢!

本文有些图片和资料来自网站，由于条件和精力所限，未能找到著作权人，

敬请相关人士与我们（fzxy@zstu.edu.cn）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联系，以便奉

寄样书和稿酬。

作者

20 1 6 年 1 0 月 0 1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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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下神坛

提要：服装因时尚性而改变成为时装，时装和服装也随着多样性的

转变渐渐模糊了界限。在西方早期时装几乎成为贵族们垄断的神坛，

自从大设计师香奈儿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格局，让时装开始走向平民

化、大众化。草根性牛仔服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时尚传播

模式，开启了大众化时尚理念走进我们普通生活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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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时装与服装

一、时装与服装的区别

时装，是庞大的时尚产业中最为主体的部分，它顶着“Fashion”的神秘光环

不断 循 环 往 复，却 总 以 新 鲜 的 面 貌 出 现，映 照 着 时 代 的 模 样，携 带 着 文 明 的

DNA，以其极具诱惑力的本质和丰富的内涵不断吸引着那些为之穷追不舍的

人们。

1 9 世纪 60 年代，“现代时装之父”查尔斯·弗雷 德 里 克·沃 斯 （Charles

Frederick Worth）以自己的名字开设高级时装店，专为显贵女性们设计制作服

装，将服装如同珍贵的艺术品一般去创制。 沿着这位奠基者的足迹，一批批著名

的设计师效而仿之，贵妇们将出自这些著名时装设计师之手的服装认定为“时

装”，以区别于其他任何普通服装。

“服装”与“时装”之间的关系暧昧又神秘，将两者混淆在一起不加以区别地

讨论是人们最为通常的习惯。 开启时装神秘的大门，亦需从服装与时装之间的

区别和联系之处长驱直入。

首先，让我们打个比方来理解：

服装就像是一个包装身体的“容器”，起初主人造它的时候，是想用它来装盛

东西，比如装食物、液体等，以发挥它最朴素的实用功能。 后来随着人们的开化、

进步、发展，顾自生长的物质欲望像一片“膨胀的宇宙”，他们对容器的要求不再

满足于可以用来装盛东西，而是有更多的要求，比如，要求它更加美观华丽。 服

装也是如此，人们一开始对服装的要求以遮风、避体、护身等功能性为主。 但随

着文明的演进，人类开始产生对服装的审美意识和精神诉求，如象征、欣赏、区别

于他人、传达个性，甚至彰显自己的荣耀等等。 人类用伟大的艺术手段再创造出

的“服装”，渐渐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被设计师们众星拱月地搬上神坛，为少部分

显贵权势所享有。 也因此，时装区别于过去仅以实用性、功能性为主的普通服

装，直到时代的不断滚动和科技的持续发展，冲刷筛选出适应时代需要的设计

师，驱使时装设计师们逐步“降解”时装，再结合商业的手段普及大众，使其走下

神坛，时装才响亮地响应时代的号角，渗透你我如今的寻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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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起源

在《圣经》的“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明亮了双目，看到了性差异，

有了私密意识和羞耻心理，于是用树叶遮挡身体，那便是人类着装的原始动机之

一。 然而，原始的着装动机在严谨的学术界有着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比如保护

说、遮羞说、性差说、装饰说、图腾崇拜说、象征说等等，众说纷纭，各有理解。

大家可以通过一些小例子来理解这几个原始的着装动机：
【遮羞说】我们羞愧于裸露私密，每日着装出门，这既是精神保护，同时也涉

及社会伦理道德的范畴。 文明建立、社会进步发展，性别的概念和羞耻心理的生

长，服装起源的“遮羞说”理论由此产生。
【保护说】当人类剥下兽皮遮盖自己并非不朽的血肉之躯，保护肢体，免于恶

劣多变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的种种侵害的那一刻起，服装起源的“保护说”便由此

而来。

图 1-1 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图

（图片来源：www.quanj ing.com）

 

图 1-2 史前人类

（图片来源：tieba.baidu.com）

【性差说】男女两性的差异组成带来的不仅是生命的奥秘，也驱动了着装的

某种动机———“性差说”，即“吸引异性说”，原始人类通过着装来彰显和强调性的

特征，向周围传达身体成熟的信息，以此来吸引异性的注意，直到如今它仍然可

以从现代的文明社会性感奔放的女装设计中得到印证。
【装饰说】在极简的着装风格下，在配饰上花上点小心机，用装饰细节来彰显

智慧，既可臭美，还可以让自己与众不同。 达尔文在《进化论》中说，世界上有不

喜欢穿衣服的民族，但肯定没有不喜欢装饰的民族! ———通过装饰来达到美化、

提升族群档次、寄托信仰、部落识别等等也是一种原始的着装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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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Guess 2016 春夏广告强调女性特征的魅力（图片来源：www.chinasspp.com）

  【象征说】学生穿着校服向外界传达各种身份信息，此乃属着装动机之“象征

说”的现代例子。 自古以来，各种不同等级和地位的人们都会通过各种配件、饰
品来作为某种身份的象征，达到标榜、显摆、臭美、表明区别等等各种目的。

【图腾崇拜说】某著名球星对自己身着几号球衣作为“战衣”总有精神上的信

赖，并且相信那一个阿拉伯数字可以为自己的成功带来幸运，这大概就是“图腾

崇拜说”的一种心理诉求。 在远古时期，人们出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敬畏，把崇拜

的对象绘成图腾以示虔诚。

图 1-4 非洲民族图腾“刺青”与印第安人面部图腾（图片来源：bbs.1 6 3.com）

人类平凡的肉体是灵魂在尘世的躯壳，因为各种因素的参与和驱使，这血肉

之躯亦是需要有所包裹和寄托，服装犹如一部活的史书，承载起更多的时代精神

和历史文明。 从史前人类的兽皮衣服到现代 T 台上人们趋之若鹜的奢华的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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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从功能性到审美性的跨越，从活体动物的皮毛到做工精湛的皮草大衣的华丽

转变，再到如今环保意识和人道主义的驱使，可以体现服装发展是真实地走过了

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奋斗过程。 它并不是时装设计师们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的艺

术产物，而是设计师们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对流行趋势的把握，对社会群

体的审美意识、心理追求、消费特征等行为的综合分析。 服装作为社会生活的一

部分，它是人类文明与发展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标杆。 原始普通实用的服

装，如何踏上“西天取经”登峰造极的光辉路途，以及时装的诞生，在人类服装发

展的历史长河中如何雕刻出发光发热的痕迹，是我们踏进时装之门要觉知的一

阵神秘的刺激。

时装诞生

“服装”如何演变成为“时装”？ 故事就从 1 9 世纪末至 1 9 1 4 年这一段“仰望

时装”的历史阶段开始说起。 巴黎是所有为时尚痴狂的人们朝圣心路的终点，也
是时装的真正发源地。 在 1 9 世纪 40 年代，就有一位了不起的英国男孩———

Charles Frederick Worth 怀揣着梦想只身一人闯荡法国巴黎，“时装”的故事便

由此开始酝酿。

图 1-5 “现代时装之父”沃斯（图片来源：www.myshxz.com）

在这之前，迫于父亲的潦倒，1 2 岁的他便要学会凭借自己的能力谋生———

在伦敦一家布料商店当学徒，他学到了大量的纺织品的知识，这段工作经历“锻

造”了他对织物的手感与性能的非凡的敏感性。 年轻的韧劲总是让人有一股怀

揣着梦想继续闯一闯的冲动，20 岁的沃斯抓住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只身来到巴

黎，不懂法语，举目无亲，但是 7 年的工作经验还是使他得到了巴黎著名的盖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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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店工作的机会。 而时代总是不会辜负花了心思的天才———1 9 世纪开始掀起

运动女装浪潮，伴随女子解放运动推进着女装的改革。 1 9 世纪 60 年代开始，越
来越多年轻的女性走出家门参加体育运动，开始尝试骑自行车、打网球、高尔夫、

射箭等等无比新鲜刺激的体育活动，显然，传统女装曵地拖沓的种种累赘已经不

再适用于这个时代。

当这阵流行的飓风刮过欧洲王室和贵族们充满抵制的心头，对女性解放运

动不屑一顾的她们并非是无动于衷的，只是她们对女装改革有着更高更完美的

要求，她们需要更加空前的美丽款式，并且急需能够设计出符合她们要求的专门

设计师来实现这种渴望，尤其是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欧仁妮皇后在她们之中最具

代表性。

图 1-6 1865 年身穿沃斯设计礼服的贵妇（图片来源：www.duitang.com）

历史把率先为欧仁妮皇后设计制作时装的先机交给了沃斯，才华横溢的他

开始为娇贵如“金丝雀”般的贵妇们设计制作豪服。 1 848 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度里，沃斯却凭借他的艺术才华和绝佳的社交能力活跃于

达官显贵之间，成为上流社会女性喜爱的“明星设计师”，甚至连国外的豪门名流

都以身着沃斯设计的服装为荣。

1 85 8 年沃斯与合伙人在巴黎和平大街开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级时装店，

他不仅跨越传统裁缝手工艺的局限，突破了宫廷沙龙模式———独立设计、制作、

销售。 沃斯懂得把自己装扮得像明星一样来推销自己，同时每年定时发布自己

的新作品———“推陈出新”，把服装当作艺术品般去打造和宣传，这样巧妙的销售

手段使设计师们一直受益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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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期后涌现的设计师们纷纷效仿沃斯的做法，他们以自己的名字命

名开设高级时装店，时装屋品牌由此相继诞生，沃斯带领着设计师们一起拉开了

设计师主导时装潮流的帷幕，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高级时装屋有：Callot Soeurs（卡

洛琳姐妹）时装屋、Jacques Doucet（雅克·杜塞）时装屋、Paquin（帕奎）时装屋等

等。 只有出自这些明星设计师之手的服装才被上流社会的“金丝雀们”认定为

“时装”，以区别于其他普通的服装，“高级手工时装”被以一种艺术品般的高端姿

态诞生在神坛之上。

沃斯成为法国高级时装的奠基人，启发着设计师们将时装设计跨入新时代，

巩固了巴黎“高级时装发源地”的国际地位。 1 9 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我们的服装从传统的封闭形式逐渐走向了现代开放的模样，经历了一个“紧

身胸衣箍裙束身———S 型 Bustle 翘臀———简约”的过程，时装的整体造型开始变

得明朗起来，繁复累赘的装饰减少，款式和功能渐渐靠近现代的大众服装。 服装

历史上，以著名时装设计师们开设时装屋品牌为重要时代特征的“高级手工时装

时期”，设计师是流行的风向标，设计师们主导着流行趋势的发展，也为下一个时

期的高级时装走向成衣化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的时装主要服务于上流社会，

平民百姓还是穿着传统的普通服装，大众化服装仍处于萌芽阶段。

二、时装发展轨迹

时装成长的故事，几乎可以说是一部讲述女性从极端审美的紧身胸衣和箍

裙束身之中解放出来的历史。 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位伟大的法国艺术家

Paul Poiret（保罗·波烈），将女性从具有 300 多年历史的紧身胸衣的捆绑之中解

救了出来，使女性的腰部得到了解放，打破了主流的女装 S 造型，成功改革传统

主流女装造型。 Paul Poiret 也擅于将东方民族文化融于西方服饰之中，将东方

魅力搬至了西方的时装舞台之上。

故事发展到 1 9 1 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至 20 世纪末“时装走向多元化”的历

史阶段，生活在和平时代里的人们往往被动接受着时装设计师们的着装指引，从

拒绝到适应，从适应到喜爱，像是一个被时装设计师们慢慢说服的过程。 然而战

争的爆发给了人们滚烫的精神考验，比起设计师们用力地导向，战争更加驱使着

人们对服装改革的主动接受。

战火不仅焚烧过大地，也炽烈地烫过每一个人的心灵，20 世纪的两次世界

大战、各种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国际大家庭内各种矛盾

的激化、地球的生态危机等等所有残酷问题，都抛向这个时期的人们，被逼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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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痛定思痛，人们开始共同关注生态、共同面对全球性生存和发展问题，而这些

严峻的问题也影响了 1 9 1 4 年至 20 世纪末人们的着装，时装也从此驶入了多元

的成长轨道。

图 1-7 Paul Poiret 设计东方风格裙装

（图片来源：eladies.sina.com.cn）

 

图 1-8 Paul Poiret 设计的袍式宽松服装

（图片来源：www.91goodman.com）

图 1-9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髦女性（图片来源：blog.sina.com.cn）

20 世纪 20 年代———功能化与轻便化

战争和妇女参政运动带来女装的革命性变化，妇女们被迫走上各工业部门，

开始穿起工作服参与危险工作，女装走向功能化和轻便化；新型化职业女性涌



                                     第一章

走下神坛

009    

现，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女性追求遮盖三围曲线的 boyish look①（男孩风

貌）；此外，当时的戏剧、电影明星渐渐成为新的时尚引领者，20 世纪 20 年代是

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代，来自美国电影的感染力影响着时装的发展；这一时期的

代表性的设计师有 Gabrielle Chanel、Jeanne Lanvin、Jean Patou（吉恩·帕特）、

Jocques Heim（杰克·海姆）、Sonia Delaunay （桑尼娅·德劳耐）等。

图 1-10 20 世纪 20 年代年轻的中产阶级新女性（图片来源：fashion.lady8844.com）

图 1-1 1 20 世纪 30 年代的摩登女装（图片来源：www.zcool.com.cn）

20 世纪 30 年代———简洁化与垂坠化

1 92 9 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崩溃，女装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表现出压抑感和怀

旧感； 1 9 3 3 年经济短暂复苏，女装开始详尽细分，讲究分场合着装，如分城里、郊

① Boyish：男孩风貌，非常年轻甚至尚未充分发育的少女形象受到推崇，由于男孩子往往比同龄女孩子

显得更纯洁天真，故被冠以“男孩子风貌”，又称“管状外观”（tubular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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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鸡尾酒会、非正式晚宴或各种体育活动等场合；1 9 3 7 年巴黎出现新型的紧身

胸衣，塑造收腰新造型。 服装曲线轮廓重新取代“一战”后的直线轮廓；30 年代

后还流行起系带胸罩、尼龙丝袜、花边、绫罗绸缎、丝绸套装等，典雅的纤婉女性

美回归，设计师 Elsa Schiapraelli（艾尔莎·斯基亚帕雷利）、Nina Ricci（尼娜·里

奇）、Marcel Rochas（马塞尔·罗奇斯）等都是 30 年代的代表性时装设计师。

图 1-12 20 世纪 30 年代揭起一股骑行风，改变人们的着装（图片来源：flicker.com）

20 世纪 40 年代———个性化与批量化

1 9 3 9 年起，世界陷入“二战”深渊。 物资短缺影响服装业，服装限量供应，款
式短小。 女裙的褶裥量受限，并规定袖子、领子和腰带的宽窄。 刺绣皮草等装饰

受禁、裙长及膝且裁剪狭窄。 战争阻绝了国家间的交流，巴黎不再是时装的中

心。 军服款式开始流行，套装设计注重实用功能性，款式与军服相似，宽垫肩和

紧系的腰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战争带来了死亡，致使人们关注对下一代的

培育，boyish look 和 babydoll look （洋娃娃式）服装兴起，短发、绒线衫、花格呢、

灯笼袖、白色短袜、楔形跟凉鞋等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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