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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沙莲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所谓时尚流行，就是一个时期广为流传的
生活方式，具体地说，是指一个时期里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
本的随从或追求。 周慧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时尚是在某段时间内为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所认同
、实践、追随并创造的普遍的生活方式。 以上关于时尚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展开的，也有人
将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引入研究。不少定义都指出了时尚变动的特性，包括时尚的存在和发展都充满着
矛盾。我国学者孙本文、张华葆、林秉贤、时蓉华和周晓虹侧重于认为时尚是一种流行的现象。陈创
生侧重于研究时尚的文化内涵和时尚所体现的价值观。沙莲香、周慧之等更把时尚归为生活方式，实
际上是将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文化追求相交叉进行研究。毕竟，时尚代表当下一种新的潮流、新的风格
，因此本身就包含着对过去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为与以往不同，即时尚一直在“标新”；另一方面
，时尚则力图与他者不同，即所谓的“立异”。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时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今
天，时尚的研究不光被哲学、社会学、文艺学、美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的学者关注，而且由于其强大的
实践性也为视觉艺术的学者普遍关注。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时尚理论家们开始关注特定的群体、
种族与其所生存的环境、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们在罗兰·巴特的理论中受到启发，通过理论构建解
释时尚的方式，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与罗兰·巴特一起工作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岱尔
（Fernand Braudel）就认为，“服装的历史比它显示出来的有着更少的奇闻逸事，它触及原料、生产
工艺、流通费用、文化根基、时尚和社会阶层。”24这里的“更少的奇闻逸事”意思是很少依赖于随
机和偶然的观察，而是依赖持续的理论或者思想的驱动。理论或者思想的驱动需要经济、文化和社会
学科的理论。英国艺术史家利萨·泰柯尔（Lisa Tickner）教授也强调时尚研究需要不同的学科介入，
他认为时尚是一个丰富的、多领域交叉的学科，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在这里
交汇，这里面还要加上艺术史。正如美国的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断言的：“严格意
义上的时尚研究来源于艺术史。”时尚和服装的历史“跟随”了传统的或“旧的”艺术史，差别在于
作者的立场是高雅艺术还是大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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