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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的现代时装设计始于战后的 1950 年代，经过短短的 20-30 年的发展，具有独特东方魅力的日本现代时装设

计终于在 1970年代的反时尚浪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在传统

文化不断被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有必要创造性地挖掘传统文化并塑造世界独特的民族设计风格。本文从日本民族精神文化特

征进行分析、参考，总结了日本服装设计的特征，寻找融合在其中的独特艺术风格，探索将东方传统与现代时尚融合的原因，

并从传统路线上回应当代设计的需求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寻找设计和创造的新空间，探索未来创造的可能性，并以新鲜的活力

和民族特色塑造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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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研究背景

经过短短 20到 30年的发展，日本的时装设计迅速发展，

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有影响力的设计大师，在民族传统的基础

上创造了独特的设计风格，以其独特的东方魅力征服世界。

并确立了其作为时尚大国的地位，它成为了东方时尚文化的

风潮，甚至媲美于西方的时尚力量，它把国家精神文化带入

世界精神，发扬传统，强化未来精神；它成为了东方的一股

力量，基本上可以取代西方：它把国家精神带入世界精神，

发扬传统，增强未来的精神力量。体现了东方和西方各种哲

学和美学概念的互补精神和魅力，这是当今时装设计应展现

的时代精神，它们善于吸收传统的营养，日本这种独特的文

化遗产使他们能够追求“工艺”意义上的“能力”的理想，正是

由于东西方元素的融合，才出现了许多大师级层次的人物。

这反过来影响了日本乃至世界的时尚，日本服装设计之美受

到高度重视。更不寻常的是对作品所处时代的深入解析，以

及对文化层面和品位的的深刻发掘和提炼。以往研究更倾向

于中日传统服饰对比的研究，但是对于日本传统服装的多重

特点的分析还有待考究，本文基于早期研究的日本文化之间

的联系，进一步分析与日本文化相结合的日本服装设计的特

点。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尹菲菲（2017）论述的《当代服装设计中文化挪用现象》

一文通过对中国和日本两国传统服饰的对比，认为文化挪用

的概念具有双重意义，是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的一种现

象，文化挪用现象频繁发生于时尚界并在服装领域不断反映

出各种文化与社会问题。在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下，文化挪

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并伴随着强烈的矛

盾属性。

佘潇潇（2019）的《三宅一生设计中的身体意识研究》

一文通过对近代设计师三宅一生的考察，他认为三宅的职业

人生正好处于西方现在时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三宅本

身所具备代表东方文化的特质为整个行业添加了更多的文

化元素，同时西方时尚文化的运营模式对于三宅的成功提供

了更多的帮助和便捷，种种原因共同诞生了集东方、西方、

传统和现代于一身的三宅标志性的品牌。

陈先芹（2018）在《基于解构主义的服装设计研究与应

用——以日本设计师为例》论文中认为，日本的设计师尽管

不断地尝试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但现状都不太理

想，始终没能帮助日本文化特征的服装代入国际时尚舞台。

他打破了日本服装设计师“民族是世界”的错误认识，在设计

上，要真正以人为中心，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不能够

限于形式，还需要真正设计“日本风格”的服装。

2.日本的民族精神——和魂

除了经济、技术和历史可能性的因素外，明治维新以来

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和魂”的重要性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

逐渐苏醒，一百年来，日本还具有冲突与共存、融合的文化

特性，它创新出一个集西方和日本文化于一体的全新文化领

域，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日本和西方的文化结合体。

而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通过创造性的转变，日本的

传统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文化。这种融合贯穿了文化和社会的

角落，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崭新面貌，随着时间的流逝为日本

文化增添了新的魅力。创意转型的力量是大和民族的独特灵

魂，它是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有灵魂——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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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放包容性

日本民族在保存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过程中，对外国文化

一直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区别于中国的原始文化之处，

日本文化是继发性的缺乏文化创意。因此，日本一直以引进

外国文明来完善自己的文化多样性，由于日本文化的这种延

续性，日本自古就有学习和接种异国文化的倾向，古代日本

吸收了中国的唐文化，然后很好地融入了日本的风格。在设

计方面，唐代文化在日本古代的融合，德川时代的荷兰文化

的融合，西欧的古典文化的融合等，都将成为学习和模仿、

窃取的最佳途径，明治维新时期和二战后美国的“现代和后现

代文化”最为突出。

2.2 实用性

由于日本文化中缺乏绝对价值观念，日本人只关注现实

利益，其价值取向和民族特征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这

种实际行为不仅导致日本民族和文化缺乏理性的光辉，而且

还产生可感知的色彩。他们了解到，西方文化中的先进科学

技术对日本是有益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长期的积极支持

和科学技术的大力引进，日本将无法在现代化道路上奔驰。

如果要从未知中发明和创造，那么日本理想就是建立在某些

成品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是更舒适，更实用的

产品。

大和民族的灵魂是“和魂”，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实用

性。前者促进后者发展，而后者则增强前者，创造出许多独

特的文化景观。

3.文化特点

文化特征基于历史和地理，所谓的“日出国”位于亚洲的

最东端，在四个季节中都有丰富的降雨，气候温暖潮湿，茂

密的森林散布着长长的绿色韵律，在新鲜的空气中，带有一

些水分和甜味，雾霾经常造成雾蒙蒙的场面，日本的岛屿融

入了柔和的自然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独特的自然和气

候条件下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

的。在 12世纪—13 世纪佛教禅宗传入日本之后，这种自然

的历史环境和旨在“中和”的政治和经济形式形成的这种日本

文化可能是混合文化。在幕府的支持和保护下，它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并渗透到日本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不仅对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和生活态度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

日本人的审美品味和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像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自然的地理条件、历史传统、

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式对于创造独特的日本文化特征也很重

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3.1文化中的“调和、中庸”

日本人充分吸收了自然环境和气候中的营养，形成了和

谐、中庸的特征，日本学者称其为“中正”，即它不是中心，

也不在旁边。相对主义的态度和在判断事物上的妥协，即中

庸的态度。

日本人的这种特性与其自身文化形式的心理特征相似，

日本学者指出，文化形式的共存模式和广泛吸收模式是吸收

外国文化的重要内部协调机制，因此，日本的文化结构既复

合性又多层性。它的根源包含各种复杂的元素，即原始的地

方文化和神道文化。通过创造力的融合和转化，本土文化和

外国文化进入了现代化，日本文化史以调和的形式展开。

日本人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标志，柔和的中间色为主

题，追求精神美为目标，可以说和谐与节制是日本特色的根

本和主要方面，是日本文明生存与统一的精神基础。

3.2文化中的“精致、纤细”

日本人居住的面积很小，大陆几乎没有广阔而严峻的自

然景观。由于它们仅与小景观接触并被温和的自然环境所包

围，因此塑造了他们的温柔感觉和温柔情感。他们愿意追求

小巧精致的事物，而不像大陆国家的人民那样强调宏大。

日本人甚至喜欢的花木也小，王室把菊花当作王室徽

记，但民间却赞扬了精美的樱花，它很小、不香，但非常细

腻，成为日本人心中的国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人也

表现出这些精致的特性和举止得体，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都

使用筷子，但日本筷子比中国筷子短小很多，从汽车到玩具、

餐具，所有的日本产品都很精美，强调轻巧、薄、短、小。

日本人的精致特征和由此形成的审美意识不仅体现在

外表上，而且还体现在思想和感情上，特别是日本艺术的精

致表现和简洁形式最适合表达日本人的精致感受，尽管作品

不大气磅礴，但它们温柔而精致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

3.3文化中的“简约、优雅”

日本优雅的自然环境和禅宗的朴素思想极大地影响了

日本人简约和淡泊的特点形成，总的来说，日本艺术以柔和

朴素为外观，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绘画很少追求

复杂的结构和强烈的色彩，但大多是简单而优雅的结构，追

求中间色彩，注重线条的简洁性和色彩的冷淡。它以优美优

美的口感和沉稳的韵味为主要成分，日本音乐的旋律是单调

的，却蕴含着无限的美妙味道，让人感到持久的魅力。日本

舞蹈的动作是缓慢的，但却显示出内在的张力。日本诗歌相

对较短，表现出错位的句型和不均匀的线条，但可以准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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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到面前的风景和瞬间现象，这与美丽的变化和无限的境界

相关，这更加有趣和深刻。在日本茶馆的中，墙上只挂着一

幅画卷，花瓶里只放了一朵小花，以反映禅宗的境界：“一无

所有，一无是处”，但这也是与简单的审美意识有关。

3.4 文化中的“含蓄、暧昧”

日本人的特征是直觉的，而不是理性的，他们对事物的

观察常常直接诉诸感觉，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基于敏感

性，但根据“感觉的局限性”原理，它集中于主观内在表达。

感觉非常隐含和模棱两可，日语最能反映日本人的特征，其

歧义性很强，常常缺少主语和宾语。因此，外国人说日语是

一个“谜语”，而日本人认为仅仅显示日语的美是不够的，这

些隐含和模棱两可的特征在艺术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艺术语

言不注重直接表达，而是注重含蓄和暧昧的感觉。无论是关

于材料还是表演内容和技巧，它都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这一特征不是形式，而是艺术意念和晦涩风格的倡导，日本

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委婉、自然而随意，着重探讨内在的气韵。

3.5 文化中的“外柔、中刚”

日本文化的特点是外柔、中刚的两面特点，以日本美术

史的发展为例，绳文化时代的日本陶器造型奇特，诅咒且富

有生命力，而随后的安成时代的陶器造型简单而愉悦，由绳

文化和安成两种文化共同形成。一方面，它既强大，又暴力

又复杂。另一方面，它既柔和、快乐又简单，而柔和而简单

的艺术形式却在其中包含了强大而复杂的元素时成为了外

表。最早民族诞生的特征已经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特征和日

本民族精神结构的特征。

一面使用樱花，另一面使用刀，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独

特和最分裂的民族，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两个方面并没有

完全不同；尽管日本人处于两个极端，但他们有能力将两个

极端融合在一起。对于日本现代设计，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

中，传统与前卫之间的矛盾，一些擅长缝制的日本人可以将

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和时尚，可以震

惊世界。

4.日本服装设计的文化特点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本设计师实现了自己的时装

梦想，从传统到现代，大师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将东方哲学

与现代风格和自然融为一体，并通过对传统的渗透，一次又

一次地深入更高和更深的领域。在实验和创作中得到了改进

和诠释，时尚荒野中的每一次冒险都是对未来创意空间的挑

战，是思想和灵感的火花，以及自由生活的喜悦，不妥协的

个性和特征是当代时尚游戏的规则。

4.1融合观念

日本人精神结构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和”的追求上，日

本所谓的“和”是指将不同的事物融为一体，将对立的事物融

合在一起，实现适度的融合，实现和谐统一。日本人追求心

理、思想、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这也是日本美学的最高理想

和最高美，融合是日本设计的潮流和时尚。融合这一概念是

日本人对服装的一种全新理解，他们协调了东西文化的融

合，发现了民族的审美习惯，发掘了日本文化最深的东西和

西方最广泛的东西，并使其融合方面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

置。融合了高端时尚与日本传统美学，它融合了自然，禅宗

思想和华丽的装饰。同时，它强调简单的美学，作品既具有

都市现代感又具有优雅和神圣性。佘潇潇（2021）三宅一生

在设计中强调东方精神和独特的艺术观念，就像他的时尚认

可一样，他有时会利用房间微弱的声音与模型观念进行协

作，大自然的声音与他的服装空灵的艺术理念完美融合。当

光线时亮时暗时，无表情的模特，神秘又纯净的衣服似乎到

达了空虚的宇宙。

4.2自然本色

日本人具有独特而强烈的自然意识，他们对自然之美有

着敏锐而细腻的感觉，并且拥有丰富的艺术知识，形成了日

本的自然美学原则，可以向自然学习并与自然联系，将自然

观相结合。在色彩上，经过多年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一种难

以表达的自然美。这种沉闷，深色和内敛的色彩反映出空虚

而神秘的禅宗世界。回智光（2021）在《日本服装设计中的

美学价值》一文中提到高田贤三（Kenzo Takada）的大胆机智

设计和富有想象力的色彩结合了自然主义和日本传统，激发

了西方人的好奇心，超越了东方风格。日本设计师在面料选

择中大多使用羊毛、麻、丝绸、棉等天然纤维，三宅一生甚

至使用纸张、丝绸、绢、竹子等天然材料制作作品，他们对

材料的精神和天然感寄予厚望。由于万物有灵论，日本设计

师对自然的态度是谦虚和尊重的，因此他们对材料的态度符

合他们的初衷，不会完全改变材料的原始风格，由于质地丰

富，给自然添加了些许风味，日本设计师不仅将自然主义视

为一种形式元素，而且还注重魅力。同时，他们融合了自己

的感受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他们营造出一种具有自然光环

的特殊氛围，使作品具有自然的灵魂。

4.3“咔哇伊”元素

为了深入剖析日本时尚的精髓，日本人通常会用这句话

赞美漂亮可爱的女孩，即“卡哇伊”。可爱这句话在法国很少

见，而且在美国却很少见。“可爱”确实是日本大众女性都在

追求的审美标准。并已成为日本女孩的最大特征，有些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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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成童话女孩，无论是粉红色的柔软的衣服，还是黑色连衣

裙和黑色裤子，都给人以美丽的感觉，这可能是由于日本长

期存在的男性主义的影响。女人不一定要美丽，但必须小巧、

甜美、温柔和体贴，以使“卡哇伊”成为日本女性骨子里对美

丽的定位。对于日本女性服装，几乎没有女权的大气，始终

是柔软、美丽或整洁的服装，卡哇伊不仅是日本女性独有的

特点，也是日本特有的文化特征之一，融入了服装、漫画、

玩具等文化商品。这些产品在全世界销售，随着日本文化传

播到全世界，“卡哇伊”成为世界潮流，影响着全世界。

4.4 简素精神

总的来说，日本艺术以柔和和朴素为外观，却蕴含着深

厚的精神内涵，日本美的朴素和以朴素求美的艺术思想并没

有让日本设计走上弯路。日式设计以简约精致的风格，在最

纯净的自然和最大的简约中展现出其极致的美感，朴素典雅

的自然环境和禅宗的简约精神形成了日式简约与冷漠的特

征。从设计上体现，结构简洁大方、色彩淡泊、寓意沉稳，

朴素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美的升华和更高的复杂性，

许多日本时装设计师的镇定、僻静、干净、朴素的特点，是

日本文化和日本禅宗精神的自然体现。传统和未来主义，东

方和西方在日本设计师的手中都有诗意的味道。

4.5 完美细节

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从“美”一词的词源学上，我们

知道日本人称其为“美”，因为它又小又精致，日本人生活在

一个狭小的世界中，没有大而严谨的自然景观。它们仅与小

规模的景观接触，并被温柔的自然包围，从而塑造出它们的

细腻感觉，它们喜欢细腻的事物。日本人的精致个性使日本

人的审美优雅而精致，他们相信完美而狭窄的细节空间可以

到达广阔的宇宙。追求完美细节是一项艺术活动，对生活和

精神意义非常有意。在时装设计中追求精致的细节定义了高

贵的品质，注重做工是日本服装业的精髓，可以无限制地对

设计进行破坏和修补，但做工必须一丝不苟。无论是精确的

折痕，皮草和线的缠结，还是绣花和流苏的结合，工艺都精

湛细致。日本是一个传统的手工艺国家，追求手工艺的完美

和精致，甚至达到了艺术和道的水平。

5.结论

日本服装设计是基于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设计风格征服

了世界，成为了可以与西方抗衡的东方时尚力量，民族精神

融于世界精神，传统精神融于未来精神，得以强化和体现。

东方和西方在不同的哲学和审美观念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精

神和魅力恰恰是当今服装设计必须展现的时代气韵，它们善

于吸收传统的生活艺术并将其吸收培育，他们对完美的追求

实际上转化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能量。对非凡时代的理

解以及对知识水平和精神品味的深刻磨蚀和完善使日本在

时尚界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日本的时装设计强调个性和独创性，日本服装设计以丰

富的形式语言和出色的设计技巧，以最适合的服装词汇表达

了他们对生活世界的感知和态度。有时他们不拘一格，有时

他们很奇怪，他们成功挑战并叛逆了西方时尚传统，并彰显

了日本服装设计的反思想个性。

日本服装的精湛工艺，优美的风格，传统与前卫特征的

共存恰恰是对日本文化特征中美学和破坏的两个极端的诠

释。日本服装设计风格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被吸收和完善，

并以一般的设计风格向世界展示日本设计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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