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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风格泛化是后现代服装设计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在服装设计中有三种表现方法, 即作品风格游离不

定, 消解艺术风格,集群各种风格元素。然而,其在中国服装领域的应用尚处在形式上的  拿来主义!, 中国的服装

设计师只有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市场、消费者等情况,才能实现中国服装设计真正意义上的风格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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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y le generalization is one of thema in fea tures of post�modern fashion design and mainly has threem ani�
festations in fash ion design: free var iab le style o f fash ion work, d igestion o f fashion sty le and clustering various

kinds of fash ion e lem ents. H ow ever, the applicat ion o f style genera lizat ion in Chinese fash ion design field is stil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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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understanding o f dom estic cu lture, m arkets and customers e tc. to ensure the rea lizat ion o f sty le generalization

of Ch inese fash 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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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风格泛化是指风格的游离性、无

深度性,通俗的说法是指风格可以这样, 也可以那

样。
[ 1]
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的意图、手法、含义、素

材的不确定性使作品的风格完全处于游离状态;另

外,后现代艺术是完全开放的, 各时代、各民族的艺

术可以不分高低地出现在同时同地, 设计师们大量

地采用各地区、各民族、各历史时期、各流派的手法

风格, 将自己置于过去与未来、激进与传统、中心与

边缘、理性与非理性等模棱两可之间。

一 风格泛化的表现方法

(一 )作品风格游离不定

什么都可以是服装,但却什么风格都可以不是,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服装的风格。作品的某一部分可

能有着东方韵味, 而另一些部分可能有明显的异国

情调,又或者借用未来主义风格, 这些大量的综合和

变化使作品的风格难以判定。西尔瑞 ∀玛格勒在

1998年春夏巴黎作品发布会上明显借用了未来主

义的金属感和机械感。
[ 2 ] 81
而他在 1999年和 2000年

秋冬展示的一款黑色裙装更是充满了未来感: 模特

身上纹着花纹,脖子上缠着好几串珠子,腰部的奇怪

造型将腰部收得很细,夸张了髋骨,这个奇怪的造型

用的是一块类似塑料的硬质材料。
[ 2] 153

1、创作意图模糊。现代服装的设计与创作都有

一个深度的主题和意图, 但对于后现代服装设计师

而言,创作的意图是模糊不确切的;同一服装作品,

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或温情或冷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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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或幽默或讽刺的效果。而从这种创作意图隐晦

的作品中,能够体现出人的个性和不同文化背景的

差异, 体现人们内心所隐藏的向往和期待、缺失或者

需要的某种东西。如约翰 ∀加里阿诺 ( John G alli�
ano)在 1997 /1998年秋冬为迪奥公司设计了一款用

人造毛皮为主要面料的时装, 具有  多层风貌 !的样

式, 带有强烈的原始风味, 表现了对于环境的关

注。
[ 2] 144

2、创作素材偶然。在后现代服装创作中,偶然

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服装设计师们并不像现代

服装设计师那样刻意地去寻找某种创作素材, 即兴

的、偶然的灵光一闪是许多后现代服装作品产生的

基础, 设计师们大量的即兴发挥是后现代服装的一

大特色。不管是什么样的素材,只要适合当时的创

作灵感就能够用于服装设计创作当中, 没有地域界

限,没有文化理念的冲突。后现代服装设计师利用

偶然的素材设计的作品没有以往那种深度的含义,

更没有现代服装那种功能性的千篇一律, 只有蕴涵

于偶然中的那种随心所欲和虚无飘渺。约翰∀罗卡
在 1994 /1995年秋冬伦敦发布会上曾设计了一件穿

在毛衣外的连衫裙, 而在裙上随意的印制了一棵树

一样的花纹。
[ 2] 82

(二 )消解艺术风格

后现代艺术追求的就是艺术上的最大可能性,

它总是多方面吸取营养, 在各种以往的艺术素材中

提取元素,将过去与未来的、激进与传统的、中心与

边缘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艺术风格进行消解与折中。

1、消解过去与未来。在大众化的后现代服装

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序列被打乱。后现代主

义服装在超越过去的同时又面对过去,具有两面性;

后现代主义服装对传统予以选择和组合, 将那些过

去与当前工作最有关的要素折中起来, 即具有折中

性;后现代主义服装面对过去是为了在未来的观点

中编织过去的痕迹,即具有解释的多重性特征。弗

兰克∀索比耶在 2007年秋冬服装发布会上,以不同

服装风格为工具, 以各种不同的时钟作装饰, 把过

去、现在和未来一一进行演绎, 让人既感到时间的流

逝,又感到社会的进步。

2、消解激进与传统。后现代服饰既不是为了恢

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传统, 也不是为了张扬真正意

义上的理性精神,而是试图通过综合利用人类服饰

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 来实现对现代功能性服饰千

篇一律模式的抵御和反叛。后现代主义者一方面不

承认各种古典服饰、民族服饰背后所隐藏的那种深

层的宗教观念与伦理情感, 另一方面也不认为现代

服饰的科学准则和功能性追求就一定高于古典服饰

及民族民饰的宗教或伦理精神, 他们在取消  深度

模式 !并实现  价值多元 !的基础上, 将古典服饰及

民族服饰的多元技法和现代服饰的科学手段唯我所

用地拼凑在一起。

3、消解中心与边缘。在后现代主义时代, 文化

己经完全大众化了, 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

和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当代艺术反对艺术的

主流性与中心感, 蔑视权威与经典艺术, 更偏重于

自娱自乐与随心所欲的情感宣泄。当代前沿的服装

设计师们的创作并不刻意追求风格的模式化, 尽管

以往的设计师会因为自我风格的形成而觉得自豪和

骄傲。因为传统服装中风格的建立是艺术家成功的

标志之一,而在当代, 形成风格反而更易于造成艺

术生涯的穷途末路, 除非突破。所谓的艺术风格正

在不断地模糊和缺失,以前的所谓边缘艺术风格也

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服装再也没有主次之分,

适合消费者的都是好的。

4、消解理性与非理性。后现代主义服装在很多

方面都摆脱和超越了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传统

服装观念的束缚和界限, 它并不刻意肯定或否定服

装中的种种概念, 存在于服装作品、创作者、欣赏

者之间的距离开始慢慢消减。服装作品所表达的观

众未必就能感受到, 而创作者要抒发的或许并非作

品呈现的这种语言, 创作更没有了明确的方向, 其

所特有的反理性特征使得众多艺术思潮簇拥共生。

20世纪 80年代相互竞争、相互批判、相互否定的

服装设计师和设计流派之间开始  和平共处 !甚至

走向兼容。

(三 )融合各种风格元素

后现代服装通过风格的模糊来获得更大的自

由, 在过去的服装史上, 服装都带有鲜明的风格, 可

以轻而易举的看出某服装是属于哪种风格, 而在后

现代服装中,你无法也不可能辩别出具体类别,它避

免涉及到风格,也就没有风格消失的可能性了。它

本身没有特定的风格,就可能包容多种风格的并存、

组合,它可以是风格的综合, 也可以是融合。风格的

相互融合或组合使服装开辟了新的天地,后现代服

装游离于风格之间,自由穿行, 是  无风格 !、不确定

的。服装设计师往往是在打破旧的风格主题的同时

找到新的风格,游离于各种设计意念之间,自觉遵循

着无风格无主题的设计风尚。

1、综合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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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服装各种各样的设计风格,全新而不落俗套的装

饰手法无疑是很吸引人的, 他们可以通过欣赏、购

买、使用后现代风格的服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后

现代服装汇集了各地区的不同风土人情、不同思想、

不同审美观点,从而形成至少适合一个国家不同人

们的服装风格和文化。

在材料和技法方面,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后现

代服饰都在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范围内进行着大

量的文化吸收:将古今中西的服饰经验作为自己文

化创造的符码和工具,以博采众长的方式加以利用;

将各种古典服饰语言和民族服饰语言一一拆解之后

混合使用,表现出一种强调多元化发展的后现代特

征。在这个过程中, 各民族不同的服饰文化传统便

成为后现代设计师资源和灵感的来源, 利用人类服

饰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 来实现对现代功能性服饰

千篇一律模式的抵御和反叛。1994年, 让 ∀保罗∀
戈尔捷发布了一组服装系列, 将多重项链、头纱、大

的圆形扣子,黑色印花图案等多种元素糅合到一起,

营造出异域的氛围。
[ 2 ] 114

2、综合各历史时期的特点。后现代服装设计

中,一件单独的服装可能综合过去与现在、流行与过

时等元素。克里斯汀 ∀拉克鲁瓦在 2001年推出了

富有多元化异国风情的夏装,服装采用不对称结构,

强调突出甚至夸张的双肩部位和袖窿, 腰位以下结

式腰带小腰身的女大衣, 灵活短小的连衣裙配以英

式花饰边、刺绣品、编织品, 粗糙中显雅致, 富于褶

皱、页片状的紧身衣更透露出浓浓的浪漫主义风格,

形成 18世纪与 20世纪 80年代的亲密结合。

3、集中各流派的手法风格。洛可可服装甜美轻

快、精巧华丽,常使用 C形、S形曲线或漩涡状花纹;

嬉皮士排斥人工合成面料,反对传统服装样式,而崇

尚个人主义及东方宗教, 喜爱纯粹、自然的面料,将

其他民族的图案用于自己的服装中; 波普艺术则利

用几何图形和色彩对比,来产生各种形与光的运动;

朋克服装可谓是  雌雄同体!, 外型非常怪诞, 上面

常印着刺眼的图案和文字,下身穿紧身裤和长靴,发

型古怪,还染上不同的颜色,背部画着一些古怪的图

形等。
[ 3 ]
而在后现代主义服装中, 单纯的某一种嬉

皮士服装或波普服装非常罕见,更多的是集中某几

种特性进行打散再组合或部分嫁接。安娜 ∀苏在

1993年春夏纽约发布会上有一款朋克式时装, 大红

格子外套,黑色内衣,红格子长裤, 长裤前的烫缝装

饰长串的黑色纽扣, 黑色腰带上还有鲜艳的红黄星

形装饰,而黑色内衣下的丝带又非常的洛可可。
[ 2] 156

二 中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现状和发展

(一 )中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现状及问题

相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本土的服装设计尤其

是后现代服装设计起步较晚, 国内大部分的服装企

业和品牌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品牌能靠着设计书籍,

网络素材,定期赴香港、国外采风等途径来进行服装

设计工作;中国的服装设计师们在学习、借鉴和反思

的过程中被动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 任何风

格的设计元素都可以被他们应用于各种不同档次的

服装,他们可以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

设计元素和流行进行任意的搭配, 从而形成了所谓

的中国服装设计的风格泛化。
[ 4]
但相对于西方的风

格泛化均是设计师的原创设计而言, 中国服装设计

的风格泛化完全是一种  拿来主义!, 只是一种大量
的拷贝和复制,并没有设计师们真正的设计思想及

理念蕴涵其中,大部分企业和品牌的设计师完全是

抄袭西方服装的流行和卖点来迎合消费者, 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服装设计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风格泛化。

其次, 国外品牌服装非常注重消费者心理特征

和生理要求研究, 所花费用占服装总成本的 30%

左右。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后现代服装设计过程中,

西方设计师都会把其设计理念建立在对其消费群体

的详细分析上,而许多中国服装设计师根本就不考

虑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的具体特征。中国本土服装

企业表面上一般很重视设计部和设计师,但很多企

业仍对到市场买样衣等做法非常热衷,认为这样才

能吸引消费者。

再者, 西方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盛行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的后现代服装设计师, 如弗兰克 ∀索比耶

的作品一直以来就是把不同民族、不同时间、不同空

间的风格集合起来,集浪漫、优雅、精致于一身,让人

形成一种时光流逝、世界各民族大融合的奇特感觉。

他的服装中,除开手绘图案、雪纺、绢布、蚕丝纱的运

用外,最拿手的,还有缎带的缠绕, 与在薄纱上织出

丝绒图案等, 每一件作品都是以雕塑、如图画的精

品, 虽然其服装设计的主题会有所变化,但其设计理

念则能做到始终如一,吸引了一大批不同国家、不同

肤色的消费者。然而在中国本土服装界涌现的具有

后现代风格泛化特征的服装设计师却屈指可数, 如

比较有影响力的马可 (例外品牌 ) ,她的作品重在诠

释一种自我想象的梦境,崇尚自然,很好的将传统面

料与现代面料工艺相结合而研发出各种新型面料,

并融合了古朴与时尚的风格, 利用多样的结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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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东方的自然美和西方的穿衣姿态; 又如达衣

岩的丁勇,其作品主要从形式上进行各种风格的综

合运用,采用随意、唾手可得的自然、田园素材进行

任意的组合而产生不同的主题感, 给人以丰富的遐

想。但是中国后现代服装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中国的

服装设计师,而是大都市中以追随时尚为己任的年

轻分子,这些  哈韩!、 哈日!族是后现代服装不折

不扣的实践者,他们受韩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

区流行时尚的影响, 在穿着、发式、行为等方面刻意

模仿。

(二 )中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发展方向

西方后现代服装设计师之所以在 T型台上不

断地创造新奇、不停地变化手法,其目的在于引领消

费、倡导流行, 在中国以  金字塔 !型构建的消费结

构也最终决定了市场所要满足的仍然是最基础的大

众需求。如何立足于市场、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赢得大众的关注、最终带来现实的市场回

报,这是中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和

最终方向。

中国的后现代服装设计师们缺乏的不是丰富的

想象力,而是认知消费者和文化的能力以及实事求

是的精神。虽然有些中国服装设计师的作品确实具

有风格泛化的各种特征, 但是其设计过程过于感性

与盲从,任凭自己的性情游走于虚幻的丽影华服之

间,与庞大的大众消费群体距离越来越远,理性的缺

乏使设计师只能暂时将碎片拼凑在一起, 服装功能

的不断弱化,造型的无限夸张, 转瞬即逝、眼花缭乱

成为服装设计的代名词, 众多服装品牌在风靡一个

季度甚至更短周期就销声匿迹了。因此, 在中国后

现代服装风格泛化的发展和成熟过程中, 我们在利

用国内外各种不同流行风格的设计来迎合消费者的

同时, 更应该构建中国后现代服装风格泛化相关品

牌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成与众不同的  特有元素!来
吸引、征服消费者, 并借助其特有元素来打造、重塑、

再造消费者。这种特有元素只能通过原创设计来体

现, 而不是简单地把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设计元素

进行混合搭配便能够实现的。

因此, 中国后现代服装设计师们在深入了解中

国文化的基础上, 应该对其将要面对的消费市场和

消费者进行详细的文化、心理、生理等各方面进行详

细的调查和分析, 提高自身对消费者和文化的认知

能力,对世界各地的多样性文化展开思考,把国际化

渗透到对中国服装的设计中去, 从文化上打破中国

与其它国家的国界,创造各种真正穿越时空的中国

服装品牌风格泛化特性,紧跟潮流、不断更新、与时

俱进,使其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同时又具有其

它国家文化特征的世界品牌,在文化、个性元素的基

础上去选择合适的设计素材, 利用各种不同的创作

手法,融合各种设计风格的优点,设计出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民都能接受并喜欢的服装品牌, 实现

中国服装设计真正意义上的风格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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