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本耀司服装设计中民族情感的体现

葛英颖,陈雅婷
(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山本耀司的服装设计作品融合了浓浓的东方哲学情愫,其特有的情调是日本传统文明中的精粹,有效地推动

了日本服饰文化的发展。从多角度分析了山本耀司服装设计作品中民族情感的体现,把握其作品的灵魂,展现其对现代

服装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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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是人类生活中的必要组成,它影响着人类的

感知、行为和思维,所以情感与服装设计也有着不可或

缺的联系,服装设计的表达与人类的情感息息相关[1]。
山本耀司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到巴黎时装界,是时

尚界谜一样的领军人物,是带领日本浪潮风靡全球的

东方设计师,他把日本服饰的民族特征和西方的建筑

格调设计相结合,使服装不仅是肉体的遮蔽物,而是成

为了设计师精神情感与外界交流的载体。山本耀司擅

长从日本传统服饰中汲取钟意的部分,无论是在意境、
结构、色彩还是表现力上,都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日本传

统文化和民族情感的相互依存和互补。

1 山本耀司服装设计中民族情感体现的根源

山本耀司曾对日本人生活的条条框框、世俗观点表

示出看不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日本妇女需要外

出劳作养家糊口,但她们并不能真正和男性一样被平等

的对待。为了使女性们在工作时着装舒适简洁,山本耀

司意图为她们设计方便灵巧并且有美感的服装[2]。

1969年,山本耀司前往法国巴黎旅居一年,他把西洋服

饰定制的历史研究了个透彻,以便能够更自由地去运用

这些技巧,当时的欧洲还在以传统的贴身衣裙来展示女

性身材线条美,山本耀司敢于打破之前的固化思维,以
日式和服作为灵感,用垂挂叠加与缠绕等方式将女性纤

细的腰线掩盖在宽松中性的服饰下,创造出风靡一时的

日本新时尚浪潮。山本耀司不喜欢纷繁的色彩和矫揉

造作的装饰品,觉得那是毫无美感且干预人们视线的,
会忽略服装中最质朴的美。他最钟爱运用简洁大方的

色彩,善于运用不同质感的黑色面料,让一贯干巴巴的

颜色,一改往日的颓丧形象,成为时髦的化身。这位具

备神秘色彩的东方设计师为西方民众带去了全新的视

觉享受,反传统的配色、带有哲学思维的意向以及具有

艺术感的服装结构,这些不能被西方传统解读的元素,
毫无保留的激起当时人们的好奇心。

2 民族情感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分析

2.1 配色

山本耀司打破了以传统配色为基础来做衣服的条

框,展现了与绚烂色彩背道而驰的纯黑世界。他之所

以热衷于这种沉稳的纯色系,主要是受到日本独特禅

宗文化的熏陶。禅文化是简朴的象征,是日本文化的

灵魂,他们追崇闲寂、物哀的审美意象,因此他们的设

计呈现给人们的更为细腻、晦涩,多少带有一点悲观色

彩,既低调又高冷,慵懒又利落,同时又神秘,作品透着

冷静的思考和静默的爆发力,给人力量和动力。还有

一点值得可提,日本男人婚丧礼服的配色非常具有特

色,他们使用黑色这种安静的色彩,结婚和葬礼都一样

用色,听着不可思议,但在日本,每个人都遵守这一规

则,这种对生命坦然的态度已经渗透在日本民众艺术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
山本耀司素有“黑色诗人”的称号,十分喜爱暗黑

色系。黑色是一种包容性的颜色,也是丰富的颜色,看
似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包,只有用黑色作为他的代表

色才能传达出他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和无声的反抗,以
及对潇洒自由的人生状态的向往和渴望。通过无色彩

的黑色系服装体现出的是着衣者内心中静态的自由主

义。静谧、优雅、简洁的服饰,使观众的情感经历着长

期放松的自由,造成难以形容的印象。在山本耀司的

设计中也会出现像猩红、海军蓝或者橘黄色这些较之

·65· 纺织科技进展            2019年第1期     




于无彩色来说较为明亮的色彩,这是因为无彩色和彩

色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没有小面积高明

度色彩的存在,无彩色也不能到位地映衬出它的藏于

服装深处的洒脱活力[3]。在日本传统色彩意象中,这
些色彩代表着一种意象,代表了豪情的荡漾不羁,意味

人类感情中的丰满、意志、踊跃、顽强、祝愿等意义。这

些高饱和度的色彩在时装上的运用使山本耀司的作品

看起来有能量、强势、震撼、霸道而又优雅,在时尚界有

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

2.2 廓形

山本耀司的服装廓形非常放松,完全地解放人体

并释放了自由。他的设计偏向于雕刻线条,具有雕塑

感和几何魅力,这些轮廓的特色离不开日本传统文化

的熏陶,因为日本有鞠躬礼仪、跪拜礼仪等文化,日本

女性由于长期鞠躬和下跪,双腿会出现变形外翻等现

象。由于跪姿讲究礼貌和美观[4],注重得体的日本人

因此设计了和服,把优雅和跪礼结合在一起,遮掩了这

一缺陷,并且 H 型的和服宽松舒适,让女性小小的身

体显得袅袅婷婷,更多了几分温柔的味道。山本耀司

最常设计的就是宽松 H 型的服装,加上其独特的风

格,不谄媚,不矫情,并且充满着哲学意境,十分符合日

本人的审美情趣。另外,有一部分服装整体造型以日

本武士服作为设计基础,宽大松弛的整体造型,夸张而

不张扬的袖子、肥肥的裤腿、上衣随性松散,长度过臀,
样式简洁明了,内在结构也简单大方,大面积使用黑色

等无彩色,下半身裤子的长度如同日本武士服永远只

穿到模特的脚踝处,并且为了突出宽松自如的不拘束

感,整体裤子会堆积出自然的褶皱来,两侧通常会设计

出随性的裤兜,洒脱自如,整个作品充满着日本传统文

化的审美趣味。在上衣与下装的连接处也会参照日本

武士服装的设计轮廓,在腰部处系以长条布做的腰带,
给整体松垮的服装造型做层次的划分。

另外,他设计的造型看似相近,实则变化多端,通
过对过去他设计的服装廓形的总结不难发现,A型、

H型和 X型是山本耀司的3个常用廓形。然而,在这

些基本概况中,山本耀司将解构设计作为主要的设计

方法,结合西方美学的审美价值,在神秘东方美学中创

造与众不同的轮廓感,展现给人们不一样的日式风情。
他的每件作品都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品的个性存在,这
些个性也是山本耀司服装设计风格的与众不同之处,
这个不同之处在于山本耀司是遵循东方的、不以束缚

人体来塑造身体线条的概念,随性自由发挥想象力,形

成舒适自然的轮廓。

2.3 结构设计

结构设计是服装款式设计的延伸和发展,由于东

方服饰放松了人体,它不强调人体曲线,以塑造合适作

为穿衣概念,因此其结构设计相对灵活。山本耀司的

服装具有这种东方二维结构设计特征,在他的设计中

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大方和优雅的二维空间,体现出山

本耀司对虚空韵味特立独行的追求。
西方设计师喜欢运用从上至下的立文体剪以表达

三维效果,夸大立体感和空间感,西方装扮文化的审美

特点是崇尚人体美。从古希腊时期至今,西方艺术包

括衣饰在内,常把歌颂和表现人体自然美当作登峰造

极的典范,衣饰在西方人的身上成为了“副件”,女性通

过立体造型的打扮尽显其形体之美,男性则更重视以

服装来表现身材的硬朗和气力的壮大[5]。对于喜欢从

传统日本传统服饰中汲取灵感的山本耀司而言,更注

重精神上的穿衣,东方的含蓄美才是他向往的,不会刻

意强调人体曲线美,而是注重精神、注重人性的自由解

放。他的设计方法是从二维线开始,形成不对称的外

观一直是他的制衣哲学,这与当时西方盛行的服装风

格完全背道而驰[6]。山本耀司是解构主义服装设计师

的代表,每一件服装造型既不重复又各有特色,他擅长

用倾斜、倒转、曲折等变现手法进行展现,巧妙转变或

者转移原有的布局,规避常规、整体、对称等结构,呈现

的服装解构不仅仅是破坏,更重要的是重构与组合,服
装语言的成熟、解构技法的多样化使得服装的结构更

加丰富[7]。布局失衡的服装不能算是解构服装,通过

巧妙的手法所创造发明出的新结构、新整体的服装才

算是解构服装。山本耀司解构的服装结构疏松零散、
千变万化,很是新奇,将解构主义风格把玩得恰到好

处,值得鉴赏和推敲。

3 民族情感对我国服装设计产生的影响

3.1 对服装本身产生的影响

情感、情绪和服装有一定的必然联系,所以在服装

设计民族情感的研究中首先要考虑的是个人对民族文

化的情感基础和所处环境的情感渗透。民族情感是一

种主观存在,是个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缅怀和尊

敬,它为人类前进积蓄着力量,提供着养分,对人类创

造的现代的和未来的文明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现代

服装设计在表达当代人的审美情趣的同时,多多少少

都会表达民族文化中有生机的价值取向和认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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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服饰设计的审美要求,也对传承和发扬传

统文化、凝聚社会共识、发展个性具有关键意义。在当

代服饰设计中,多元化的设计逐渐显露出来,民族文化

必将给设计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是现代服装设计发

展的纽带和基础。尤其我国,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深

厚底蕴,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对服装设计具有精

神指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族的繁荣,服装发

展在沿袭传统的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不难发现,无论

品牌大小我们都能发现服装中存在设计师对民族情感

的表达。调研发现,许多服装偏向于单纯的运用设计

符号来呈现传统风貌,当然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但是

从内涵审美的角度来阐释,往往过于浅薄,不能够真正

的向人们传达出我们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其所

具备的深远影响。设计符号可以是图案色彩,也可以

是结构款式,甚至整体风格,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符号,
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都渗透出淳厚的历史风貌。在继

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审美习惯和流行

趋势,将传统文化以创新的形式展现给人们,而不是仅

仅将传统符号生搬硬套运用到服装中去。所谓简单的

图案复制并没有注入新时代的新血液,只是表面仿古,
所以我们必须打破形式主义的复古,发扬并创新传统

文化,做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服装。

3.2 对设计师的影响

传统文化是随着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

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

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山本耀司的设计是以日本

民族文化为出发点,结合自身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加以

创新,创作出属于自己的服装风格,他的服装设计作品

既有东方的细腻严谨又不失西方的浪漫热情。在服装

设计舞台上,我国服装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极

高的认知水平,吸收传统文化并融入时尚元素设计出

大量优秀作品。服装设计师马可,她的无用品牌志在

推动传统手工艺在中国民间的复兴,一针一线都向人

们传达出传统服饰的魅力;郭培的高级定制服饰也经

常能看到刺绣等传统工艺的展现;著名设计师熊英,外
号“春晚女王”,她的设计将中国传统服装的精美发挥

得淋漓尽致,她曾经带着圆明圆作品走进巴黎歌剧院,
一场名为盖娅传说的大秀惊艳了整个秀场。这些服装

设计师有效传播了具有传统特色的新时代服装,让世

人看到中国服装的巨大变化,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服装

的文化底蕴。

4 结语

民族情感融入服装设计,不仅要要对传统文化有

认知,更要充分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而后用设计去诠

释民族文化的特色,不能仅停留在表面运用传统符号

上,而是要提出新的创新元素再设计,且与国际共同审

美价值接轨,让不同民族的人感受到设计中的民族情

感之所在,使参观者获得情感上的认同。在传承传统

的同时,更多的服装可以回归到它原本的朴素魅力中

去,不要纯粹拘泥于表面审美以及商业利益,要更加关

注传统艺术价值和人文感情,唤醒人们对传统的、即将

逝去的记忆中所蕴含的情感价值进行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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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Yamamoto'scostumedesignworksincorporatedstrongorientalphilosophy.Itsuniqueatmospherewastheessenceof
Japanesetraditionalcivilization,whicheffectivelypromotedthedevelopmentofJapanesecostumeculture.Thenationalemotio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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