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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快速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繁荣的经济文化是滋养服饰时尚的温床，日益强大的服饰时尚文化

与时尚产业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力。解析服饰时尚与社会发展之间作用与反作用力，理

性地认识服饰时尚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利弊关系，以警醒人们对于服饰时尚的过分盲从，推进服饰时尚向

有益于社会的良性方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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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追随现代社会缤纷

快速的脚步，时尚呈多元立体之势扑面而来。喇

叭裤——萝卜裤——超短裙——露脐装……时

尚一路而来跳动社会发展的脉搏。时尚是什么？

是创新是新潮，是那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

具现代感的生活率先展示在当下。时尚的“时”

是当下、当时，具有时限性；时尚的“尚”是风

尚、崇尚，是人们热望的新生活。 

现今社会中，时尚所指范围包罗万象，涵盖

极其广泛。随着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进

程，时尚的触角自从 20 世纪初叶开始就已经深

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着打扮、饮食、

用品、行为、居住、甚至情感表达与思考方式等

等，时尚可谓无孔不入。据周晓虹教授于 1993

年在国家社会科学资金的资助下，对南京市所作

的关于“社会时尚的流行与演变”的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社会中主要的流行领域依序为服饰、流

行音乐、人生观和思潮、纸牌和麻将、书刊、娱

乐、体育、流行语、发型和流行色。 

十余年后的今天，时尚的流行领域和排列次

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但是，作为时尚流

行 初的载体和 具代表性的依托，服饰时尚在

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一、社会发展是服饰时尚的根基 
时尚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而服

饰时尚则是其中 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一种时

尚。“楚王好细腰”，“画眉深浅入时无”，“城

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

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中国历史上

历朝历代中有关服饰时尚流行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西方社会，服饰时尚更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

点。女性为了达到理想的腰围尺寸不惜将节食、

吞食寄生虫等能够想到的手段用尽，然后再穿上

与中国妇女的裹脚布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紧身胸

衣，下身则在层层衬裙和宛若倒置的柳条筐一样

的裙撑的支撑之下膨胀得不得不特地将房门开

大才能顺利通过。男性们也不甘示弱，每次穿衣

时，需要几个仆人将其抬起来后才能勉强塞入紧

身裤，不但要穿高跟鞋，还要戴假发，更要在假

发上扑满白粉。这些从现代人的角度都是难以想

象的，但是，现代人对于服饰时尚的追求和狂热

也是前人所难以想象的。 

首先，现代社会赋予了社会大众平等追求服

饰时尚的权利。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社会中严

格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在“人人平等”的各项

权利当中，当然也包括追求服饰时尚的权利。在

传统社会中，除了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局限，物质

生活相对匮乏，而使时尚只能在少数贵族中传播

外，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形象，将有关

于服饰等用品的材料、款式和图案颜色等作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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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规定，纳入到法律条款当中，对非特权阶层

作强制性的约束。在我国封建社会，明黄色和龙、

凤图案就为皇家所专用，违者会被以谋反篡权、

欺君妄上等各种罪名论处；同时，对平民百姓的

衣着发式进行详细规定，不得越雷池半步。清朝

初年，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

把剃发易服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

惜以死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

头。”而对汉人来说，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

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是千万不能剃掉的。

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

不作剃头人!”，导致清政府 终颁布了以怀柔为

目的的折中法令——“十从十不从”。由此可见，

服饰在封建社会中所具有深刻影响。 

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类似的事例更是比比

皆是，比如，法国王室对于平民禁用丝绸的法令，

紫色则曾经为教皇所专用等等。而在现代社会

中，只要经济能力许可，人人都有追求服饰时尚

权利和选择服饰时尚的自由。服饰时尚对于现代

人来说，只有 “适合与否”的建议，没有“是

否被允许使用”的限制。正是由于人们对服饰时

尚的选择自由，才使服饰时尚具备了变幻莫测、

频繁更迭和广泛传播的前提条件。 

其次，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服饰时尚提供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传统社会中，人们推崇的不

外乎是“神圣”、“华丽”、“优雅”、“端庄”、

“高贵”等达官贵人所追求的气质，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服饰时尚的传播当然遵从是“上行

下效”的“下降律”，由皇室贵族引领时尚风潮，

在上层社会中流传，受到社会等级和经济能力的

限制，平民百姓是无从与服饰时尚结缘的。时间

的指针转到 20 世纪中期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提升，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追求服饰时尚不再是

统治阶级独享的特权，大批量生产的廉价的工业

产品使社会大众对于服饰时尚的追逐成为可能，

时尚服饰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奢侈品，服饰时尚传播的途径更是出现了由普 

通人作为服饰时尚引导的“下行上效”的“上升 

律”。[1]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大众带来了选择

服饰时尚的可能，服饰时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无

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得以拓展，成为社会大

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和运用为服饰时

尚传播和更迭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传统社会中的

服饰时尚传播方式主要是将实物和版画通过马

车等原始交通工具作的一路颠簸来完成的。20

世纪初期以后，服饰时尚的传播借助了火车、汽

车、轮船等新兴的交通工具和报纸杂志等媒介，

现代社会中，服饰时尚插上了互联网、无线通讯

的翅膀，潘多拉盒子随时都可以跨越千山万水转

瞬间就来到眼前。同样，新奇的服装样式也可以

从设计生产到在远隔重洋的异国上柜销售，期间

只需相隔近十日。现代社会发达的交通和通讯系

统还为更多的人创造了到世界各地旅行游历和

传播沿途民俗风情的便利条件，将人们的关注焦

点由单一的上层社会转移到更为广阔和丰富的

领域。千百年来一直被推崇的传统的“经典高贵”

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一轮轮不断兴起的“民族风

情”、“嬉皮风格”、“朋克”、“雅皮士”、“未来

主义”、“运动休闲”等等数不胜数的服饰时尚

风潮仿佛将人们带进了永不落幕的嘉年华会。更

为重要的是，科技成果本身即是服饰时尚创意

好的源泉，服装材料的功能改进与太空服、空调

服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兴起了新

的时尚观，而这些恰恰是科技进步与时尚相结合

的 好例证。 

第四，新兴社会思潮、社会观念既是服饰时

尚的“种子”又为服饰时尚的“生长壮大”提供

了适合的土壤。对于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来说，

服饰时尚现象更多的只是浮于社会表层的现象，

这种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

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有些“浅薄琐碎”的社会现象

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

置，并且已经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全

赖于服饰时尚和社会思潮、社会观念水乳交融。

一方面，服饰时尚现象的发端不是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不断涌现的社会思潮和持续处于变革之

中的社会观念在滋生与传播的过程中为服饰时

尚创造了被认可与接纳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

是，社会中新兴的思潮或者社会观念其本身就是

服饰新时尚的萌芽。以 20 世纪中叶前后广泛兴

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为例，女权主义倡导的“男

女平等”极大地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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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装男性化”这一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

的风靡全世界的服饰时尚流行，就是在女权运动

所营造的社会大环境之下，通过着装风格而使男

女的外部形象趋同，进而使性别模糊化以帮助女

性在社会生活中争取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二、服饰时尚对于社会的回馈 
服饰时尚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受到其赖以生存的政

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肥沃土壤的滋养迅速成

长壮大，不仅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现象，更

加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产业群，不但要满足社会

大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还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

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力。 

（一）服饰时尚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重要原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时尚已经由服

装、饰品、家居等传统行业延伸到旅游、健身、

休闲等的领域，上述行业以及与时尚传播相关的

媒体、广告的行业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群，如

今，创意产业的兴起又为时尚和 IT、动漫、传

媒等行业增加了新的联接点，时尚的触角几乎延

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服饰时尚更是在与相关

产业的链接中拓展出更大的势力范围。设计师们

层出不穷的服饰时尚创意，在配合得井然有序的

服饰时尚产业的推动下，以琳琅满目的商品形式

满足追逐者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从而使街市厅堂

成为永不落幕的舞台上演着一部又一部的流行

喜剧，每一个服饰时尚的追随者都能够从中品尝

到无穷的快乐。当然，与民同乐的还有那些以服

饰时尚创意和服饰时尚产品为利润增长点的产

业。正是因为一个个服饰时尚创意激起了人们的

购买欲望，促进了消费的增长，从而进一步推动

的与服饰时尚相关产业群的发展。于是，社会经

济就在服饰时尚车轮的不断转动中呈现出发达

兴旺、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 

（二）服饰时尚丰富了社会大众的生活进而

影响了社会文化 

人类的衣食住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部

分，而这些生活内容都无不与服饰时尚紧密相

关。以衣生活为例，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穿衣戴

帽不仅是文明人类遮体御寒的需要，也是文明礼

仪和表明自身身份地位的需要，这种礼仪和身份

的标识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可将着装者的直接信

息和潜在的暗示性信息进行简单明了的传达。比

如军警、税务、银行、餐饮服务员、厨师、学生

等所穿着的统一制式的服装都能在表明着装者

职业特征的同时传达出或威严或干练或整洁细

致或温文尔雅的职业特有信息。同时，服装还满

足了人们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针对其所扮演的各

种社会角色之间的转换需要。一个干练的职业女

性在居家时即是一个勤劳的主妇，在出游时又是

一个活力四射的旅伴……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不

同服饰时尚风格关注和尝试，引导人们对于其相

关的文化背景产生兴趣，社会文化不但因为服饰

时尚对其的演绎而更加丰富多彩，也因服饰时尚

的嫁接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 

（三）服饰时尚对社会大众的心理调节作

用，也可以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另一种写照 

从心理学的角度，当人的内心因为外部环境

或自身问题所带来的压力而处于焦虑、烦躁之中

时，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对于缓解其压力、调整

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些人在承受压力时

常常以哭泣、诉说、听音乐、看电影等方式寻求

解脱，否则，其情绪将进一步恶化，以致引起更

为严重的问题。殊不知，对于有些人来说，尤其

是年轻的女性，买一套时新的衣服或者改变一下

自己有些过时的着装形象，甚至穿上一件色彩淡

雅、舒适的时装都会帮助自己的心情好转起来。

同理，当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等发生问题或变革

时，敏感的服饰时尚常常会率先作出反应，而且

还经常会喧宾夺主。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嬉

皮风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由于二战后

经济迅速增长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终还

不及由其附带引发的“嬉皮文化”对后人的影响

巨大。 

三、服饰时尚为社会带来的羁绊 
任何事物都会有两面性，服饰时尚当然也不

例外。我们在肯定时尚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的同

时，也不能忽视由于服饰时尚的过度发展而给社

会带来的负面效应。 

其一，由于服饰时尚在现代人生活中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使很多人都处于心理安全、尊重需

求等的角度对时尚产生过度的依赖，唯恐因为跟

不上服饰时尚翻新的节拍而被社会所抛弃，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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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服饰时尚的自由”彻底演变为“选择这样

一种服饰时尚或那一种服饰时尚的自由”，社会

中人已经没有了逃离服饰时尚的自由。此时，服

饰时尚不但不能给人带来因“新奇”而产生的快

乐体验，反而会产生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

多重压力，迫于无奈的人们被服饰时尚所束缚，

后的结果只能是“失去自我”。 

其二，绚丽多彩的服饰时尚总是令人兴致盎

然、欲罢不能，于是，一些人就会在服饰时尚的

诱惑下一步步走进“时尚陷阱”，成为时尚的“牺

牲品”。过于沉迷于物质生活，如饥似渴地追逐

服饰时尚的步伐，亦步亦趋中渐渐地缺失了对于

人格完美与人生理想的必要的耐心，生活中只会

留下一堆时过境迁的服饰时尚垃圾和等待新的

服饰时尚来填充的空虚。极端的人甚至将对服饰

时尚的不懈追求作为生活唯一乐趣和人生目标，

从而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 

其三，服饰时尚是翻云覆雨、瞬息万变的，

在它的魔力下，勤俭的美德早就成为被鄙视的对

象，消费仿佛也成了“硬道理”。然而，过度的

消费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同时也带来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现代人在一年之内所耗掉

的社会资源比 19 世纪以前的人一生消耗掉的还

多，而人们在时尚的诱惑下无节制的欲望仍是有

增无减…… 

面对日渐枯竭的资源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

境，服饰时尚无疑是将地球推向危险边缘的罪魁

祸首之一，然而，服饰时尚已然悄无声息地渗入

到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成为现今

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对于如洪水猛兽般泛滥

于世的服饰时尚，也如治水一般，只能因势利导，

宜疏不宜堵。出于对于人类生存环境保护和人类

社会繁衍生息的角度考虑，推动服饰时尚向健

康、环保、节能的方向上发展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尤其是创造时尚、生产时尚、传播时尚的服饰时

尚产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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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ly developing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 flourishing economy and culture have become a hotbed to 

nourish fashion. The ever increasingly powerful fashion culture and fashion industry have in turn produced a counter force not to 

be ignored.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action and the rea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and that of society and 

recogniz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fashion in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warn people not to follow blindly fashion and to 

promote the wholesome development of textile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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