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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时装文化受到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显示了多样化、个性化、另类化的趋势，成了 

独立于人体的艺术品，成为社会文化现象和个性宣扬的渠道。通过不断地创新与实践，时装文 

化中的另类美展现出了其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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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充满着艺术，艺术美化着生活。艺术 

与人类的关系紧密相连，是人类审美活动和审美 

兴趣的体现。每一次社会变革和艺术运动都会直 

接影响着时装的表现风格，例如设计师借用了实 

验艺术中现有的象征元素应用于时装，从而使设 

计作品向观念化转化。而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也直 

接利用时装所特有的时尚的潮流资源资讯 ，所创 

作的实验作品则更具时代感，丰富了艺术媒介，加 

强了艺术表现力 。 

一

、 另类美出现的原因 

(一)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区别 

在 20世纪以前，艺术对时装文化的影响要单 

纯得多，但到2O世纪初，由于艺术运动的不断兴 

起，时装文化显示了多样化的趋势 ，服饰的风格也 

显示了多元化、另类化、个性化的态势。时装变化 

更加迅速，艺术对服装款式风格的影响还往往引 

起广泛的流行，人们会为一种流行的时装风格争 

相模仿。其次，时装文化与其它艺术的关联也愈 

来愈不确定。 

社会思潮的变动，导致了社会审美的变化，从 

而传统的审美标准和表现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 

审美心理以及审美需求的变化。因而另类之美开 

始兴起。另类美是一种打破常规审美意识形态的 

个性之美，是一种超越传统审美知觉的创新之美， 

是一种改变我们现有生活方式的奇特之美。表现 

在服装上就是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时装的审 

美观念，使时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为何人们对 

现代时装越来越看不懂呢?为何会出现如此另类 

的时装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新艺术对于传统 

艺术颠覆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审美理论体 

系，因而在短时间内普通受众还未做好接受的心 

理准备。2O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现代艺术和后现 

代艺术的分水岭，艺术界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了众 

多的艺术流派，它们都在围绕着传统与创新的审 

美意识而展开辩论。现代主义是一种特别的知识 

系统，其审美经验与Et常经验的距离是分明的，现 

代主义艺术家除了创作以外，还担负着解释 自己 

作品的任务，它对时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 

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与现代主义的艺 

术家完全不同。后现代艺术家他们并不在乎弄清 

楚后现代的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呈现 

出后现代的特征。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作一切努 

力去破除传统，艺术在他们面前呈现出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广阔的空问。他们的作品也即是他们的 

实验品。此时，时装的后现代主义时期也拉开了 

序幕。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思想文化背景 

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历 

史背景。当代科学的发展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诞 

生提供了契机。爱因斯坦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 

准原理、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等新的科学理论的 

提出，对传统理性主义的绝对性等信念形成巨大 

的冲击。这些新的科学理论提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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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等核心内 

容被后现代主义吸收和利用 。 

(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具体分歧和 

区别 

那么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歧和区别又 

在哪里呢?现代主义设计是一场充满反叛、革命、 

民主和造反的运动，代表了工业革命对传统的、上 

等人的手工艺的宣战，它代表了新的时代精神，无 

论它的意识形态还是形式特征，都与传统形式格 

格不人，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但是，自从现 

代主义在战后成为独霸一方的设计风格后 ，它的 

排他性、风格上的单调性，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民主 

特征，意识形态上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形式上 

看，现代主义长达四十年对设计风格的垄断后，已 

没有了发展的余地。人们开始对现代主义单调、 

无人情味的风格感到厌倦，开始有人追求更加富 

于人情味的、装饰化的、多变的、个性化的、折衷的 

形式，由此产生了设计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Post 
— 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从 2O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狭义 

的利用历史装饰动机进行折衷主义的设计风格和 

广义的对于经典现代主义的各种批判活动的双重 

轨道上探索着其 自身的发展，这种广义的批判活 

动并不是设计者对现代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企 

图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其他方式来发展现代 

主义和国际主义。 

以“否定”为主导的思潮，引发了对后现代时 

装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嬉皮士”和“朋克”运动， 

他们反社会、反传统的思想通过他们的着装反映 

出来。7O年代西方社会开始步人后现代社会以 

来，后现代主义一词就开始流行，它扩展到宗教、 

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各方面。 

(四)另类之美的“破坏性” 

传统时装是一门实用艺术，这一点它与其他 

的纯艺术类型确实不同。时装在满足一定的审美 

和艺术性之外，还要满足人类用来覆盖和包裹身 

体的最基本需求。而在审美标准上，它保持与社 

会审美标准的一致性。而当后现代主义在时装设 

计界出现后，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另类美就打破 

了这个基本原则。在后现代艺术思潮下的时装设 

计师将他们的时装设计变成了破除传统的试验， 

有着破洞的衣服、夸张丑陋的装饰、性的暴露、不 

符合人体舒适度的造型在高级时装秀上随处可 

见。法国时装设计师让 ·保罗 ·戈尔捷 1992年 

lO月推出的全裸女装，将艺术思潮中的彻底的虚 

无主义引进了时装界。英国时装设计师胡赛因 · 

查拉雅(Hussein Chalayan)发布了这样的一系列 

服装：他在沙滩上支上了三根小棍，棍之间连着一 

根线，而模特就一丝不挂地站在由三个棍和线圈 

起来的范围中间。这就是他推出的服装。这可能 

会让很多人不知所措 ，甚至觉得不可理喻。这样 

的服装还算服装吗?它已经超出了所有的日常经 

验，并且也脱离了常规的审美领域，对服装的定义 

已经被彻底颠覆了，留下的既是对旧观念的质问 

也是对新观念的思考。它没有明确的美学主张， 

其表现形式极其 自由，带有相当的“破坏性”，它 

破坏了传统的审美标准，消除了“中心”，将时装 

设计的意义扩大到“多元”的范围。它总是混杂 

着其他不相干的因素，将这些因素重新组合排列 

就形成了一种“折衷的形式” 。 

另类的文化表现出了前卫性，它体现出了对 

以往历史和异类的宽容，更多的情况是抱着怎么 

都行的态度，甚至将异类的形式、形态拿来就用， 

这是在后现代艺术思潮“中心的消失”和由此产 

生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 

与这些新潮、古怪的另类时装相比，传统概念 

的时装正在走向衰落。另类美正逐渐在时装文化 

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除了满足人们基本的 

穿着需求外，更重要的是引领着一种前卫、时尚、 

自我、个性的生活方式。 

二、另类美在时装文化中的表现 

另类美不仅仅是在 2O世纪才显露出它特有 

的魅力，其实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时装文化中 

都存在着相应的另类之美。在岁月长河中它赋予 

时装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只是人们受经 

济、政治、伦理、道德、言论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回避 

和放弃了对另类美的追求和享受。到了当今社会 

人们从共性的要求中解脱出来 ，转向追求真正属 

于自己的另类时尚，这是人们思想开化的表现，同 

时更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来看20世纪 5O年代以后，西方时装文 

化中另类美所展示的影响力。在时装界，嬉皮风、 

朋克风等反传统理念也向主流文化引导下的传统 

服装提出挑战，年轻人所创造的种种新鲜思想和 

事物都迅速成为压倒性的流行风潮，在一般人眼 

里，他们的装束是怪诞甚至是荒诞的。这没有成 

为他们被主流文化接受的标志，反而还被称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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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化的“叛逆的另类”，这在当时是具有讽刺意 

义的称呼⋯加。它们动摇着看似坚不可摧的大众 

服饰心理，在某些着装群体中接受着神圣的顶礼 

膜拜，以叛逆的年轻一代为甚。当时叛逆青年的 

着装行为不仅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同时他们新奇 

的服装理念也受到许多人群的争相效仿，形成了 

与主流时装直接相对的时尚风潮。 

法国高级时装设计师让 ·保罗 ·戈尔蒂埃 

(Jean Paul Galtier)在 1976年的成衣时装发布会 

上，推出了令人惊叹的“先锋派”时装。约翰 ·加 

里亚诺是时装界最动人的浪漫传奇——从他设计 

的服装色彩丰富的背景到奇迹般地获得名望，这 

一

切都像是最美妙的童话。这位设计师曾经用 

12米高的云杉树将一座位于巴黎郊区的庞大体 

育馆内部变成了令人心醉神迷的森林。后来，他 

在卢浮宫的卡卢索创造了一个曼哈顿式的摩天大 

楼场景，用来装饰巴黎这个向来乏善可陈的发布 

会场，甚至包括侧面附带著名 CD商标的垃圾桶 

和摇摇欲坠的高耸烟囱。最惊艳当属加里亚诺霸 

占了整个奥斯特里兹火车站，租用了一列蒸汽机 

火车往返运送模特们，并将整个月台变成了摩洛 

哥的露天市场。异国情调的帷幕、送上新鲜薄荷 

茶 的临时演员和深橙黄色的沙砾地 面点缀其 

间 。 

图1 约翰 ·加里亚诺时装发布 

Fig．1 John Galliano Fashion Show 

“朋克教母”维恩 ·韦斯特伍德 (Vivienne 

Westwood)在昂贵的衣料上有意撕成洞眼或做撕 

成破条的“跳伞服装”，常撕掉袖子衣领，在衣裤 

上钉珠、扣大头针，加拉链或在衣上涂鸦，写出反 

叛宣言，或选用另类如皮革塑胶等材料，制造出性 

虐捆绑的感觉；她主要设计皮革服装，钉有安全别 

针、钮钉，拉链的黑色皮衣已然成为朋克的标志性 

装扮之一。性，在当时仍是很隐秘的话题。维恩 
· 韦斯特伍德毫不忌讳对性感部位的暴露和强 

调，因此吸引了一群怪异的顾客，如一些偷窥者和 

恋物癖者，以及一些原本就在国王道的店里购物 

的朋克原型。80年代后她的“新浪漫主义”、“海 

盗”系列、“野人系列”以及“美女”主题等等都独 

具匠心。甚至是“内衣外穿”，把内衣外穿和牛仔 

裤外加裙撑等逆反设计思想渗入时尚，很快得到 

广泛认同，并加以发挥，一时间成为世界时装的主 

题之一。她将传统英国学生制服年轻化，发掘其 

中的性感元素来表现年轻女性的甜美，扬言“要 

把一切在家中的秘密公诸于世” 4 J。这是对当代 

“新色情”的完美诠释。这反叛、挑战体制的精神 

都在设计师身上还魂，并发扬光大。其夸张叛逆 

的震撼人心的效果，让你无法否认她依旧是“先 

锋派”实力不凡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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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带给人的美感；同时另类美也推动了时装向前 

发展，为服装的整体概念打开了又一席新空间。 

时装文化中另类艺术的风格泛化，为时装艺术打 

开了一扇神奇的门，样式的借用打碎了风格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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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Charm in Fash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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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luenced by the post—modem art，the twentieth century fashion culture showed  the trend of the diversification，per- 

sonalization an d offbeat style．It became the independent work of art，a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 

acceptance channe1．Throug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practice，unique charm in fashion culture revealed its distinctive fas— 

cination and grace．Unique charm is now becoming a new fashionable way of life people pursued in today~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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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same 8s the development of putonghHa，the phenomenon of Xinjiang dialect from word root to affix happens not only 

in word root an d affix，also in the middle of them．With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research fruit of modem Chinese lexicology 

and grammar，This paper is a descriptive analyzes of the form of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word root affix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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