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的设计师可以在成衣秀上大

胆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 但在高定秀

上 ， 这些以设计 “爆款 ” 出名的设

计师 ， 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经典

致敬。

街头风格在逐渐走下坡路， 越来

越多的时装品牌开始回归优雅与奢华

的面貌。 为何？ 有人说， 高定周已经

成为二战后一批设计大师开创的时装

美学的最后一片净土， 也有人说， 这

意味着人们开始厌倦了爆款风和街头

风。 毕竟， “街头风” 就是作为一种

“小众文化 ” 在时装界受到追捧 。 而

当这些风格摇身一变成为 “大众潮

流 ” 之后 ， 也就不再迷人 ， 失去了

“小众” 本身的魅力。

在所有向经典致敬的时装秀中 ，

纪梵希的高定秀无疑是最受到关注

的。 这不仅仅因为这是纪梵希的创意

总监克莱尔·怀特·凯勒的第二次高定

秀， 更因为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于

贝尔·德·纪梵希于今年年初去世。 时

装秀开场之前， 克莱尔·怀特·凯勒在

后台表示， 纪梵希去世前三个月， 他

们还碰过面。 “他的离世让我意识

到 ， 我必须将他的设计遗产传承

下去 。 ”

毫无疑问， 这个系列的灵感来自

于纪梵希以及他的缪斯———奥黛丽·赫

本。 怀特·凯勒将品牌中最具灵魂的

经典黑白融入到整个高定系列设计

中， 奠定了该系列的色彩基调。 纪梵

希为影史经典 《蒂凡尼的早餐》 中奥

黛丽·赫本所设计的小黑裙也在此次

系列中得到了重新的演绎。

怀特·凯勒表示 ， 在设计这一系

列时， 她希望用自己的设计语言去改

写、 重现纪梵希的经典。 “我不希望

秀场中有太多赫本的痕迹 ”， 她说 。

“我没有按图索骥 ， 而是尽可能地消

化我所学到的东西”。 她翻阅了大量

的资料 ， 发现了 “斗篷 、 领口和建

筑” 这三个关键词。

“档案中 ， 纪梵希的有些设计让

我十分惊讶 ， 而我之前居然对此一

无所知 。” 最让她惊艳的 ， 是纪梵希

对金属的运用———他把金属打成各

种形状 ， 有的变成硬朗的颈链 ， 有

的则幻化为新月形的发饰 。 这些设

计细节 ， 都在怀特·凯勒的时装秀中

一一再现。

这场时装秀的秀场设置在法国

国家档案馆 ， 有着金属质感的 T 台

上倒映出装饰在秀场里的栗子树和蓝

天白云。 整个秀场散发出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气氛。 这样的安排， 是为了

向高定时装的 “黄金时代” 致敬。 而

纪梵希 ， 正是将这个时代推向高潮

的不可或缺的设计大师。

该系列的最后一套衣服， 重现了

奥黛丽·赫本在 《蒂凡尼的早餐 》 中

身着经典小黑裙拿着法棍在橱窗前的

优雅一幕。 这件礼服在原作的基础上

略微改动， 增加了连帽的部分。 这些

经典的元素在怀特·凯勒手中 ， 不仅

保留着女性化传统优雅的风貌， 更被

赋予了当下摩登率性的女性形象。

选择向经典致敬的还有以 “脑洞

大开” 而出名的维果罗夫。 为了庆祝

该品牌成立 25 周年 ， 设计师选择一

头扎进档案馆 ， 将这个品牌 25 年中

最 “经典前卫 ” 的设计进行重新展

示。 与纪梵希不同的是， 他们的致敬

更加直白， 不少设计几乎是照搬了原

版 。 这些作品包括 2015 年的枕头连

衣裙 、 2008 年的 “NO” 外套 、 2010

年的镂空晚礼服 ， 以及 2016 年的超

现实主义礼服。

对经典的复制是否意味着传统美

学的回归？ 让我们拭目以待。

摩登而造型迥异的建筑就像是女

性千变万化的姿态。 早期在欧洲掀起

的建筑和艺术融合的风潮， 亦为时装

开启了一扇大门 。 迪奥的经典设

计———束腰夹克 （Bar Jacket）， 就开

创性地用立体的廓形极致展现女性的

线条 ， 而克里斯汀·迪奥也因此被称

为 “时装建筑师”。

在今夏的高定周中 ， 建筑所带

来的不竭灵感依然在秀场上大放异

彩 。 纪梵希系列中的礼服就带有鲜

明的建筑轮廓 。 如皮革大衣中硬朗

的肩部造型 、 礼服下半身的郁金香

造型 、 盔甲般的廓形披肩 、 “半遮

面 ” 的一字形设计等 ， 无不呈现出

鲜明的建筑廓形特色 ， 颇有柔中带

刚、 英姿飒爽之势。

中国设计师郭培也在此次高级定

制系列中将设计视觉聚焦在 “建筑 ”

之上。 她将中世纪罗马式建筑的沉稳

秩序、 哥特式建筑的轻盈体现在服装

的廓形与细节之中， 通过面料和剪裁

描绘建筑带来的仪式感。

而在巴黎高级定制周最后一天登

场的艾莉·萨博 ， 则从巴塞罗那的建

筑中汲取灵感。 设计师表示， 高迪的

设计作品， 尤其是圣家族大教堂， 成

为主要的设计灵感来源。 与其他设计

师强调服装的整体建筑结构不同， 艾

莉·萨博的设计师选择了将建筑线条

与服装的细节相融合。 比如， 建筑结

构化的袖子成为设计师的一个颇受欢

迎的新元素———袖子从紧身胸衣延伸

出来， 将手臂包裹在一个格子状的结

构中， 让人联想起著名的圣家族大教

堂的外形。

在时尚界中， 有一部分设计师热

衷于从自然和动物世界中汲取灵感 。

各种动植物的图案和纹路， 成为布料

印花、 刺绣和装饰品的一大主题。 这

一季的夏帕瑞丽便是把这个元素做到

了极致， 以描述动物形态的印花纹路

作为基调， 立体廓形的上衣口袋令动

物野性跃然而出。 立体花卉通过丝线

刺绣栩栩如生， 大胆的色彩运用与印

花互相碰撞。 T 台上， 模特戴着蝴蝶、

飞虎、 大耳兔和鸟儿的面具走过， 颇

具超现实主义的风范。

不过， 难道设计师们仅仅止步于

用印花复制动物花纹吗？ 答案是否定

的。 在科技的帮助下， 设计师不但可

以将动物纹路展现在布料之上， 甚至

可以用时装表现动物运动的形态。

荷兰设计师艾里斯·范·荷本在本

次时装周上， 利用 3D 技术向人们展

现了当代时尚界尚未大规模涉足的领

域。 材质与结构之间的思考， 让这位

先锋设计师在高定周中赚足了眼球。

尽 管 整 个 系 列 只 有 17 个 造

型———相当于其他设计师动辄几十个

造型相比， 这算是少的。 然而， 艾里

斯·范·荷本在这 17 种造型中 ， 呈现

出飞行中鸟类的羽毛和声波的运动模

式， 突出了自然生物学和人造技术的

融合。

“作为一名曾经的舞者， 我仔细

观察了鸟类飞行的细节和鸟类运动中

错综复杂的回声形态。 鸟儿的运动轨

迹让我着迷，” 艾里斯·范·荷本说。

她使用计时摄影技术———一种维

多利亚时代的摄影技术———寻找织

物、 布料的质感与羽毛在飞行过程中

的移动方式之间的相似之处。 “我将

时间放缓， 定格在每一瞬间。 这让我

能够分解普通织物的垂感， 从而将布

料相互交错层叠， 犹如羽毛的层叠重

新呈现。” 她说。

鸟儿的动态用数千层双色欧根纱

来诠释。 用激光裁剪的欧根纱， 与聚

脂薄膜和纯棉相衔接。 这种复合面料

经褶皱处理， 以不同方向折叠再层叠，

将动态放缓 ， 展现出设计师心目中 ，

鸟儿振翅飞翔时的羽毛形态。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复杂 。 光看

文字描述 ， 人们甚至无法想象设计

成品将是怎样的呈现 。 不过 ， 作为

消费者 ， 无需为此操心 。 设计师们

在高级定制周中展现出来的对面料 、

线条的处理和服装美学思考 ， 最终

将自上而下地影响我们日常的穿着

与审美。

有媒体评论 ： “高级定制一直

在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 以及昂贵

价格标签的合理性。 设计师们在街头

风和休闲风引领潮流的世界里， 展示

着高定的极致美感和匠人的巧夺天

工 。” 确实 ， 也许这就是高定时装的

意义所在———创造一个能够让我们逃

离现实生活的梦幻世界 ， 哪怕只有

十分钟。

▲纪梵希史上最经典的

奥黛丽·赫本小黑裙在设计中

得到了重新的演绎， 增加了连

帽的部分

自然与科技：

开拓时尚的未知领域

建筑廓形：

为时装开启了一扇大门

相关链接

复制经典：

是时候回归传统美学了？ “高级定制”：
消亡或是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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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te Couture” (高级定制时装 )

正式进入英文词典的时间大约是 1908

年。 从 1945 年起， 法国政府对 “高级定
制时装” 行业定下了一系列准则， 最后
只有法国的香奈儿、 迪奥等 20 间公司获
得了生产高级定制时装的资格。 上世纪
50 年代， 由于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
们对奢侈的追捧， 高级定制业迎来了它
的黄金时代。

高级定制是法国服装最引以为豪的
奢华象征， 高级定制服不同于我们平时
购买的批量生产的成衣， 它是为顾客量
身手工订做、 独一无二的顶级华服。 每
一件高级定制服都要经过几千小时的手
工制作， 需要众多工人完成精密复杂的
工艺， 数次的试穿及修改。

但好景不长， 上世纪 60 年代之后，

由于高质量的成衣的大规模生产和其产
生的高额利润， 使很多时装品牌转而投
向成衣市场， 高级定制的市场便开始了
一路下滑。 从 1993 年开始， 几乎每年都
有品牌退出高级时装发布会。

近些年来， 高级定制服装市场在不
断地萎缩， 而价格却不断上升， 因此全
世界范围内， 高级定制的消费者不会超
过 2000 人 。 就连日进斗金的好莱坞明
星， 很多也只能靠时装品牌的赞助才能
穿得起高级定制的礼服来出席各种颁奖
礼。 同时， 由于机器生产水平的日益提
高， 不少高级定制客户转而投向了价格
相对较低的高级成衣市场。

市场狭隘， 成为高级定制服装业屡
屡被称为 “夕阳产业” 的主要原因。 顶
级时装设计师为了一套定制服装往往一
掷千金， 甚至为了寻找一枚铜扣而环游
世界， 也成为高级定制业被人诟病的重
要原因。

那么， 高级定制为什么没有彻底消
失？ 不仅是因为法国政府把这种时装文
化作为国粹一般加以保护， 更是因为高
级定制服装是时装业和各大品牌的灵魂
所在。 正如华伦天奴的总裁斯坦法诺·沙
西接受采访时所表示的那样： “高级定
制意味着极致 、 优美 、 一对一的关系 、

豪华奢侈。 我们并不指望靠高级定制赚
钱， 但它是我们的形象核心， 是品牌的
精华。”

时尚的年轮总在轮回中寻找生机 。

出乎人意料的是， 高级定制业不但没有
消亡， 反而在近些年因为新鲜血液的注
入而出现了复兴的势头。

在今年的高定周上， 以 3D 打印设计
时装而出名的荷兰设计师艾里斯·范·荷
本就以一场生物与科技融合的时装秀 ，

向人们展现了时尚未来可能发展的道路。

确实，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 曾
经遥不可及的事物变得唾手可得。 时尚
亦是如此 。 有人预言 ， 借助 3D 打印技
术， 设计师们可以轻松地将自己的设想，

在电脑上做出 3D 模型， 然后打印出来，

这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 。 再配合 3D 扫
描技术， 设计师可以轻松地设计出符合
用户形体的服饰。 而用户只需购买一张
设计图纸， 就能在家将自己想要的款式
打印出来。

当这一天来临时， 相信高级定制将
依然存在。 毕竟， 纯手工打造、 不惜工
本付出， 这些口号， 不管何时都能打动
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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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巴黎， 最引人瞩目的时尚事件莫过于
高级定制时装周的召开。 在各大品牌的设计师不
断换血的今天 ， 一大批年轻设计师开始崭露头
角， 也为时装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从高级定制周中， 我们可以解析出当下的时
尚趋势： 经典美学的回归、 建筑廓形的再利用 ，

以及科技在时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高
级定制， 这个曾被断言将被时代所抛弃的时尚瑰
宝， 在潮流轮转中并没有褪色。 设计师们在高级
定制周中展现出来的对面料、 线条的处理和服装
美学思考， 最终将自上而下地影响我们日常的穿
着与审美。 也许， 这正是高级定制时装周的魅力
所在。

时尚买手们，
经典美学又回来了

本报记者 徐璐明

▲在科技的

帮助下， 荷兰设

计师艾里斯·范·荷

本在本次时装周

上用时装呈现出

飞行中鸟类的羽

毛的运动模式

荨中国设计师郭培在此次

高级定制系列中将设计视觉聚

焦在 “建筑” 之上

荩以手工艺的繁复和装饰物的奢华而著称的杜嘉

班纳将此次时装秀搬到了户外， 繁花似锦的设计与自

然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