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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美学视野中的解构主义时装

苏洁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 浙江 杭州  

摘  要  服装设计中的解构是不断地打破旧结构并组成新结构的过程 ∀后现代思潮下的时装设计师们将解构主

义表现手法运用到时装设计作品中 颠覆了传统时装的概念与意义 在不断的解构中寻找艺术支点 创造出年轻

化 !时尚化 !多样化的全新外观 并赋予时装全新的时尚意义和审美标准 ∀从后现代美学的视角分析解构主义时装

的背景 !特征及其表现形式 探讨解构主义时装的设计内涵和艺术创作手段 试图为时装设计创新提供有益的

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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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主义≈包括 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具有

高度隐喻的设计风格 强调特殊形式造成的象征意

义 二是以历史为借鉴 采用折衷手法达到强烈表面

装饰效果的装饰主义风格 这种风格就是公认的狭

义后现代主义 ∀就狭义的后现代主义设计特征来

说 后现代主义具有 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历史主

义和装饰主义立场 从历史中吸取装饰营养并加以

运用 与现代主义的冷漠 !严峻 !理性化形成鲜明的

对照 对于历史动机的折衷主义立场 对历史的风

格采用抽出 !混合 !拼接的方法 进行折衷处理 娱

乐性和处理装饰细节上的含糊性 大部分后现代主

义的设计作品都具有戏谑 !调侃的色彩 ∀

在服装界 后现代一词已难以用风格或流派来

定义 ∀吸收与创造是设计师的动力 素材的来源是

多种多样的 生活中任何一种物品都可以直接拿来

用于时装里 ∀解构主义时装设计在形式上更多地运

用分解 !错位 !交叉 !叠置和重组等手法来表现服装

结构的主从关系 不断打破旧结构并组成新的结构 

在不断的颠覆与创造中 表达其对后现代服饰美学

的理解 ∀



1  后现代服饰美学

/后现代 0  或 / 后现代 主义 0

是一个含义模糊且覆盖面很广的概

念 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所说 

/关于后现代主义最清楚和最确定的东西也许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不清楚和充满争议的概念 ∀0后现代艺

术没有明确的美学主张 其表现形式带有相当的破

坏性 消除了中心 将艺术的意义扩大到多元的

范围≈ ∀

折衷主义是后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后现

代艺术将来自各流派 !各民族 !各地区的样式堆砌到

一起的时候 艺术家做的就是一个折衷的工作 ∀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在历史与现在 !中心与边缘等矛盾

体之间找到支点 这个支点不含有倾向性 即中性的

表达 ∀样式在综合后可以一种有机的形式展现出

来 折衷的结果是风格的丧失 ∀后现代服装设计的

折衷综合手段随处可见 具体到某件服装 可能是面

料上印花纹样的综合 !饰物与饰物的综合 !松身与紧

身的综合等 ∀服装设计既要从历史和传统中去寻找

灵感 又要借助高科技的工艺手段 用后现代美学的

视野 表现对未来世界的无限畅想 ∀

戏拟与反讽是后现代艺术表现常用的手法 ∀后

现代艺术倾向于无目的和无意义的虚无主义创作

观 艺术和通俗之间的区分被消除 历史 !现实 !梦幻

都被放置在一个平面上 艺术家凭借一种超然的态

度 肢解和组合诸要素 为了同传统对抗 追求新的

视觉效果 设计师惟有以黑色幽默方式戏谑和嘲讽

传统 ∀戏拟体现出的感觉是不连贯的 !片段式的 !语

言模糊的 偶发 !即兴等手法被大量应用 ∀后现代主

义将美的标准抛弃 艺术与通俗被划上等号 各种物

品都与消费 !大众 !庸俗密切联系 反文化 !反传统模

糊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 ∀以怪异突出 !违背常规

的设计手段来表现创新 表现出对现代文明和传统

服饰文化的挑战 使时装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状态与

魅力 ∀

后现代服装样式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眼花缭

乱是人们对它的评价 似乎美学规则一夜之间被打

破 前卫的时装设计师尽一切努力去破除传统 以自

己的作品作试验 试验的同时创造了时装 ∀在他们

的全新演绎下 服装颠覆了传统的审美标准 以其极

富感染力和表达力的质感 !独特深邃的韵味 在当今

加工工艺新技术的支持下表现出 /游戏0 !/ 拼凑0 !

/堆砌0 !/反叛0等各种极为自由前卫的外观 并赋予

时装全新的象征意义和审美标准 ∀

2  解构主义理论

解构主义理论自 世纪 年代后期由法国结

构主义理论家贾奎斯#德里达∏⁄在其

5论语法学6一书中确立 之后便作为一种批判类型

被理论家们用于一切研究领域里的方法问题 ∀解构

主义 ∏ 这个字眼是从结构主义

∏演化而来 它的形式实质是对于结构主

义的破坏和分解 单从字面上理解 /解0字意为/解

开 !分解 !拆卸0 /构0字则为/结构 !构成0之意 ∀ /解

构0则引申为/分解之后再构成0 ∀解构主义并不是

设计上的无政府主义 或者随心所欲的设计方法 解

构主义的服装设计具有貌似零乱 而实质有内在的

结构因素和总体性考虑的高度理性化特点 ∀

后现代美学视野中的解构主义时装注重对服装

本身结构的研究 其设计理论是对服装原有造型 !款

式等进行大胆改造 把服装原有结构领 !肩 !胸 !腰

等部位分解拆散 然后重新组合 形成一种新的结

构 ∀解构主义服装往往是不对称结构 外观带有未

完成的感觉 似乎构思全凭偶然 ∀由于突破传统的

设计思维模式 /通过非传统的方式组合传统部件0 

用此理念进行设计往往能取得非常规的服装外形和

衣片结构 ∀

世纪 年代初 日本设计师川久保铃

∏和山本耀司≠≠在法国巴黎

推出以打散原有结构的设计方法来设计解构主义的

时装 将服装和人体融为一体 形成一种新的轮廓 

重新定义时装结构 并形成了设计流派 ∀比利时设

计师安#德缪勒米斯特 ⁄∏ !马丁#

玛吉拉 等时装设计师 被称为 世

纪 年代末最具超前意识的解构流派的积极倡导

者 重新界定了传统缝纫法和成衣技术的概念 ∀英

国设计师胡塞因#查拉扬∏ ≤的设计

也具有强烈的解构主义倾向 ∀毕业于伦敦圣马丁艺

术学院≥  ≥的国际时装设计大师

约翰#加里亚诺 和亚力山大#麦克奎

恩¬∏ 更是以独特的解构主义设计

理念进行创作 在不断解构中寻找艺术支点 他们的

作品给全球带来无限新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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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现代解构主义时装的创新手法

311  服装传统意义的解构

  设计师完全背离服装的最终用途 从设计一件

独立的艺术品的角度去设计时装 考虑的是时装本

身而非与人体发生关系的时装 ∀设计师通过偶然机

遇 !荒诞组合 !随意堆砌 !解构中心 !解构抽象 !解构

具象等手段来进行创作 将传统的服装意义进行了

彻底地解构 ∀

312  时装结构的解构

设计师从服装的各个组成部分来看待服装 重

视服装结构的基本部件 将传统的服装款式结构进

行分解 组合出新的服装结构 形成破碎的空间和形

态 或是对某些部位进行非常规的改造 或是在服装

上开出各种形状的洞 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时

装 创造时装 ∀

313  图形的解构

设计师对大量的电影 !电视 !杂志 !∂ ≤⁄!⁄∂⁄等

载体的图像素材重新剪辑 !拼接后用于时装设计 主

要是面料印花 !缀补图案 !不相干图像之间的组合 

这种解构会造成历史的混淆 !时间感的缺失 图像表

达的意义可由观赏者自己重新组合 ∀在图形的解构

过程中 设计师大量采用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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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 显示出解

构主义巨大的包容性 ∀

314  对传统材料的解构

面料作为服装的载体 也以各种全新的面貌出

现 ∀大量的人工合成材料 !塑料材质 !金属 !木

板 , ,都可以用来制作时装 彻底解构了传统服装

材料的意义 ∀材质的多样性造成了时装面貌的非理

性表现 艺术的反叛是更新思维方式的推动力≈ ∀

将传统素材重新剪辑 !拼接 !分解成任意形状后与非

常规面料搭配 并运用大量的后现代设计的折衷综

合手段赋予服装材料特殊的肌理 材质的堆砌综合

使时装演绎出对抗传统美学的非常规外观 ∀

4  解构主义时装的艺术表现

世纪 年代开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引起了

社会 !文化 !艺术的巨大改变 这些改变都由设计师

通过时装表达出来 ∀传统意义上的服饰类别 在东

西方服装设计大师的解构实践中被重新定义 !自由

诠释 运用各自独特的服饰语言进行再创造 表现出

一种对传统美学观念的叛逆和创新 对经典美学标

准做突破性的探索而寻求新的设计方向≈ ∀后现代

艺术家们在对抗传统服装审美的实验中 从传统服

饰中寻求创意灵感 重视民族历史 讲究装饰意境 

将历史风格结合到设计作品当中 源于传统而颠覆

传统 体现了解构主义时装的多样性 !通俗性和戏

剧性 ∀

411  结构与解构

在服装设计中 /结构0是设计语言之/骨0 是隐

藏在视觉形象内部支撑视觉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

通过对比例尺度 !结构关系 !分割比例及呼应关系的

把握 表现服装造型的平衡与协调 ∀后现代思潮≈

下的时装设计师们以独特的解构主义设计理念进行

创作 专注于从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中汲取精华 并

将各式各样的素材有机结合 运用自己的服饰语言

进行再创造 结构意识始终贯穿于整个的设计创作

过程中 ∀

后现代服装设计师将时装设计变成了破除传统

的实验 在不断的解构中寻找艺术支点 以极为自由

的表现方式诠释着他们对时尚的理解 ∀外套可以反

穿 露出线头和衬里 针脚外露 粗糙的毛边 没轧完

的缝头不是因为缝纫技术太差 而是有意为之 ∀设

计大师们将/结构0与/解构0这一对看似矛盾的服饰

语言演绎得浑然一体 营造了解构主义时装的时尚

空间 ∀

约翰#加里亚诺 对高级时装的造

型结构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常以独特的解构主义设

计理念进行创作 在后现代艺术的大潮中 既创造流

行 又不放弃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 ∀在 Π春

夏流行时装发布会中 他将丝绸成衣的概念进行了

彻底的解构实验 真丝绡 !素绉缎 !双宫缎 !珠绣锦

缎 !豹纹面料等元素的无序组合 夸张的造型体现了

真实与虚幻的不确定性和戏剧化的艺术外观 ∀

川久保铃的设计具有不同于欧洲设计师的美学

特征 重视面料以及服装结构本身 ∀春夏时装

发布会上 川久保铃就曾对格子 !条纹面料进行解

构 并填充了非常规里料 重组出造型特别的系列女

装 夸张的臀垫和背垫极具装饰意味 ∀

克里斯汀#拉克鲁瓦≤ ¬常从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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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戏剧 !杂货摊 !斗牛等活动中吸取灵感 各种题

材 !各种风格的综合摆脱了理性的控制和审美上的

束缚 ∀在 Π年秋冬高级时装设计中 将丝

绸 !蕾丝 !皮草等材料运用解构手法结合起来 对服

装的造型结构进行分割 !叠加 !组合 !构成 从而形成

一种新的视觉形式 体现出另类时尚 ∀

412  融入时代特征的解构艺术创意表现

在否定 !消解 !颠覆现存理念 !价值制度的后现

代主义思潮影响下 后现代美学视野中的当代解构

主义时装设计师们在作品的设计中试图从历史文

化 !古典服装中发现新的服装观念 !主题和基调 使

古典与现代 !传统与创新融为一体 将人们熟知的事

物有意地视为陌生 完整的形体有意识地破坏 从中

再仔细寻找 !发现新的特征或意义 或者将破坏后的

事物重新组合 获取新的意义 目的是使新的时装形

式更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 在解构创意中融入

鲜明的时代特征≈ ∀将前卫的时尚感与复古的历史

情节完美结合 在服装风格的历史延续和大胆解构

重组中寻求平衡点 融入现代创意和世界各地的民

情风俗 捕捉传统设计元素在现代时尚中的最新定

义 融古今俗雅于一体 利用传统又改造传统 在经

典和前卫之间找到了平衡 ∀

法国时装设计师西尔瑞 #玛格勒 ×

∏的设计就从好莱坞电影 !科幻小说 !历史事

件 !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和装饰取材 截取历史上的

服装样式片段 与现代样式巧妙结合 或是将传统的

服装造型进行分解 !错位再重新组合 独特的解构主

义设计手法使作品充满戏剧性 ∀

约翰#加里亚诺 Π年秋冬发布的整组服

装以黑 !白 !红为主色调 采用中国的传统剪纸图案

为原型 进行局部图案的分解和强调 在打破原有图

案风格的同时组合出新的风格 服装造型极具空间

感 ∀另一系列服装则将中国的文字图形作了彻底的

解构实验 把中国书法作为符号 超越了文字本身所

表达的意义 做为一个图案装饰形式出现在服装中 ∀

视觉元素的无序组合 利用传统又改造了传统 ∀

亚力山大#麦克奎恩¬∏的作品

则充满着解构 !时尚的精神 强调结构的作用 被称

为/传统的颠覆者0 ∀Π秋冬 他发布了一组

具有异国情调的作品 ∀灵感来自于东方 使用中国

传统织锦面料 不同的图案被分解后重新组合在一

起 强调了图形的装饰含义 模特头上造型夸张的帽

子突出了其极富创意的后现代风格 ∀在 Π

春夏高级时装发布会上 又运用解构主义设计手法

对面料与皮革进行自由组合 衣片结构不同寻常 定

型的皮革呈现出非常规的面料外观 粗犷而怪异 体

现了他的设计理念 /怪诞绝伦就是在实施一种想法

时追求更高的质量 在对时装式样进行解构之前 还

必须善于构建 ∀0

5  结  语

在后现代思潮下 前卫的时装设计师将时装设

计变成了破除传统的实验 在实验的同时创造了有

着后现代印记的时装 ∀时装的解构主义设计手法突

破了传统设计思维模式 在不断的颠覆与创造中 演

绎出千变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当今时尚舞台

上 对于美的认同变得十分宽泛 对于设计师来说 

吸收与创造是动力 素材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 服装

设计作品不仅仅为设计师自身的理念所转移 还在

于观众的参与 观众看到的是什么 那便是什么 ∀

ƒ÷

参考文献 

≈    王受之 世界现代设计史≈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

社     

≈    包铭新 曹 国外后现代服饰≈  南京 江苏美术

出版社        

≈    尹定邦 设计学概论≈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     

≈    孙志宜 失落与超越 ) 西方后现代艺术现象研究

≈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    袁仄 时尚推动力 ) 新奇与怪异≈  北京 中国纺织

出版社     

=  > 纺织学报 第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