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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時尚文化的流動景觀 ，乃是由西方的美學品味所延伸與型塑，藉由文化影像 、符

號的包覆 ，流行時尚得以推衍出全新的趨勢風貌 。有鑑於流行時尚所呈現的後現代/ 全

球化氛圍 ，本文由文化想像與對照的觀點 ，檢視西方如何透過工藝美術與衣飾設計的手

法 ，建構出中國風尚的它者文化想像 。在後現代與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下 ，流行時尚透過

廣泛運用既有的符號內涵 ，重組趨勢風潮並與大眾進行互動回應 。至此 ，「符號消費」

已成為中國風尚全球移轉與賦型的關鍵所在 。

Abstract

The map of the fashion culture landscape emanats from Western taste and aesthetics.
Along with a host of cultural images and symbols, fashion re-creates a brand new fashion
tre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cultural imagination that reflects on and through the ways of

seeing fashion design as a postmodern/ globalization phenomen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earch study how the West constructed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culture from the
fashioning of Chinoiserie.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zation, and as a
response to the masses, fashion utilizes the existing symbols to re-construct trendy chic.

Therefore, “symbolic consumption” p 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 f
transcultu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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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與飾品 ，使個人的身體具有文化 象徵符號的可見性。

凱雅 ‧席爾曼， 〈時尚論述〉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符號體系 ，俱在流行時尚 當中進行交換與結合 ，它們 既融混

彼此 ，也凝止了瞬間的平衡。當這部機器停止運轉 ，所有的意義不復存在。

尚 ‧布希亞 ，〈流行時尚 ，迷人的符號景觀〉

我們全都擁有一座關於記憶 、風格 、概念且跨越衣飾語境的櫥 櫃 ，它是一座類同

於 「過往之記憶宮殿」與 「想像之心理結構」的迷宮 。

捷若米 . 巴枚 ，〈文化扮裝〉

服裝型塑了身體 ，而使身體獲得了一種具有文化特質的觀看角度 ，與此同時 ，服

裝也進一步在身體與文化之間 ，接合起意義形式的解讀與誇釋 ，甚而蘊含歷史性的代表

意義，如同全景幻燈 （kaiserpanorama ) 1—般 ，顯影了衣飾美學與時代品味間扣合表述

的關係 。義大利版時尚雜誌 《Vogue Italia》曾以 〈懷想中國〉（Chinese Souvenir) 為題
( 圖1 、 2 ) ， 進行專題服裝單元 （fas hion pages) 的攝製 2 ， 當西方時尚界經由東方風格濃

烈的服飾與影像的推衍鋪陳 ，以視覺化的概念與形象，再現中國情韻的美學論述時 ，此

一 「鏡像」對照思考的空間 ，便開放了一個藉中國風尚 （Chinoiserie ) 進一步探求流行
時尚文化移轉與全球化賦型的思考路徑。

一 、時尚影像的機遇與質變

〈懷想中國〉以暈渲的影像處理手法建構出年代久遠的時代氛圍 ，透過追悼過往的

紀念性文本 （memorial text ) 傳達方式 ，聯綴起新異時尚設計與古舊時代氛圍之間的關

係 ，具有時空錯位 （anachronistic ) 的置換意涵 。就視覺影像與歷史記憶相互牽動的層

1 全景幻燈 （kaiserpanorama ) 是由 「皇帝」（kaiser) 與 「全景」（panorama ) 兩字複合而成 ，爲十九世紀德國

人奧古斯特 ‧弗爾曼所發明，可以讓25人同時觀看幻燈片的環形 幻燈屋 。德國威廉皇帝時代 ，攝影術甫興

起 ，弗爾曼的這項 發明首 見於柏 林弗里德利希的拱廊 ，故冠以皇帝之名 ，以示尊敬。全景幻燈屋爲一巨大

的圆筒型結構 ，高2.4米 ，直徑3. 4米 ，在圓筒周 圍開有25對小窗口，窗口裡有一對立體鏡 ，如同望遠鏡的兩

個鏡頭 。透過立體鏡 ，觀者可以看見玻璃上的畫片或照片。畫片通過齒輪機械的裝置控制，由立體鏡前經

過 。各窗口前均 有坐椅 ，觀眾可以舒適地坐著觀赏畫片，正因爲從每一個位置都可觀看當中 所收錄的全部

連環畫面 ，故稱爲全景幻燈 。參見Benjamin ， 2002 : 46 。此處的類比 ，乃將服飾 與身體 、文化 、歷史加以

連結，而使服裝流行史如同琳瑯滿 目且毫無遺漏 的幻影 畫片般 ，再現殊異的時代品味。

2 該專題之服裝編辑爲Alice Gentilucci ， 攝影師爲Didier Lud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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