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设计是时尚界最完美的那一部分”

纪梵希时代的 “纪梵希”， 曾是法
式优雅的代名词。 纪梵希的品牌图案，
就是由四个字母 G 组成 ， 代表四种含
义， 分别是： 古典 （Genteel）、 优雅
（Grace）、 愉悦 （Gaiety） 以及纪梵
希创始人纪梵希 （Givenchy）。 然而，
对于纪梵希现在的主要客群来说 ， 这
样的风格可能未必是他们熟悉的。

小羊皮唇膏 、 小鹿斑比 、 圣母 、
狗头 、 五角星 、 数码印花 ， 纪梵希近
些年夸张的图案和醒目的花纹 ， 被戏
称为 “爆款风格”。

而明星们身着纪梵希服饰在机场、
街头留下的照片 ， 是纪梵希品牌最近
10 年留给人们的印象———硬朗的、 酷

酷的、 街头元素十足。
事实上， 1988 年， 61 岁的纪梵

希已将同名品牌以 4500 万美元的价
格 卖 给 了 全 球 最 大 的 奢 侈 品 集 团
LVMH。 而他本人在 1995 年还卸下了
品牌首席设计师的职务， 正式退休。

而纪梵希进军彩妆与护肤品业也
发生在纪梵希卖掉品牌之后 。 在纪梵
希执掌该品牌的年代 ， 只推出过香水
线 。 赫本为其免费代言的 “禁忌 ” 香
水， 曾在彼时的时尚产业轰动一时。

1988 年之后， 纪梵希品牌陷入了
长达 10 年的混乱 。 10 年中 ， 分别有
三位风格迥异 、 个人特色突出的英国
设计师执掌纪梵希 。 最先上任的是约

翰·加 利 亚 诺 。 约 翰·加 利 亚 诺 仅 任
职 不 到 一 年 即 离 去 ， 接 替 他 的 是 另
一 位 以 鬼 才 著 称 的 英 国 设 计 师 亚 历
山大·麦昆 。

上任时的亚历山大·麦昆仅 27 岁，
不过他的怪异风格没能革新纪梵希 。
直至 2005 年里卡多·堤西上任， 纪梵
希才迎来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 ， 品牌
规模增长了六倍以上 。 他的秘诀是放
弃华贵 ， 加入街头元素印花 。 也正是
他的设计 ， 形成了现在消费者对纪梵
希品牌的认识。

目前， 纪梵希的创意总监是曾供职蔻
依 （Chloé） 的克莱尔·怀特·凯勒。 除
了推出 “小猪包”， 她还将蔻依送上了新
高度。 凯勒是纪梵希历史上首位女性创意
总监。

在经历多年磨难后 ， 纪梵希面临
的最大问题还是风格不够持续 、 市场
定位不够明确 。 品牌方想打造更现代
感 、 更酷 、 更年轻化的形象 ， 老牌时
尚纪梵希品牌再度陷入茫然。

尽管在退休以后 ， 纪梵希本人很
少就这个品牌的设计风格发表评论 。
不过在 2007 年接受时装杂志采访时，
他再也忍不住了 ： “（看到现在的设
计 ） 我并不开心 。 毕竟 ， 我应该以这
个品牌感到自豪。”

高级定制已死 ， 昔日的隆重 、 矜
贵 ， 被眼下的荒谬所取代 。 这是圣罗
兰阔别时尚界时发表的感叹。

此前 ， 与纪梵希同时代活跃在二
战后巴黎的设计师基本都已凋敝 ： 香
奈儿、 迪奥、 克里斯托瓦尔·巴伦西亚
加都早早去世； 最近 10 年， YSL 创始
人伊夫·圣罗兰亦已离开。

有人说 ， 大牌设计落入凡尘 ， 经
典只能用来怀念 。 不过 ， 也有人说 ，
这也不是坏事。

孰是孰非， 多说无益。 纪梵希的离
世，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而离开纪
梵希的 “纪梵希”， 是继 续 风 雨 飘 摇 ，
还 是 重 树 辉 煌 ？ 也 只 能 交 给 时 间 去
证明 。

对于纪梵希而言， 1953 年是一个

不同寻常的年份。 那一年， 他终于见

到了他的 “偶像” 和精神导师———设

计大师克里斯托瓦尔·巴伦西亚加， 后

者十分欣赏他的才华， 并将一生的审

美哲学和设计理念倾囊相授。 而正是

在同一年， 纪梵希还认识了他这一生

中最重要的 “客户” ———与他相伴 42
年的挚友奥黛丽·赫本。

“少即是多 ”， 这 是 克 里 斯 托 瓦

尔·巴伦西亚加的设计哲学， 也成了流

淌在纪梵希的设计血液中的 DNA。 相

对于繁复的剪裁和奢侈的装饰， 他更

热衷于简洁的线条和不经意之间流淌

出来的女性气质。
而这一设计理念， 在纪梵希为奥

黛丽·赫本设计的服装中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
那天， 他期待着

另一位 “赫本” ———
电影明星凯瑟琳·赫

本前来试服装， 却等

来了当时并不出名的

奥黛丽·赫本 ， 她想

请 纪 梵 希 为 《 龙 凤

配》 设计服装。 纪梵

希 想 要 推 脱 这 桩 差

事， 但赫本却邀请他

共进晚餐。 据说， 晚

餐结束的时候， 纪梵

希对赫本说： “我会

为你设计任何衣服。”
《龙凤配》 大获

成功， 但纪梵希的名

字并没有出现在 《龙
凤配》 的设计师列表

中。 那一年的奥斯卡

最佳设计奖， 颁给了

挂名为《龙凤配》服装

设计师的伊迪丝·海

德。 在她的获奖感言中， 没有任何一

句 提 到 了 纪 梵 希 。 这 令 赫 本 大 为 光

火， 她对纪梵希说：“我要你以后设计

所有我穿的衣服。” 而正是这句承诺，
开启了两人之 后 长 达 42 年 的 合 作 和

友谊。
那个时期的审美， 偏好丰满、 金

色头发的女性造型。 奥黛丽·赫本与当

时的流行截然不同。 接下来， 纪梵希

为赫本在 《蒂凡尼早餐》 中设计的小

黑裙， 成为时尚界永远在模仿但从未

被超越的经典。 他们共同创造出了赫

本风格———利落线条、 颜色简单， 让

她能在一众新人中脱颖而出。 他为赫

本设计的服装被评价为： “如外科手

术般精准。 多一分则嫌多， 少一分则

嫌少。”
“只有穿上他的衣服， 我才是原

来的我。” 奥黛丽·赫本说， “他不仅

是服装设计师， 更是人格的创造者。”
后来， 当纪梵希谈及他为赫本设

计的 “小黑裙” 时， 他说： “设计一

条最简洁的裙子， 反而是最难的。” 而

这句话， 也被后世的设计师奉为时尚

界的 “金科玉律”。
随着电影的走红， 赫本不再默默

无名， 也意外为纪梵希打开了美国市

场的大门。 27 岁， 纪梵希成为巴黎高

定界第一个推出成衣线的设计师。 他

的策略很简单， 却又很有效———他的

服装面料的价格比竞争对手低廉， 同

时紧紧地抓住了当时的新兴市场———
美国市场。 事实上， 纪梵希四分之三

的客户来自美国， 其中就包括肯尼迪

夫 人 。 两 个 世 界 著 名 女 性———奥 黛

莉·赫本和杰奎琳·肯尼迪， 演绎了纪

梵 希 的 经 典 设 计 风 格———精 致 、 高

雅、 典范。
61 岁时， 纪梵希卖掉了自己的同

名品牌， 七年后， 他退休。 “我很高

兴我的工作正是我儿时的梦想 ，” 纪

梵希曾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如 是 说 。
而 在 2017 年 举 行 的 个 人 作 品 回 顾 展

的开幕活动上， 这位设计师自己讲述

的一番话或许可以用来总结他作为设

计师的那部分人生： “我的设计是时

尚界最完美的那一部分作品， 因为我

用自己的创意让另一些人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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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 1952 年，纪梵希推出了首个

高 级 女 装 系 列 ： “贝 蒂 娜·格 拉 奇 亚 尼

（Bettina Graziani）”。 贝蒂娜·格拉奇亚尼

是当时巴黎出镜率最高的模特，几乎占据

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尚杂志封面和

广告的她，是当时收入最高的模特。不过，
心怀设计师梦想的她与纪梵希结识之后，
就开始以纪梵希时装屋的宣传总监的身

份逐步退居幕后。 可以说，贝蒂娜是纪梵

希的第一位缪斯女神， 她开阔的五官、短
发和更偏向于中性的造型，为他提供不少

灵感。
在 “贝蒂娜·格拉奇亚尼 ”系列中 ，

纪梵希大量采用白色纯棉为面料，巧妙

地运用了典雅的刺绣和华丽的珠饰，简

洁而不失优雅 ，为钟爱丝绸 、羊毛等高

级布料的巴黎时装界带来了一 股 清 新

之 风———对 于 其 他 高 级 定 制 设 计 师 而

言 ，棉布是低档的布料 ，基本只在高定

前期打样时使用。
有趣的是， 纪梵希用棉布纯属无奈

之举。 他的时装屋的启动资金来自他的

姐夫，但这些钱只够雇用几个工人，根本

无法负担起昂贵的布料。为了节约成本，
在当时巴黎时装界普遍使用真人模特的

环境下， 纪梵希率先使用塑料人体模型

来展示服装。
不过，从小研究布料的经历让他拥有

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棉布在他的手

中，亦创造出一种高贵的质感。其中，一件

被后世称为“贝蒂娜衬衫”的单品，就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
“贝蒂娜衬衫”是一件带黑色刺绣，

袖子上点缀有弗拉门戈式褶边的白色棉

衬衫。这件由贝蒂娜·格拉奇亚尼亲自穿

着演示的衬衫一经推出就造成了轰动。
根据 1952 年的《纽约时报》的报道，纪梵

希为该系列而制作的两件“贝蒂娜衬衫”
在当时卖出了 2800 美元的高价。

当然， 棉布的运用并不是纪梵希能

够凭第一个系列就一鸣惊人的 根 本 原

因。在这个系列中，他非常前卫地设计出

了“非配套女装”，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女

性， 她们终于可以不受套装的拘束、自
由地搭配上下装了。而即使是最不起眼

的布料，在纪梵希简洁的剪裁和对女性

身体曲线的把握下，都能散发出独特的

魅力。
此后的设计生涯中，纪梵希偏好棉

的质感，他一大半的设计都是女性日常

的服装，而不是上流人士出入高端场所

的服饰。“优雅、舒适、日常穿着”让纪梵

希在彼时的巴黎高级定制时尚圈崭露

头角。 尽管有不少权贵主顾，但纪梵希

更想要为普通女性设计日常服饰，而不

只是为上流社会的社交设计华服。
1955 年， 纪梵希打出了 “自由线

条” 的口号， 推出了没有腰与臀部曲

线的直桶式洋装。 1957 年， 纪梵希影

响最深远的设计诞生了： 布袋装。 布

袋装摒弃了束缚女性的腰线设计， 让

女性的身体包裹在 “神
秘” 的气息当中。 纪梵

希还裁短裙边， 鼓励女

性露出双腿。 这也使之

成为 1960 年 代 时 尚 变

革的先行者。
除此之外 ，纪梵希

还设计过经典的 “气球

外套”。 其宽松的“H”型
外 观 给 了 纪 梵 希 一 个

“新 面 孔 ”。 时 装 杂 志

《Vogue》曾 作 出 这 样 的

评 论 ： “这 与 其 说 是 时

装 ，不如说是创造了一

种新的穿衣方式。 ”
上世纪 70 年代，纪

梵希也曾对当时流行的

奢侈的高定设计表达过

不满，他表示，“那些设计

太夸张了，只顾豪华的堆

砌，而全然不顾女性的穿

着舒适度和她们日常生

活的需要。 ”

奥黛丽·赫本说 ， “他不仅是位服装设
计师， 更是人格的创造者。”

纪梵希带来的时尚风景

小羊皮唇膏 、 夸张的数码印花

图案， 纪梵希被戏称为 “爆款风格”。
事实上 ， 在纪梵希执掌该品牌的年

代， 只推出过香水线。 而赫本为其免

费代言的 “禁忌” 香水， 曾在彼时的

时尚产业轰动一时。

荩1957 年， 纪梵希影响最深远的设

计诞生了： 布袋装。 布袋装摒弃了束缚女

性的腰线设计， 让女性的身体包裹在 “神
秘” 的气息当中。

纪梵希 1927 年出生于法国巴黎

西北部博韦德一个富有家庭。 纪梵希

外公的家族经营着纺织事业， 与皇室

关系友好， 连巴黎歌剧院内， 都收藏

着他们家族制作的挂毯。 家族传统让

纪梵希从小就对面料、 裁剪展现出极

具天赋的敏锐度。
纪梵希后来回忆说， 他对于 “时尚”

最初的印象源自他的外婆。 当他还在小

学时， 他的外婆曾把欣赏她的时装以及

面料收藏作为他认真学习的奖励。 “对
于年幼的我来说， 这就是一整个衣柜的

‘珍宝’， 各式的面料让我眼花缭乱。”
外婆的无心之举也许成就了纪梵

希一生的事业 ， 此后的 80 年的时光

里， 他都与时尚胶着在一起。 而面对

外婆一整个衣柜的面料兴奋不已的童

年记忆， 让他对时装面料的喜爱甚至

超过了设计、 制作服装本身。 以至于

纪梵希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之后 ，
最让他激动和兴奋的一刻， 依然是所

有的面料到达工作室的那个瞬间。
事实上， 在家族给纪梵希设计的

成长轨迹里， 长大后的他应该成为一

名律师或是银行家， 但纪梵希还是坚

定了自己的选择。 17 岁的他离开家乡

前往巴黎， 进入美术学院就读， 对于

想在设计上有所成就的年轻人来说 ，
巴黎是所有追梦者的朝圣之地。 而他

的母亲不顾家人反对， 支持他追求心

目中的事业。 她为他介绍了当时巴黎

最高级的时装屋， 并把他送到当时巴

黎高级定制大师杰奎斯·菲斯的工作

室里做学徒。
二战后的巴黎， 百废待兴。 为了

节约开支， 战后人们穿的服装都是采

用各种低廉的人造布料制作而成， 色

彩上也偏好低调的单色， 例如灰蓝色

和 棕 色 等 。 由 于 战 争 而 导 致 物 资 短

缺， 当年英国政府特地颁布了节俭条

例来限制服装风格、 布料。 美国为限

制羊毛使用量也专门颁布了条例。
而那个时候的巴黎时尚业， 也面临

着重新洗牌的命运。 一方面， 老牌时装

屋因为战争生意骤减、 布料价格成倍增

长等原因而不得已关门歇业； 而另一方

面， 包括克里斯汀·迪奥、 纪梵希、 瓦

伦蒂诺等年青一代设计师正蓄势待发，
预备在这个时尚之都大展拳脚。

在短暂的学徒生涯中， 纪梵希先

后师从杰奎斯·菲斯、 罗伯特·贝格和

吕西安·勒龙 。 当时 ， 与他一起学习

的还有还未成名的皮埃尔·巴尔曼与

克里斯汀·迪奥。 1947 年， 他进入了

艾尔莎·夏帕瑞丽的时装屋。
据说， 作为当时巴黎首屈一指的

女设计师， 艾尔莎·夏帕瑞丽十分欣

赏纪梵希的才 能 。 尽 管 他 当 时 才 20
岁出头， 艾尔莎已经放心地把她二战

前珍藏的 900 米印花丝绸交给纪梵希

设计、 制作成服装。 而在战后布料奇

缺的年代， 这样的 “奢侈” 经历让他

获益匪浅。 这也让他养成了一个持续

终生的习惯： 当每一种新的面料送进

他的工作室， 他会把面料挂起来， 研

究它， 直到完全 “懂得 ” 这种布料 ，
才会下剪刀。

“不 要 跟 布 料 对 着 干 ， ” 他 说 ，
“每一种布料都有生命。”

1952 年， 在他 25 岁时， 纪梵希

在巴黎开设了自己的时装屋， 开始逐

步打造属于他的 “纪梵希” 王国。

不久前，英国 《卫报》 刊登了一则消息： 他的离世，
宣告了 20 世纪高级定制黄金时代和专属于那个时代的
优雅的终结。 《卫报》 记者笔下的 “他”， 指的正是时
尚界的传奇大师———于贝尔·德·纪梵希。

本报记者 徐璐明

“不要跟布料对着干，” 纪梵希说， “每一
种布料都有生命。”

离开纪梵希的 “纪梵希”，
前路漫漫， 走向何方？

时装杂志 《Vogue》 曾作出 这 样
的评论： “这与其说是时装， 不如说
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穿衣方式。”

▲纪梵希与赫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