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之后，法国与夏奥会第三次牵

手，这一百年比法国人的设想要晚了很

多，也艰难许多。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在

设计方面用尽巧思。比如，奥运吉祥物居

然是来自法国帽饰——弗里吉亚帽。“我

们的吉祥物象征着一种理想，而非某种动

物”，巴黎奥组委如是说。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普遍头戴弗里

吉亚帽来表明革命决心，使这顶小红帽一度

成为自由的象征，也被称为“革命帽”或“自

由帽”。在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象

征着“自由女神”的玛丽安娜，头顶上正是弗

里吉亚帽。1789年，弗里吉亚帽与法国人一

同进行大革命，由此改变了国家的面貌。19

世纪末，弗里吉亚帽出现在印象派画家的视

野，见证了他们引导的艺术革命。20世纪

中，弗里吉亚帽在五月风暴中心的圣日耳曼

大道上，引领了文化解放运动。而这一次，

弗里吉亚帽又来到巴黎奥运会完成新的使

命，“以运动引领变革”。不得不说，这个设

定真是有趣且有情怀。

奥运奖牌作为运动员荣耀与东道主

法国独特魅力的璀璨象征，其设计也成为

焦点所在。2024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奖

牌设计任务，交给了LVMH集团旗下的珠

宝及奢华腕表品牌尚美巴黎（Chaumet）。

尚美巴黎创始于1780年，是拿破仑御用珠

宝及奢华腕表品牌。此次，尚美巴黎选取

埃菲尔铁塔的原始铁材，切割成象征法国

国土轮廓的六边形，并通过“巴黎饰钉”的

精巧固定，展现出六边形的稳固与优雅。

奖牌内部镶嵌的锻造金属，精心镌刻了奥

运与残奥会的徽标。而奖牌的另一面，奥

运会和残奥会的设计有所区别：奥运奖牌

融入了希腊胜利女神尼克（Nike），左右两

侧则是雅典卫城和巴黎埃菲尔铁塔；残奥

奖牌以仰望埃菲尔铁塔的景色为意象，两

侧刻有盲文“巴黎”和“2024”字样，以此向

盲文发明者路易斯 ·布莱叶（LouisBraille）

致敬。

法国运动员开幕式服装由法国高级

男装伯鲁提与曾任法版《VOGUE》、现任

《BAZAAR》全球时尚总监的卡琳 · 洛菲

德共同操刀打造：夹克外套灵感来源于

充满中性化与极简主义的复古吸烟装，

彷佛回到了伊夫 · 圣罗兰风潮引领的

1960年代。翻领部分采用了伯鲁提标志

性的抛光处理，并巧妙地将法国国旗的

颜色融入其中。口袋处配有同色系的口

袋巾，优雅且充满细节感，并可以由运动

员们自行抽出变成围巾、腕带或发带。

刺绣部分由香奈儿旗下的刺绣高级手工

坊完成，奢华感拉满：夹克侧面饰有奥运

标志，内侧标签上绣着“所有胜利的工匠

（Artisanofallvictories）”。 设 计 师 表

示，此旨在于让运动员们穿上队服时，能

充分感受到来自伯鲁提以及整个国家的

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女士们的下装有

两种自由搭配选择：真丝裹身裙和皮鞋，

或裤装和运动鞋。

除了这套正式服装，街头服饰品牌Pi 

galle的创始人斯特凡 ·阿什普尔还与法国

运动品牌乐卡克合作，为各个项目的运动

员们设计了系列服装。关于设计理念，阿

什普尔表示：“我们采访了很多法国运动

员，询问他们理想中的奥运服装是什么样

的。他们都说自己希望看起来又美又酷、

并且清新。是的，我们想看起来像法国人，

但不想成为一面流动旗帜。”因此，传统国

旗上的亮白色被调合为了奶油色、米白色

以及蓝白红三种流动混色，使运动员的肤

色看起来更加柔和并富有潮流感，同时又

在面料和版型上兼顾了舒适性。

知名品牌路易 · 威登则奢侈地全包

定制了棋盘格颁奖托盘和奖牌行李箱。

其实，路易 · 威登诞生于1888年的棋盘

格（Damier）是比老花帆布（Monogranm）

更悠远的存在，是品牌重要的代表性元

素。1888年，棋盘格帆布被路易 ·威登的

儿子乔治设计创造，并在1889年第一次

出现在品牌的行李箱上。在这之后创造

出老花帆布的思路是源自于棋盘格，而

老花帆布元素被使用之后，慢慢地成为

了品牌的标志性防伪设计，但路易 ·威登

并不甘心弱化棋盘格，于1990年代重新

调整了设计样式，让棋盘格再次回归。

从当时的广告片能看出来，路易 ·威登最

早的棋盘格配色正是今日这一款棕棋盘

——一个小小颁奖托盘，亦富有如此的

时尚底蕴和沉淀。

今年七月初，路威酩轩集团（LVMH）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巴黎奥运会的高级

赞助商，集团将为本届奥运会、残奥会颁奖

典礼上的515名志愿者提供600套礼服。颁

奖典礼的志愿者将身着该制服，手捧由路

易 ·威登制作的奖牌托盘，为获奖运动员颁

发奖牌。此次的志愿者制服是无性别的，上

身都是饰有金色扣徽的白色马球衫，下身则

为侧身带白条纹的卡其色裤子，宽松自然又

剪裁考究。配饰方面，白色报童帽时髦俏

皮，白色平底鞋轻松舒适，对久站的工作人

员十分友好。整体造型简洁实用又不失复

古，依然是那种巴黎式的毫不费力的时髦。

通常意义上，奥运会颁奖典礼不允许任何商

业品牌标识露出。不过此次LVMH集团为

颁奖典礼志愿者提供礼服和奖牌托盘，在不

露出任何品牌标识的前提下，依然成为全球

瞩目的焦点。LVMH集团形象与环境负责

人安托万 ·阿尔诺（AntoineArnault）在声明

中表示，“志愿者的礼服采用了中性、可持续

和环保设计，以呼应上世纪20年代巴黎举

办第一届奥运会时的风格”。

而路威酩轩官网对这套服装设计的

说明为：

To connect with this heritage,

LVMHhasdesignedoutfitsthatpaytrib 

uteto1920ssilhouettes,markedbythe

birthofsportswear,anaffirmationoffem 

inismandthefirstappearanceofunisex

styles.Thegarmentsemphasizefluidity

andfreedomofmovement.

（LVMH此次设计了向20世纪20年

代廓形致敬的服装，其标志是运动服的诞

生，它是对女性主义的肯定和中性风格的

首次出现，并强调了服装的流动性和运动

自由。）

向100年前的巴黎致敬——这真是一

个悠长又深刻的呼应。那些运动与时尚

传奇人物的剪影与瞬间，在100年的时间

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讲

述着关于创新与美的故事。体育与时尚

的结合，不仅仅是外在的融合，更是内在

价值的共鸣，是对人类潜能无尽探索的共

同致敬。

（作者为时尚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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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里的时尚：
一个长达百年的悠远呼应

徐小棠

“时尚统治世界，而巴黎人统治时尚（Fashionrulestheworldand

Parisiansrulefashion）”——风格偶像卡洛琳 · 德 · 迈格雷曾经如是
说。不论这个说法夸张与否，巴黎百年来为文艺创作者和时尚设计师提供经典
美学灵感却是不争事实。这座全球时尚之都独树一帜的风格与美学，并非简单
标签与刻板印象可以代表。高级时装走到今时今日，时尚设计师们试图以当代
眼光解锁巴黎美学精髓，而此次的巴黎奥运会更是将巴黎许多值得追忆的珍贵
历史，与当代体育的自由和勇气糅合在了一起，缔造了当代精神与复古美学的
平行宇宙。

▲巴黎奥运会主视觉海报由艺术家乌戈 ·加托尼耗时

2000小时手绘完成，绘有巴黎地标、47个运动项目和数以万

计的人物，被誉为法国的“塞纳上河图”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巴黎

奥运会史无

前例地用薰

衣草紫色取

代了传统跑

道的红蓝配

色 ；蓝 粉 配

色的攀岩墙

与粉色自行

车 道 ，将 法

式浪漫呈现

入骨

艺术

巴黎作为时尚之都，与运动以及奥运

会的关联亦密不可分。1889年7月，在巴

黎召开的国际田径代表大会上，被后人尊

称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顾拜旦，首次

公开提出用现代化形式复兴奥运会的设

想；1892年，顾拜旦发表了著名演说《复兴

奥林匹克》；1894年6月23日，在巴黎召开

的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复

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决议，并成立国际奥林

匹克委员会；1896年在希腊举行了首届现

代奥运会，6月23日也因此被定为“国际

奥林匹克日”。作为发起人，顾拜旦曾于

1896年至1925年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

给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打上了

浓重的法国烙印。时至今日，一些国际单

项体育组织的官方语言依然是法语。

2024巴黎奥运会，在诸多创意上尽显

法式巧思，体现了艺术和创意的融合：史

无前例的薰衣草色跑道取代了传统的红

色、蓝色，运动员仿佛奔跑在法国普罗旺

斯的乡间；蓝粉配色的攀岩墙与粉色自行

车道，将法式浪漫呈现入骨；奥运主视觉

海报由艺术家乌戈 ·加托尼耗时2000小

时手绘完成，绘有巴黎地标、47个运动项

目和数以万计的人物，被誉为法国的“塞

纳上河图”；圆形会徽融入了法国著名油

画里的玛丽安娜女神，象征着“自由、平

等、博爱”的精神价值。

而100年前的1924年，正是巴黎上一

次举办奥运会的年份，彼时的巴黎也创造

了许多个“首次”：首次引入了“更快、更

高、更强”（Citius,Altius,Fortius）的奥林

匹克格言；首次在闭幕式上同时升起本届

奥运会主办国和下届奥运会主办国的国

旗，并由此成为国际惯例；首次引入了“奥

运村”的概念……此外，在1920年代还有

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彼时正值运动服

饰的诞生，它极大颠覆和改变了人们的美

学和精神面貌，尤其影响了女性的着装与

生活方式。

时尚之都的运动   ■

也许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

无人健身、时装中不存在运动衫和运动鞋

的世界。然而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

这样，尤其是女性，当时她们穿着拖地长裙

和紧身胸衣，许多体育项目因此被认为不

适合于女士。只有一些高雅的“适合淑女”

的运动项目除外，例如骑马，但必须穿裙装

并使用女士马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女性走

出家门工作，在后方承担起了繁重的体力劳

动，及地长裙和紧身胸衣成为鸡肋。战争结

束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已悄然发生了

变化——在运动场上也开始有女性的身影。

到了1920年代，主流女装一反维多

利亚时代的沙漏型，彻底摈弃了长裙和紧

身胸衣。从机械师式的工作服到飞行员

短夹克，女性穿上了中性风格服装。同时

健美运动也开始形成热潮，女性以巨大的

热情去学习锻炼和塑造身体的肌肉，许多

女性也希望成为真正的运动员。

美国的查尔斯 ·固特异于1839年发

明的橡胶硫化技术，既在早期促进了轮胎

工业的辉煌，又催生了运动装面料技术的

优化——在纺线中加入经过橡胶硫化技

术处理的树胶，便能织出具有弹性的面

料。首先穿着用这种面料织成的服装的

是自行车运动员，很快它几乎成了一种万

能材料取代了羊毛，运动装的款式因此开

始多样化起来。

然而，当时美国运动装技术上的进步，

对巴黎时装界并没有产生什么深刻影响，

设计师们对运动服仍然保持沉默。整个巴

黎只有让 ·帕图和可可 ·香奈儿开动了自己

的运动装生产线——网球服饰和滑雪服。

从19世纪晚期起，网球就是上流社会

闲暇时的一项热门运动，它在美国东海岸和

欧洲非常流行。法国网球运动员苏珊娜·朗

格伦，于1919年至1925年期间六次获得温

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冠军。她优雅自然的着

装及个人魅力，使巴黎设计师让 ·帕图产生

了灵感。帕图在1921年增加了裙装的百褶

设计并缩短了下摆的轮廓，带有几何图案的

网球衣套装，搭配白色无袖羊毛背心和标志

性发带，让整体造型不失力量感又充满流畅

的女性美。这个造型一时轰动巴黎，从此法

国的运动装亦挺进了大胆活力的时代。

帕图本人被称为“全欧洲最优雅的

人”，时尚名声和香奈儿不相上下，对巴黎

时装界有诸多革新贡献：除了第一个创造

了网球服，他还第一个启用美国模特儿

（那时的欧洲人认为美国女人身材粗野，

绝对不适合做衣架子）；第一个将帽子、皮

包与服装一起做整体搭配设计……他本

人热爱快艇运动和度假，因此设计了系列

定制的平纹针织泳装和浴袍。1927年，度

假时晒黑皮肤成为新兴的时尚，帕图构思

了第一款防晒霜产品迦勒底油，这也是前

所未有的。他还设计出了无紧身胸衣的

连衣裙，并参与了标志性的法国“jene

saisquoi（法语：不可言喻的）运动”的兴

起，该运动在法国风格上留下了持久的印

记。帕图曾说，“运动精神难以简单概括，

它们体现了希望和毅力。而衣服不应该

带来困扰，也无需惊天动地，更重要的是

令人真切感受到美丽和愉悦。”

帕图与香奈儿一争高下的事业在

1936年陡然下滑：年仅49岁的他英年早

逝，失去灵魂人物的帕图时装从此无法再

与香奈儿的时装王国争雄。品牌一度停

摆，并于2018年被LVMH集团收购。但

无论如何，让 ·帕图通过更开放的女性形

象彻底改变了运动时尚——运动服、休闲

装、便装裙、泳衣、度假服饰……实用的面

料、大胆的设计与塑造健康的愿望终于相

互结合，运动服饰以多姿多彩的功能与形

态进入到了服装的主流之中。

而可可·香奈儿的伟大绝不仅仅因为她

比帕图更长寿。在一战爆发时，香奈儿用一

种传统制作男士内衣的低成本材料设计出了

单色平织套装、斗篷和大衣。和过去的女士

服装强调胸部曲线不同，这种针织衫的穿着

和搭配都非常简洁，裙子的裙摆较高，让女性

可以舒适地移动、自由地跳舞。在此之前，舒

适、轻松和行动自由的概念在时尚界是闻所

未闻的。她的无腰线针织罩衫，让时尚杂志

《BAZAAR》感到兴奋，将其赋名为“衬衫裙”，

并盛赞它是“20年代所有时尚的真正先驱”。

随着一战结束，“Ann?esfolles”（咆哮

的20年代）到来了，这是一个受经济繁荣

和战后复苏共同推动的繁荣时期。1920

年美国妇女赢得投票权，女性有望获得和

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剪

掉头发、伴着爵士乐整夜跳舞。摩登女郎

成为了20年代最知名的文化符号之一。

在法国，相当于摩登女郎一词的是Les

gar?onnes（“女少年”，阴性名词lagar?onne

衍生自名词“男孩”legar?on）。香奈儿正

是Lesgar?onnes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本人

相当喜欢简化的剪裁，打着领带，穿着男性

化外套与长度到膝盖以下的衬衣式连衣

裙，头发剪得很短，帽子压在额头上。

除了鲜明的个人风格，香奈儿也将男

士服装中的实用元素引入女装，打破了过去

华丽、繁琐的女装风格。在她的设计中，可

以看到大量的直线剪裁、利落的外套、宽松

的裤装和经典分明的黑白配色。她还创造

出了许多新颖款式，并将运动感引入时装风

格：例如针织水手裙、女装裤子、黑色迷你

裙、樽领套装……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前

卫的她率先让法国女性从旧式繁复的着装

传统里解放出来，放弃束胸，穿上了裤子，创

造了能自由呼吸的时尚潮流。可以说，可

可 ·香奈儿紧紧抓住了时代精神，并终身致

力于为“活跃而独立的女性”打造服装。

此外，香奈儿还在1920年代为位于瑞

士东南部圣莫里茨的当地女士们制作滑雪

服。滑雪在上世纪初是一项贵族运动，滑雪

服大多由厚重的羊毛和法兰绒衬里制成。

拉链技术被引入后，滑雪服可以分层脱卸，

更易穿脱。1924年的第一届冬奥会，使滑

雪服的功能性日益重要，一些专业运动装配

制造商开始尝试防水和弹性面料。有了新

的材料，一向大胆前卫的香奈儿在设计中一

改以往庞大笨拙的滑雪服面貌，令紧身的滑

雪服在时尚界掀起一股热潮。它们不但更

加轻便时髦，还可以有效提高速度。

之后，二战又来了，香奈儿在战争期间

关闭了自己的商店，移居瑞士。战后的1947

年，年轻设计师克里斯汀 · 迪奥以“New

Look”重新在时尚界发动了沙漏风潮。在香

奈儿眼中，这些是她在1920年代就已抛弃的

东西。面对席卷巴黎的“女性化”风格，步入

老年的香奈儿重新杀回时尚界，并在1960

年代推出了经典的小香风套装——女性可

以穿着它随意行动，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

香奈儿一生将女性与行动置于创作的核心，

致力于体验新的时尚方式。

从一生潦倒的固特异，到咆哮的花

花公子帕图、时尚先锋香奈儿……时尚

与创新，运动与艺术，这些看似多元的因

素在时代语境与文化熔炉中不断碰撞着

新的火花，共塑着时代的精神。

运动与时尚，来自    年代的咆哮■

当时髦沉淀了一百年■

▼法国设

计师布兰奇设

计的1924年巴

黎奥运会艺术

系列明信片

▼1921年，巴黎

服装设计师让 · 帕图

为法国网球运动员苏

珊娜 · 朗格伦设计的

网球造型，增加了裙

装的百褶设计并缩短

了下摆的轮廓，带有

几何图案的网球衣套

装，搭配白色无袖羊

毛背心和标志性发

带，让整体造型不失

力量感又充满流畅的

女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