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时尚界是一座金字塔，那么高级时装就是

塔顶，是时尚界的最高荣光。伟大的时装设计师克里

斯汀·迪奥曾经这样描述：“在这个机械化的时代里，

时装是人性、个性和独立性的最后隐匿处之一……”

一语道破高级时装的真谛，它是高不可攀的、充满人

性的个性化艺术；它是为展示设计师理念而定制的时

装，不被各种潮流所左右，评价它的惟一标准是审美

领域中的美感因素及其美学价值。超前的创意一直被

国际服装设计界所认同和崇尚。本文选取中西方最具

有代表性的高级时装设计师郭培和约翰·加利亚诺 ,根

据他们设计的“青花瓷”礼服，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

加形象鲜活、真实具体的理解东西方高级时装造型设

计的差异，更加深入体会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内涵。

1 中西方思维差异的渊源

从古至今, 服饰的发展都是一个漫长且起伏跌宕

的过程，是谁在操持其中的玄机？那就是民族文化，而

文化背景里最根本的就是哲学思想 [1]。中西方民族由

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

不同，因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哲

学思想也不同。

文化学对中西方文化的性质有一种典型的说法

就是“东方精神，西方物质”。也就是说中国文化重精

神文明，西方文化重物质文明。中国哲学主干体系由

儒家、道教互补组成，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核心价

值是“礼”，用“礼教”来提升人的道德情操，重在伦理，

表现在服装上则突出服装的遮盖和装饰功能，漠视性

的存在。道家强调内在的精神美，侧重审美主体的心

理体验，所以服饰重在营造一种超人体的精神空间。

中国“敬天”的思想极为古老，古人对于“天”的理解，

是多层次的，天既是主宰一切、超自然的神（上帝），又

是自然界和人事间一切事物的总和，也是这些事物发

展变化的规律和标准（天道）。归根到底是一种天人相

感应的观念，天和人是没有主、客体之分的统一体，即

“天人合一”思想 [1]。哲学上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服

饰中自然的流露出来。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文明。古

希腊哲学是理性的，强调主观为“我”，客观为“物”，主

客二分，不许混淆 [2]。人是研究客观世界的主体，去探

求自然界的客观真理，从古希腊遗留下来的雕塑和绘

画可以清楚的看出古希腊人已充分意识到人体美的

客观存在性，崇尚人体美。正是沿袭了这样的审美传

统，西方人才不断的研究人体的内部结构，并直接用

数学尺度深入剖析人体。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就

发现了“黄金分割”[2]。西方文化极其注重个体，尊重自

我，展现自我，对人体美的审美追求就势必会在服装

设计中所表现出来。

2 中西思维差异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中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常常表现为设计师从

截然不同的角度欣赏服装、设计服装。中国“天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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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哲学思想，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统一，另一方面

强调伦理与自然统一，使得服饰重在表现人内在的精

神、气韵，更多方面考虑服装图案和纹样，通过服装的

图案和纹样来体现尊卑、等级并赋予它们吉祥的寓

意，“十二章纹”服饰是其鲜明的代表 [3]。西方文化表现

为对自我的重视和价值肯定，设计师追求服装造型结

构的突破性和个性，展现形体之美，文艺复兴时期利

用紧身胸衣和庞大的裙撑塑造出夸大的立体造型就

是其鲜明的代表 [4]。当代西方服装设计追求彰显个性、

人性解放和自我表现，服装的装饰性增强，自我价值

从服装中得以充分展现，服装被当成设计师和着装者

传达时尚信息和肯定自我价值最有效的手段，对服装

的认识不仅仅是服装外观造型，而是变成展现自我的

媒介。

近几年，时尚 T 台刮起一股中国风，造型风格多

种多样，很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元素被借鉴和

运用，其中最受宠的就是“青花瓷“。比较成功的华人

高级时装设计师代表人物郭培，她的作品就很自然地

凸显出中国民族文化的哲学理念，它以绚丽的民族图

案、图腾装饰其服装，使用对比强烈与大胆的色彩而

闻名。郭培 2010春夏“一千零一夜”时装发布会是在

北京体育馆举行。她的“青花瓷”服装作品不仅仅是可

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服装细节和造型，并以一种中国思

维的方式去展示她的服装。Christian Dior—被誉为天

才设计师的约翰·加里亚诺同样设计了“青花瓷”服

装，从中依然可以看到西方特色的服装造型结构，流

露出西方独特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

内涵丰富，是当代服装设计的源泉。

3 中西高级时装的造型差异

3.1 一个视觉焦点与多个视觉焦点

中西方在服装设计上和审美上存在差异很大方

面源于中西方绘画空间表现的不同手法 [5]。西方绘画

始于古希腊，重视外在形的存在，追求理性的写实手

法，人站在画外从某一个固定的角度去构图，充分运

用透视法则，使每一幅作品上只有一个视觉焦点，集

中表达一种设计理念，突出一个设计主题。如图 1，dior

高级时装的“青花瓷“礼服，采用传统欧式礼服外观造

型，设计师很巧妙地将设计的重点和中心聚焦在胸腰

部位，印满青色的植物图案形成一个视觉焦点，其他

部位则运用简约的弱化设计，简洁夸张的外观造型塑

造出 18世纪以瓷器为珍品的欧洲贵族形象，简约中

有重点，平凡中见真知。

而中国陆地广大深远，苍苍茫茫。自古人们就喜

欢登高望远（重九登高的习惯），从高处俯瞰全景这就

形成了“以大观小”的特点。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画家的

眼睛以不固定视点的方法去构图，把全部景色组织成

图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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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气韵生动的艺术图画，注重作品所表达的神韵和

意境，每一幅作品中有多个视觉焦点。中国人一直保

持着这种观察事物的传统。以不固定视点也在现代的

服装设计中折射出来。如图 2，郭培设计的“青花瓷“礼

服，模特顶着一个镂空的扇形头饰，扇形中间镶嵌有

镶满施华洛世奇水晶的青花瓷瓶，自腰到裙摆扇子造

型的重复与叠加，高高的青花瓷鞋，长长的拖地的裙

尾以及布满全身的青花瓷图案，从头到脚呈现出多个

视觉焦点，明显的传递出东方女人独特的神韵与气

质，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气息。

3.2 面的装饰与体的装饰

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使服装在外造型上

变化较小，主要精力聚焦在服装图案和纹样上。随着

染织、刺绣等工艺的日趋成熟，衣服上的装饰形式也

越来越丰富。因而服装的各个部位均饰以各种图案纹

样装饰，并且在“道化”的审美观念制约下，装饰图案

上强调和谐、对称、统一的造型方式，不但在纹样的造

型、结构、以及表现手段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赋予了

它们吉祥的寓意，这是面的装饰。如图 3和图 4，设计

师将装饰图案运用的范畴扩大至全身，上至胸、腰，下

至裙摆及拖尾，无不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吉祥

图案。服饰图案精致、细腻，宛如秀美的工笔画。随着音

乐的响起，模

特在台上缓

缓的移动，呈

现出一种动

态的绘画感，

这是中国特

有的传统文

化，凝聚着中

国千千万

万个劳动

人民的智慧。

源 于古

希腊的西方

文化，受当时

的绘画、雕塑

等造型艺术

的影响至深，

其 审 美

视觉历来重视立体的造型。西方人为突出服装的立体

造型效果而充分运用服装的褶皱，装饰本身也是为了

衬托服装的立体造型效果，追求多层次的造型变化。

对服装的装饰主要表现为一种三维空间立体的装饰。

这种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立体的服装意识，到文艺复

兴时期开始膨胀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为

了夸张服装的立体造型效果，大量使用各种填充物。

如男子用填充物对肩、胸、腹等部位精心塑形，呈现倒

梯形，夸大男子的上身造型，体现男子的魁梧与伟岸。

女子一般用紧身胸衣来塑造上身形体造型，用裙撑、

臀垫或衬裙来夸大下身形体造型。将女性的曲线特征

夸张到极至，弥补人体上的某种不完美，这都是西方

审美意识上的“人化”的具体表现；（2）依靠增加服装

用料的量，通过波浪、切口、皱褶等方式来追求视觉上

一种层次感[4]。如图 5，,礼服的上身造型比较简洁且贴

合人体，用裙撑夸大下身形体，同时在臀部运用了大

的皱褶，夸大了下身的形体造型，与上身造型形成鲜

明对比，强化了女性的第二特征，突出了服装的立体

效果。模特的行走对礼服未产生大的影响，呈现出一

种静态的雕塑美感。

3.3 纵向的修长与横向的膨胀

在外观造型特征上来看，中国服装的外观造型强

调纵向修长感，这可以弥补东方人矮小的身体缺陷，

使人产生一种视错觉，在比例上达到完美和谐统一。

如图 6，模特高高的青花瓷瓶头饰和十几寸高的青花

图 3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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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瓷鞋，配以垂直脚面的裙摆，和长长的拖尾，从上到下

都使着装的模特在视觉上显得更加修长，最值得注意

的是头饰上两条纵向自然下垂的渐变色扇穗，无疑又

加强了着装者的纤细感。纵向的装饰手法使着装人体

显得修长，当然修长的服式也使女性显得窈窕、婀娜

多姿。

西方文化强调自我，重视在我价值的存在，崇尚

人体美，服装的外观造型强调横向膨胀立体感，如图

7，设计师采用庞大的裙撑夸张臀部效果，与紧身的

胸、腰部设计形成鲜明对比，强调女性的曲线美，臀部

的立体褶皱使服装线条产生夸张和向外放射的效果。

西方服装的外观造型特点与西方人热情奔放的气质，

起伏明显的脸部轮廓以及比东方人高大挺拔的体型

相适应。

4 结束语

中国的民族文化注重社会的协调，而西方则追求

自然的法则。中国传统的社会及家庭教育中，服装行

为规范被看作是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长期影响着

中国人的着装生活。人们在着装上注重伦理，用服装

掩盖人体，竭力超越人体的局限，以达到儒家的道德

要求。服装美注重表

现人的精神、气质、神

韵之美，并不强调外

观造型。因而具有趋

向内在、内向、内涵、

内倾的特点。在服装

造型形式的法则上，

中国服饰体现和谐、

对称、统一的表现手

法，服装倾向于端庄、

平衡，服饰图案精致、

细腻。服装简洁、简

约。中式服装的美学

特点，反映了中华民

族的审美心态和文化

征貌。

西方文化属于多元化的范畴，源于古希腊，其中

最显著的特点是用服装突出个性、显示个性，用服装

来表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重视。西方服装的审美特

征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审美实现，其文化形式与服装

造型区别不大，而注重外在形的审美价值观念。在造

型上重视造型、线条、图案、色彩本身的客观化美感，

通过对中西高级时装的造型差异进行解析，从中

体现中西内在的文化和哲学思想给服装带来的区别，

文化的差异对中西不同设计思维模式和审美趋向的

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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