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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社会学研究的系谱与课题

张 玲
（日本爱知大学 中国学研究中心，日本 名古屋 ４６１８６４１）

摘 要：回顾与总结了社会学中有关服装与时尚的理论系谱，并对这些理论的运用以及其在中国

的相关课题进行了分析考察。结果表明，对服装的社会学考察方法现阶段主要分为两类：①把服
装及时尚与人类的欲望和意识结合起来，对服装与时尚的形成机制抑或是相关社会意识的变迁进

行追问；②通过对服装杂志以及读者群的变化进行时间系列的实证分析来解剖社会文化的变容。
在这两种方法中，服装与消费、服装与女性又是最常见的两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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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俗语“衣食住行”所言，服装一直以来在人

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人而

言，服装的意义尤为重要。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服装产
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最初的强劲驱

动力，直至今日服装仍是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之一。２０世纪中国人的服装生活，从黑、灰、蓝的
“老三样”到改革开放后的丰富多彩，服装的变迁不

仅从侧面反映了普通民众从贫穷走向小康的过程，

而且日益多样的服饰也为百姓的民俗文化增添了

新鲜的色彩。

但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服装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服装历史、人体工学、设计以及服装产业等

几个领域。对于服装的社会学研究目前仍处于薄

弱环节，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１　服装的社会性及研究的意义
虽然从表面上看，着装只是单纯的个人行为，

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行为。如同现

代人绝不会披着一块兽皮走上大街一样，个人的着

装选择深受其所处社会风俗习惯、礼仪文化等影

响。与此同时，个人在服装选择上顺应潮流或是反

潮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事者对其所处

社会的态度。例如，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美国许多
被称为“嬉皮士”的年轻人，往往通过穿着色彩鲜

艳、逸出常规的服装塑造他们的群体特征，表达他

们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不满。此外，某种服装潮流也



可能触发人们对现存文化的反思，进而推动社会进

步，如“迷你裙”的流行就曾对欧美的女权运动起到

很大的推动作用。服装从某种角度既可以反映社会

中的紧张、融合等关系，也能够参与社会的改良、革新

等过程。因此，服装是观察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

大变革。这场变革从经济、政治层面开始，并延伸

到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多种要素复合性地、

程度不等地影响与构筑了当今中国的社会形态，对

于此种社会形态及相关问题的理解或研究，除了在

宏观层面进行分析，在众多的细节层面对其进行周

密翔实的考察，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对服装及其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这一长

期以来被忽略主题的深度关注，研究者能够获得独

特而又新鲜的视角，进而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更加

周全的观察了解社会。这便是今日中国提倡从社

会学视点对服装及相关社会现象进行学术研究（为

了便于表述，以下称之为“服装社会学”）的重要性

所在。

在中国，华梅、周晓虹等人在较早时期为服装

社会学作出了先驱性的探讨与开拓。华梅早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了对服装的深度考察，并先后
著有《中国服装史》《服饰社会学》《人类服饰文化

学》《中外服饰的演化》《定位时尚》《服饰与中国文

化》等书籍，她往往把服饰变化同社会变迁紧密联

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称为中国服装社会学研究的

先驱者。周晓虹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对以服
装为主体的时尚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相继发表了

《时尚现象的社会心理学》《模仿与从众：时尚流行

的心理机制》《时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时尚

的嬗变与兴替》《社会时尚的理论探讨》等多篇论

文。此外，周星也就国内有关“民族服装”的建构实

践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如《中山装·旗袍·新唐

装———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

社会文化实践》《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

产》《实践、包容与开放的“中式服装”（上）·（中）

·（下）》等论述，为阐明中国文化主体性认同的形

成提供了颇为有力的理论事实依据和相当新颖的

观察视点。

虽然一些学者为中国服装社会学的发展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服装社会学在中国的研究积蓄

仍然较为单薄，需要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上不断地深

入与强化。文中主要是通过对社会学中有关服装

的理论系谱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为中国服装社会

学的本土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

２　服装社会学的系谱
２．１　服装社会学的源流与发展

近代以前，服装在中国不仅是日常生活文化的

一部分，还被当作一种政治符号，如封建统治阶级

通过建立严密的服饰制度规范官员与百姓的行

为 ［１］。类似的情形也见于欧州，王室贵族与神职人

员也是通过服装界定上下尊卑的等级。例如，在１６
世纪弗朗索瓦一世统治之下的法国，曾经专门颁布

法令，禁止当时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穿着特定的布

料与颜色。在近代以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个人的着装自由都曾受到限制，服装不能充分地反

映个人意志，也不能完全地反映由个人意志合流而

成的社会意识。因此，服装问题在当时并没有被当

作一种社会问题加以认识。

直到１８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各国
相继爆发，强调个人权利的市民社会纷纷拉开序

幕。服装开始逐渐脱离政治与阶级的限制，向个人

选择自由的方向发展。于是，服装的流行、服饰的

变化就逐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西方世界开始备

受关注。

相关研究认为最初对服装的社会意义予以关

注的是丹蒂主义（Ｄａｎｄｙｉｓｍ）。丹蒂主义出现于１８
世纪末的英、法两国，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形

态。它主张以漫不经心甚至是放荡不羁的方式来

体现生活中的美学，丹蒂主义相当重视男性的衣

着，认为风度翩翩的着装可以体现精神与人格的

高雅。

英国的服饰潮流领袖丹蒂主义者乔治·布努

梅尔（ＧｅｏｒｇｅＢｒｙａｎＢｒｕｍｍｅｌ）在１８３５年出版了《关
于时装的书》，此书被认为是最早对服装的社会意

义进行讨论的专著。在该书中，作者对服装色彩的

协调、服装与建筑的关系、男性与女性的着装，特别

是男性的时髦着装等进行了广泛的论述。

丹蒂主义对于服装的考察或关注，也见于法国

著名作家巴尔扎克（ＨｏｎｏｒéｄｅＢａｌｚａｃ）、诗人夏尔·
皮埃尔·波德莱尔（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ｉｅｒｒｅ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等的
作品中，如巴尔扎克在其《优雅生活论》中指出，服

装是将无形表现为有形的手段。丹蒂主义者（男

性）之所以对优雅或是简单的奢华如此执着，是由

于旧的社会体制在法国大革命中趋于解体，逃亡者

失去了阶级和等级的限制，于是便企图通过优雅的

着装使自己区别于他人，即“粗野之人以衣庇体，土

豪之人以衣炫富，高雅之人以衣明志”［２］。

诗人波德莱尔曾经强调，丹蒂主义并非是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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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层面上追求服装与物质的优雅。对于真正的

丹蒂主义者，生活中的优雅不过是其贵族精神之卓

越性的象征。他还认为：“美是由无数恒常的要素

与可变要素构成，可变要素常受到时代、流行服装、

道德、激情等的影响，但如果没有这些可变要素，美

就变成了无法捉摸的虚空。”［３］

丹蒂主义对服装的社会意义所进行的探讨，为

服装社会学的产生起到了投石问路的效应。１８９０
年，法国社会学鼻祖之一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ＧａｂｒｉｅｌＴａｒｄｅ）在其著作《模仿的法则》［４］中指出，
模仿是人类活动的基础，社会就是由互相模仿的个

人所组成的集合体，下层阶级往往模仿上层阶级的

服装、言语、礼仪。但模仿在被普遍化的同时，也被

相对化，从某种意义上，被模仿者也会将模仿自己

的人当作自己的模仿对象。之后，塔尔德的模仿理

论被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继承与发展。

齐美尔也承认下层阶级总是在模仿上层阶级，

并进而将“模仿”与“区别”联系起来。他指出，由于

受到下层阶级的模仿，上层阶级为了将自身区别于

下层阶级，只得为创造新的服装时尚而奔忙，其实

这个过程在上层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间也同样发

生，于是便形成了下层阶级忙于模仿上层阶级，而

上层阶级为了区别于下层阶级，一遍又一遍地创造

新奇以期逃离的往复循环［５］。

与上述两位社会学家的模仿理论不同，美国经

济学家托斯丹·邦德·范伯伦（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Ｂｕｎｄｅ
Ｖｅｂｌｅｎ）独辟蹊径，对服装进行了崭新的解释。１８９９
年，范伯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一书第７章中论述了
服装和流行的关系。他指出，在服装消费中，普遍

存在炫耀显示的现象。范伯伦以当时的女士着装

为例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高跟鞋、大檐帽、层层叠

叠以至于臃肿不堪的裙子，严重妨碍了身体的活

动，不适宜于劳动，而且穿着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很不方便。然而它们仍然受到追捧，原因在

于这些服装能够显示她们丈夫的经济实力，证明这

个家庭有能力可以悠闲地浪费时间。换言之，着装

者不仅有能力消费高价格的服装产品，同时她还不

需要为积累财富而忙碌，这意味着该家庭既非土

豪，也非新贵，而是不折不扣的豪门世家。因此，服

装不仅能证明有产阶级的身份，而且还能显示着装

者的社会地位。范伯伦将此类服装消费行为称为

“显示的浪费”与“显示的闲暇”。在此基础上，范伯

伦进一步指出，服装还与最新的流行紧密相关。人

们追捧新时装的行为，与其说是受到审美意识的驱

动，不如说是受到“显示的浪费”这一法则的支配。

富裕阶层随着财富的积蓄，交际范围的扩大，需要

通过不断更换新装的浪费行为来炫富［６］。

齐美尔与范伯伦的观点，直至今天仍然被作为

经典性的理论，并常被引用于有关服装及时尚的社

会学研究论述之中。但直到 ２０世纪上半叶，服装
社会学仍然属于小众学科，没有被受到太大的关

注，其研究的内容也大多是纠结在“模仿”与“区别”

之中，并没有在齐美尔与范伯伦等理论的基础之上

取得更大突破。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购买成衣的消费行
为在欧美社会得到完全普及，衣服与时尚不仅成为

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要经济因素，于是，时装开始被许多学术领域

关注。

２．２　服装社会学研究的方法
目前，服装与时尚在许多相关学术领域成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大概可分为３大类：
以服饰史、文化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以服装产业

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以及最近三四十年逐渐发展

起来并成为热点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的服装

研究方面，又存在两大方法：①把服装与时尚和人
类的欲望、意识相结合，对服装与时尚的形成机制

或是相关社会意识的变迁进行探究；②通过考察服
装杂志和读者的变化分析社会文化的形态变化。

２．２．１　服装与消费　服装社会学研究的第１种方
法，即把服装、时尚与人类的欲望和意识相结合，对

服装与时尚的形成机制，或者对相关社会意识进行

探究，这是最为常见、也最古典的研究手法。在这

种研究方法中，学者常围绕“时装与消费”“时装与

女性”两个主题展开探讨。

在时装与消费的研究方面，必须提及范伯伦与

齐美尔两位大师。如前所述，范伯伦在其《有闲阶

级论》一书中，对１９世纪末美国富裕阶层的高额消
费现象和身着巴黎订制高级礼服的女性进行了冷

静而又细致的观察。他指出：当人们进入上流社

会，成为上层阶级之后，就必然要增加许多社交活

动，因此豪游与浪费就成为他们显示成功与富有的

手段，范伯伦将这种消费称为“显示消费”。与此同

时，上层阶级的男士们往往还通过让妻子穿着奢华

彰显自己的卓越不凡，范伯伦把这种显示叫做“代

行显示”，即让妻子代替自己夸示。范伯伦考察了

在当时美国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人们自我意识的变

化过程。他认为：当人们处于阶级地位激烈变化的

时代，时装就常被作为显示社会名声及地位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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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人们也企图通过时装来打击或压倒对手，从而

获得上层阶级的身份认可。范伯伦将时装的形成

机制，归结于上层阶级的优势显示或炫耀心理。

无独有偶，与范伯伦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学者齐

美尔，也以阶级社会为背景对时装的机制进行了解

析。齐美尔认为：上层阶级创造服装时尚，下层阶

级出于对上层阶级的羡慕，往往模仿上层阶级的服

装时尚，即趋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于上层阶级，而一旦这种
服装时尚在下层阶级中得到普及，上层阶级为了突

显个体“标异”（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又只得创造新的时
尚。齐美尔将人们对时装的欲望归结于趋同化和

个性化。

范伯伦将时装的形成机制，归结于上层阶级的

优势显示或炫耀心理；齐美尔将人们对时装的欲望

归结于同一化与个性化两种心理欲求。虽然两人

思考的视角不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了“涓滴

理论”（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Ｔｈｅｏｒｙ）。所谓“涓滴理论”，是
指如同水滴渗落一般，时装由上层阶级创造，再层

层渗透进下层阶级。“涓滴理论”在服装社会学中

具有重大的影响，之后的许多新见解都是在此基础

上发展的。

到了２０世纪的后半叶，随着服装产业与服装
消费行为的巨变，“水平流动论”（Ｔｒｉｃｋｌｅ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向上浮动论”（ＴｒｉｃｋｌｅＵｐＴｈｅｏｒｙ）等先后
被提出。“水平流动论”主张：伴随着服装产业与信

息传媒的发展，时装未必总是自上而下地渗透，也

可以自下而上甚至横向传播；而在每个阶级或阶层

中，也都存在自己的时尚领袖，未必总是模仿上层

阶级［７］。“向上浮动论”则主要是基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时尚文化的巨大变动提出，当时源于劳动阶级

的牛仔裤风行一时，年轻人爱穿的 Ｔ
!

也成为所有

阶级或阶层欣然接受的基本服装款式。由上层阶

级引领的高雅、奢华不再是时尚的代名词，来源于

劳动者或年轻人的破洞、做旧等特意营造的颓废

感，也能够成为时尚的新元素。这意味着上层阶级

在时装或时尚潮流中的领袖地位被彻底颠覆，年轻

人成为这个领域的主要角色。因此，就有学者主张

时装及时尚不再是从上层阶级开始自上而下地传

播，相反，有可能是由底层发生进而穿透至

上层［８９］。

在时装与消费问题的研究方面，法国著名社会

学家让·波德里亚（Ｊｅａｎ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取得了很大的
理论突破。他在１９７０年出版的专著《消费社会的
神话与构造》中指出，在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人们

对于商品的需求并非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

来源于商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就是商品的符号

意义。他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顶级品牌为例进行

说明［１０］，这些品牌的衣物在使用价值（遮蔽、保暖

等功能）与其他“大路货”并无两样，但它们能够以

高价受到众多追捧，在于顾客们需要它们作为世人

皆知的“名牌”符号，这个符号意味着财富、档次、美

感、品味和情调，所以，消费者不是在购买服装的使

用价值，而是在购买它所具有的符号意义。波德里

亚的理论对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盛行于西方社会的
追崇名牌、名师设计的风潮给予了很好地解释，直

到今天，它仍然有效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

默（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Ｂｌｕｍｅｒ）提出的“集合选择论”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
视。布鲁默［１１］通过对服装与时尚消费路径的细密

观察发现：在巴黎时装秀场中展示的服装并不总是

会成为流行式样，往往只有那些被专业买家（即为

百货店选购的专业人士而非普通顾客）选择的样

式，最终才会进入公众的视野，并被消费者接纳而

成为时尚。由此，布鲁默提出，服装的流行并非基

于阶级的区别或阶级分化而产生，而是通过时尚专

业人士的集团喜好与集团选择而产生，他把这种机

制称之为“集合选择”。布鲁默认为，人们对于美与

时尚的渴望才是时尚产生的动因，而不是阶级

划分。

上述将服装与消费相关联进行考察的理论为

服装社会学提供了最古典且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在

这个研究方法中，差异是研究展开的前提。范伯伦

与齐美尔的研究是将阶级间的差异作为前提，波德

里亚以物体记号的差异为前提，而布鲁默是将群体

间选择的差异作为关注焦点。毋庸置疑，在他们论

述差异的同时，也自动地将人做了类型化的区分。

２．２．２　服装与女性　 除了服装与消费，服装与女
性也是服装社会学讨论的焦点性主题之一。虽然

生理意义上的男女性别差异在人出生时已注定，但

社会意义上的男女差异却是在长期社会文化、教育

的影响下形成的。在中国每个孩子大概都受到过

父母对其行为规范的教育，例如女生要文静，男生

要勇敢坚毅。在服装上，男性与女性也是泾渭分

明。正如乔安妮·恩特韦斯特尔所说的“衣着规范

并复制着性”［１２］，例如女性应该穿裙装，男性不能

打扮得花枝招展等。这些明示或暗藏的服装规范，

帮助人们扮演与确认自己的性别角色，同时也强化

人们的性别意识。

对于女性而言，服装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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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牢牢地绑缚在“温良恭让，文静优雅”等传统社会

赋予的角色特征上，同时也能够赋予女性挣脱束缚

的勇气。当秋瑾脱下裙装，身着男装的那一刻，就

已无声地宣告了“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

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的决心与报负。

在服装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通过服装探讨女性

社会性别意识的变迁，是一种颇为常见的研究手

法，其关注的焦点主要为“性”与“身体”两大主题。

“女为悦己者容”，几乎在所有文化中，当女性

试图达成“美丽、漂亮”的目标时，无论她们是打耳

洞、裹小脚，还是丰胸、染发，其实都是在通过改造

自己的身体迎合某种审美意识，而服装就是赋予或

表现女性身体特征的重要手段。法国著名的哲学

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在其
著作中也曾指出，人们对身体的支配正是通过服装

实现，塑身内衣无疑就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表

现［１３］。１９９２年威尔森·伊丽莎白就非常明确地指
出：“衣服……在装饰身体的同时，也表明着装者对

于性与肉体的价值观。”［１４］

英国社会学家乔安妮·恩特韦斯特尔通过研

究证实，衣着与“性”和“身体”之间存在某些联系，

并得到众多学者认同。例如，詹姆斯·拉弗（Ｊａｍｅｓ
Ｌａｖｅｒ）认为，男性服装的设计是为了增强他们的社
会地位，而女性服装则是为了增强女性的性吸引

力［１５］。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女性服装常会强调女

性的不同身体部位，其实际是为了让男人对女性的

欲望始终保持在较为亢奋的状态。

美国两位女性历史学家安·荷兰达（Ａｎｎｅ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与瓦雷里·斯蒂尔（ＶａｌｅｒｉｅＦａｈｎｅｓｔｏｃｋ
Ｓｔｅｅｌｅ），也对服装与女性作出过颇有创见性的分
析。安·荷兰达在其《性与西服》［１６］一书中，对于

社会变化所导致的性意识的变化、性意识的变化进

而导致的着装意识的变化，以及着装对于性意识所

施加的反作用等过程，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她

指出，在１８世纪，社会要求上层阶级的男性沉着稳
健，在这种社会风潮之下，西服应运而生。并且随

着社会生活的便捷化与节奏的快速化，西服也不断

朝着简洁的方向进化。但由于社会并没有要求女

性参加社会生活与社会建设，所以女性的服装在很

长时期内并没有太大变化。相对于从繁冗的服饰

中解放出来的男性，女性就服装而言从一开始就沦

入了从属的地位。荷兰达进而对近代以来女性服

装的巨大变化进行了考察，她指出，近代女性服装

在简洁与功能性方面的不断追求，其实是谋求男女

平等的过程。西服本来是男性的专属服装，可是在

今天，女性不但可以穿西服，西服的许多设计元素

也被运用于女装。这一事实说明，在服装及时尚中

所内含的价值理念，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革。

女性服饰史学家瓦雷里·斯蒂尔（Ｖａｌｅｒｉｅ
ＦａｈｎｅｓｔｏｃｋＳｔｅｅｌｅ）在她的一系列论著中，对于服装
与“性”和“权力”的关系结构进行了深入探究。她

从性感装束在大街小巷公然登场这一类现象着手，

分析这些在过去只能摆在专门店铺里出售，在私密

场合下才能展现的服装，现在却可以在公众的视野

里出现并得到大众接受的原因。通过深入分析，她

指出：虽然女性面对性感装束时常常会感到羞涩与

尴尬，但在其内心深处是承认性感也是一种魅力。

斯蒂尔进而指出，束胸衣、高跟鞋等拘束身体的服

饰，表面上似乎是显示了女性的性从属地位，并反

映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于男性，但如果女性是自觉

自愿接受这些服饰，那就说明女性接受被当作欲望

的对象。换言之，女性自身期望被社会视为性感美

人。因此，女性时装不断地朝着强调性感的方向迈

进，这其实包含着女性期望掌握性自主权的愿望。

事实上，女性往往也擅长利用性感这一武器，一点

一滴地将权力从男性手中夺回［１７１８］。

围绕“女性”这个核心词，无论是从身体，还是

从性，抑或是将这两者联系进行的相关论述，都是

将服装作为一种符号或记号，通过它来探求女性隐

藏的内心世界。服装同时也属于了现象学或符号

学的研究范畴。

２．２．３　时尚杂志与读者群　 通过对服饰书刊或相
关杂志，以及读者群进行分析，揭示男女的性别意

识、社会思潮的变迁，或是借此揭示社会发展背后

隐藏的脉络，也是服装社会学较为常见的研究手

法。这一类研究也可归类为传媒研究，它注重对传

媒的言语与内容进行分析。

罗宾·勒斯利（ＲａｂｉｎｅＬｅｓｌｉｅ）对２０世纪６０—
８０年代的美国时尚杂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
析［１９］，他指出：在美国，女性一方面被塑造成积极向

上、快乐自信，能够娴熟运用化妆、服饰搭配技巧的

性感美人；一方面，她们又被不断地报道成为家庭

暴力、强奸、职场性骚扰的弱小受害者，被媒体塑造

的现代女性形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游弋。在某种

程度上，这种情形恰好表明了美国现代社会中女性

所处地位的尴尬，所谓女性的主体性不过是一些被

粉饰的言说而已，女性实际上的社会处境比想象的

更加悲惨。

日本在传媒研究方面也有较为丰厚的积累。

如井上雅人［２０］以服饰杂志种类的增加和内容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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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例，说明了服饰杂志从文字杂志逐渐向重视图

片的视觉杂志转化；读者的关注也形成从自制服装

向购买服装的消费趋势变化，进而部分地揭示了日

本走向消费社会的变迁路径。佐々木孝侍［２１］则通

过对日本著名服饰杂志的实证统计分析，说明了模

特对于女性瘦身愿望的产生具有很大影响。东野

充成［２２］对时尚杂志在青少年中渗透的过程进行实

证考察与分析，发现时尚杂志等媒体对青少年的人

格以及社会性别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进而阐明了加

强青少年对媒体报道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

渡边明日香［２３］对时尚杂志的内容从时间上进行统

计分析，发现时尚杂志正在由时尚潮流的引领者变

为追随者，即：在过去人们总是模仿时尚杂志的装

扮，而现在的时尚杂志则是不断观测年轻人的街头

装扮，登载迎合他们喜好的服装，以赢得读者。因

此渡边明日香认为时尚杂志正在由大众化走向分

众化、个人化。渡边明日香的结论也证实了时尚传

播的路径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由上而下，而是上下左

右纵横交错。

目前，有关服饰杂志的研究在中国也相当活

跃，如在中国最大的学术论文数据库———“知网”上

仅以“时尚”和“杂志”为关键词的论文就高达３４２０
篇，如果考虑到类似词的效应，可以推测相关研究

实际应更为丰富。

３　服装社会学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服装社会学主要是从服装与消费、

服装与女性、服装杂志 ３个视点展开对社会的考
察。但这３个视点并非独立存在，它们之间存在千
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着纵横交错的社会

体系。由于服装社会学尚未成为一个完备的学术

体系，它仍然存在若干课题需要研究者研究和

解决。

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一直被当

作社会构成的“分子”结构，如家族、地域社会、学

校、单位等，在全球化浪潮（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冲击之
下，功能和力量正在不断削弱。另一方面，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的普及，个人的力量日益强

大，不但可以一边逃离现实生活，一边参与社会活

动，甚至还能掀起舆论浪潮或引发巨大的经济波动

（如网红经济），所以社会的个人化或是私化（ｐｒｉｖａ
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倾向正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传统社会
学对于人的分类，如阶级、阶层的划分也就慢慢地

失去了它的意义。因此，以人的差异为背景所展开

的有关服装与消费的考察，则需要打破阶级特性观

念，以更加细密的方法、更加多样的角度，对群体的

分类与群体的特征进行观察。

社会学在考察社会文化中的亚文化、反主流文

化或是男女社会性别意识变化时，服装常被作为一

种符号，着装常被作为一种现象受到关注并被加以

解读。关于服装，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符号学家罗

兰·巴特［２４］（ＲｏｌａｎｄＢａｒｔｈｅｓ）在其著作中把衣服归
纳为３类：①实际穿着的衣服；②在时装秀场中或
者是照片中被展示的衣服；③通过文字语言被描写
的衣服。资料中的服装主要是通过照片、文字或影

视资料表象，即使是人们实际穿着的衣服，但在照

片的筛选、文字的取舍加工过程中，研究者或资料

提供者个人主观的判断难免会对客观的情形产生

一定影响，因此，需要对照片、文字等资料的客观

性、普遍代表性进行严密考察。但在有关资料严密

性的论证方面，尚未得到中国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在对实际着装的观察方面，“街头装”（ｓｔｒｅｅｔ
ｆａｓｈｉｏｎ）是非常重要的考察对象。“街头装”是指并
非由时装设计师或企业所主导设计，而是由街边路

角的年轻人自发创造并成为流行的时装，对“街头

装”进行长期的定点考察，会使资料本身在体系上

更加合理与系统。例如，日本学者就曾在 １９４５—
１９９５年的长达数十年间，在涩谷、原宿、代官山等几
个繁华区陆续拍摄了大量年轻人的照片作为研究

依据，对日本年轻人的服饰及年轻人的文化进行了

令人信服的分析［２５］。渡边明日香与城一夫甚至将

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路上观测学”，并对其历史源

流与发展进行了整理［２６］。中国对于“街头装”的关

注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而此前无论在资料
收集，还是在资料保存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缺陷，但

对“街头装”进行的长期定点观察研究，目前仍未真

正展开。

在服装与传媒的研究方面，目前中国相关的学

术研究大多是以时尚杂志或女性杂志为分析对象。

由于媒体形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纸质

媒体的影响逐渐削弱，而网络上时尚信息、广告、网

上购物、时尚博主与网红等的存在，无不显示网络

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加强对于网络新媒体的关

注，深化对于服装与网络媒介关系的研究，是一个

迫在眉睫的课题。

另外由于服装杂志是经过作者、编辑加工处理

的，因此，对其客观性与代表性还有必要予以合理

的论证。例如，以旗袍为特集的杂志发行，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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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旗袍在当时社会中广泛流行。与此同时，必须

注意到杂志发行也是商业活动的一环，它深受商

家、厂家、买家与卖家以及整个消费文化的影响。

４　结 语

中国以服装为代表的时尚产业以及百姓的着

装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为服装社会学在中

国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课题与蓬勃发展的可能。

但目前服装社会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

术领域，其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上，均尚有许多空白

需要填补。文中初步整理和归纳了服装社会学的

系谱，同时也对其现在所面临的课题进行了基础考

察，期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服装社会学

的关注与讨论，从而深化服装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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