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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尚婕 (大连民族学院设计学院  副教授)  王怡兰 (大连民族学院设计学院学生) 

摘要：服装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每一件服装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件服装所处的时代的特征，是当时的科技水平，地理特征，风土人情、

宗教信仰的缩影，也是民族、文化和个性的指标。服装发展的历史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服装上判别与其

有关的人文历史背景。中国有渊源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资源丰富，中国元素是中国文化的缩影和精髓。在提倡“民族的就是世

界的”理念的今天，中国元素也越来越多的被服装设计师们运用在了自己的设计中。然而，简单的玩味中国元素，是不能让中国的服装设

计走出困顿的。有接纳的胸怀，对待新观念、新现象要选择性的更加宽容，要学会吸收和汲取，要学会把自己放进去，去接受，去思考，

这样才可能使设计作品能与时代同步。 
关键词：中国元素、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具有文化与产业的双重属性，中国是服装生产大国，却不是服装品牌大国。一直觉得中国的服装品牌之所以很少有国际知名度

的，除了商业操作以外，设计师和模特儿坚持自己的太少。CHANEL时装，永远有着高雅、简洁、精美的风格，不可思议地把两种对立的

艺术品感觉统一在设计中，既奔放又端庄，既有法国人的浪漫、诙谐，又有德国式的严谨、精致；D&G则是一种感性而独特的风格，更是

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说的是年轻人的语言，以完全自由地试验材料和形状为乐，在没有地理边界的当代大都会，从中汲取刺激、灵感，

然后转化成富有设计内涵的时装系列，充满讽刺和反对随波逐流。这些国际知名的大品牌，每一季新闻发布会都会有新的理念出现，而从

这些新的理念里面你又可以读出自己品牌一直所坚持的东西！ 

一、韩国、日本服装设计简单分析  

韩国的服装设计师很多舍弃了简单的色调堆砌，而是通过特别的明暗对比来显示品位。服装设计师通过面料的质感与对比，加上款式的丰

富变化来强调冲击力，那种浓艳的、繁复的、表面的东西被精致的、甚至有点羞涩的展现取而代之，简洁得连口袋都省了的长裤、不规则

的衣裙下摆、极具风情的褶皱花边都在表白它的美丽与流行。韩式服装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所运用的夸张手法，满足了都市里忙忙碌

碌的人们渴望宣泄的心情。个性的张扬就是快乐的源泉：宽就宽到极至的阔腿裤，瘦就瘦到极至的紧身衣。你可以妩媚到极至，也可以神

秘到极至，只要能穿出自己的个性就是流行的。 

“日本本土传统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古代中国文化的脉络，后经历一代日本文化人和艺人的修习，逐步完成了日本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了

一种有别于中国文化特色的被称作“和文化”的文化形态。”【1】①日本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生长能力，日本的设计师有广泛的触角和

无限的敏感度，而日本的设计却是生长在日本民族以物哀和幽寂为基调的审美情趣之上。日本著名设计师小筱顺子说：“在西方与东方之

间，在古老的华夏习俗和精神与逐步成型的日本文化之间，那种被“和”文化氛围生成的‘和食、和服、和风’的文化形态。”日本传统

文化中所倡导的那种“禅境”的精神,被小筱顺子表现的淋漓尽致,小筱顺子认为服装应该“融化掉”，留下的只有穿着者本人。西方社会

追求的是构造或者塑造人体，而日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力图在人体周围营造空间。比如和服是由人体支撑的，并不主张炫耀和服本身。

小筱顺子受到和服启发的简洁裁减和精致的做工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她的服装具有线条感和现代感，她超越了西方的服装风格，同时打破

了东方的传统观念，其结果依然是带有戏剧效果和超现实主义的日本特色。传统美学观与现代时尚观交融与妥协中生成的新意,使她显示出

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韩国的安德烈.金设计的服装含有很多中华文化成分，又吸收了欧美时尚元素，经典、前卫、不张扬，色彩柔和出挑；日本的高田贤三追求

对于身体的尊重，采用传统和服式的直身剪裁技巧，不需打折，不用硬身质料，却又能保持衣服挺直外型。他从中国传统纹样、中国唐装

和中国色中汲取营养，设计中是给人呈现出新鲜快乐、温暖轻巧的感觉，带领人们经历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里面承载着绚烂夺目的民族

之光。他们更多的是用自身的魅力去征服世界，而我们有很多的设计师，总是过多追逐所谓的国际潮流，而丢掉了本身最值得坚持的东

西！就像我每次看中国的模特儿，那些冷若冰霜、艳若桃李、衣着光鲜的女子总让我觉得她们像高高的塑料人。而瘦小的KATEMOSS，因

为她的小雀斑和淡漠的眼神，让人感觉到衣服后面的生命力，把纯情演绎得那样无辜，把颓废进行得那样华丽，然后又把高贵变得那样自

然。而HEATHER MARKS，因为她蓝绿色的眼睛，孩子般透明的皮肤，17岁就在世界模特儿排名中位居第50位。她们有着强烈的表达力和

诠释力。因为没有个性化的特质。这永远是中国模特儿走不到国际舞台颠峰的困顿。这也是中国的服装品牌走不到国际市场的困顿。 

二、我看《东方丝国第一回》 

学服装设计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些图片，惊艳之余朋友告诉我，这些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服装设计师是中国人。“作品取材于中国传统

文化和审美习惯，以中国本土的哲学为指导思想，力求表现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优良品格。”【1】②从这些服装，带给我们一种向传统文

化致敬的感动。作品的处理手法紧贴国际流行时尚，材料的选择、剪裁的方法、对格、皱褶等细节的处理十分精细，准确把握住了国际时

尚文化的主流和特征的借，而与中国元素的有机结合，两种不同文化以服装为载体进行激烈的碰撞，尝试探索出两者结合的最佳契合点。 

《东方丝国第一回》服装发布会在杭州西泠桥举畔行，之所以选择美丽的西冷桥畔，一方面是因为设计者对杭州特殊的情节，另一方面是

因为西冷桥的文化特质——西泠桥东毗道教圣地葛岭，西接佛教名刹灵隐，受着两种宗教文化的滋养，正寓含着东西方文化撞击的深意。 

展出服饰的主要材料是丝绸。丝绸柔美华贵、端庄沉重、优雅飘逸的品质已化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丝绸面料独有的柔滑的质感美，

飘逸的个性风格，还有雅洁的氛围，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艺术境界。似曾相识的肚兜，不经意间就少了两根带子，平和中潜藏锐

气。而看上去记录了时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旗袍也成了大裙摆的，服装与人体融合紧密，更能体现出女人的魅力。夸张的妆容和头饰，带

给观赏者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舞台效果。黑色是舒服的、力量的和富于表情的，红色是激烈的、热情的和富于诱惑的，经典颜色黑色和

红色的搭配，平衡着整体造型效果。这些服装，乍一看是似曾相识的，然而无论是夸张的披肩还是超短裙的款式，仔细琢磨，就会发现那

些小小的不同之处，具有特别之处的变化远比固守陈规的老实中国风更有吸引力，正是这细微的差别，却衍生出别样的韵味。 

三、中国传统元素与当下设计语言的结合 



“传统元素与设计师个人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它或许记载着某一段记忆，或许成为某种个人情感的依托，所以这些设计作品所折射的人

文内涵明显带有传统的痕迹。”【1】③传统元素与国际时尚语言的巧妙结合，增添了作品的现实意义。这种结合碰撞出来的火花，多元

化的设计含义，更是给时装界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 

当看着新闻，国家领导人在各个场合穿着精致的西装的时候；当看着电影，特写镜头定格在身穿夹克的男主角身上的时候；当看着人群，

无数牛仔裤的来来往往加快了视觉加速度的时候……突然很怀念在天安门上身着中山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那个伟大的男

人；很怀念在大上海身着旗袍站在舞台上妖娆放歌那个妩媚的女子；很怀念那个在江南水乡身着小碎花布衣在船头等待爷爷回家那个胆怯

的小女孩。此时，一件衣服成为精神领袖，一件衣服承载一段故事，一件衣服写实一种生活。 

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中国模特儿登上了国际舞台展现东方的神韵。服装是文化的载体，尤其在

中国这个拥有56个民族的“礼仪之邦”，服装的内涵更加丰富。比如：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加华丽。《簪花

仕女图》中贵族妇女裙衫统一，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慢束罗裙半露胸’却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

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比如：春秋时期，古人信仰大，事事都要奉

天承运，深衣也多象征，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值；腰系大带，

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个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从古老的贯首服到各

种开襟的长袖、短袖上衣；从飘逸阿娜的长裙到潇洒的中裙、短裙；从紧口中裤到宽脚口长裤……商周“上衣下裳”；春秋“深衣”；汉

代“两裆”；唐代“半臂”；宋代“抹胸”；明代“云肩”……从百家衣到小道衣等中国服饰，既有装饰华丽繁缛的盛装，又有朴实简洁

的便装。不仅反映了社会时代背景和人民生活状态，还体现了人们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拥有千年文化内涵的现代服装设计，从飘逸的印度沙丽到美丽的和服，东方时装承载着神秘的的亚洲文明。亚洲服装传统的丰富性和深厚

的内涵一直都为设计师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的源泉。绝不要简单地把老祖宗开发的东西拿出来，说这就是弘扬民族文化；绝不要简单地因些

许利益就把老祖宗开发的传统打包卖掉，说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潮流。企图简单的模仿外国元素是不能够满足这个设计时代的。中国的服

装产业需要规范化，中国的服装设计需要创新化，中国元素需要品牌化。我们应该努力超越西方的服装风格，同时打破东方的传统观念，

创造出属于中国的风格。这种风格，即不是巴黎的立体剪裁，也不是三宅一生的褶皱，更不是小筱顺子四方剪裁几何造型、蚕茧型和螺旋

型的样式。这种风格，同样不是迎合欧美的时尚元素，不是简单的玩味中国元素而达到单纯的民族复兴。这种风格，是将具有东方风格的

各种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巧妙地融入西方化的特征。体现出一种精气神，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多元化的一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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