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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构主义是对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的一种批判与否定，它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追求形式上的高度自由。它强调语言
与思想的自由性，即使这种自由还是需要局限在形式美学的条框之中。解构主义风格服装不以人体为出发点，即其不以塑造人体美或
者不以塑造人体美为唯一目的，其打破了人体和服装常规性的审美取向，更加地注意表现一种时代精神，以获得一种服装设计和结构
方面自由的“快感”，实现服装设计的创新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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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构主义的定义

20世纪 80年代，在西方设计领域，解构
主义开始兴起。从这种风格的哲学起源来
看，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最早提出其思想基
础。在上个世纪 60年代，通过对语音学的精
深造诣，他开始对结构主义进行思考和批
判。一系列的总结之后，首次提出“解构主
义”的思想理念。根据他的观点，不应该过多
的强调单独个体的结构。这是因为通过特定
的符号，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真实
的面貌。相反，与其过多的去探讨单独个体，
还不如被整体结构进行思考。根据海德格尔
的观点，哲学发展的最大特征就是形而上
学。正是因为将已经“存在”的事物视作“在
场”的事物，因此形而上学本身就带有很强
的“在场”的特征。通过纵观西方哲学界的
“在场的形而上学”，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种
支配性的原则或者中心词汇，并且决定了人
们看待事物和探求真理的逻辑。逻辑的存在
具有客观性，而且可以说是永恒不变的，如
果违背了逻辑，人们的思考和实践都会出现
偏差甚至错误。
对于这种将逻辑思维中心的传统观点，

雅克德里达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对
其进行批判。在解构主义者看来，将逻辑视
为中心，导致世界出现过多的单元化，因此
需要将这种趋势及其秩序打破。在对秩序这
一话题进行思考时，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秩序
方面，还包括伦理、道德、婚姻以及社会公德
等各个领域。另外还包括个人及群体的意识
秩序，比如抽象思维、认知和创造习惯等。恐
怕就是要打破单元自序，从而形成更符合这
个世界的、更具有有合理性的秩序。

2 解构主义艺术风格服装的设
计准则

总体风格上：在进行服装设计时，如果遵
循了结构主义的逻辑思维，所产生的风格极

具复杂性，又具有简约特征，而且平时变化十
分的丰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如果运
用解构主义来进行设计工作，就会表现出特
别明显的反完整性特征，而且打破了设计常
规，对现有的时装设计领域的秩序构成冲击。

形式法则上，如果遵循结构主义设计逻
辑，要避免出现过于绚丽的外表，色彩等元
素的运用也要显得低调。要体现出典雅的风
格，因此所设计的内容显得结构十分严谨。
但是，不会给人带来呆板的感觉。体现出设
计感的大气的同时，还可以给人带来细节方
面的感动和浪漫。通过对时尚元素的合理把
握，能够将其融入到工艺的精湛细节内，能
够给人带来风雅与活泼相融合的视觉冲击。
如果要做出具有完美风格的设计，需要

设计者具备较高的形式处理经验。如果技巧
把握到位，通过一系列的不规则感，能够给
人带来强烈的缺陷美。比如，在进行袖子和
领口等元素设计师，要增加袖子的随意感，
就需要采用不同的纱料，使得不同的元素可
以反衬。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给人带来一
种轻松感，让人感到有趣。就连在时装展示
的编排上也会刻意去寻求这种风格。例如，
模特展示服装的过程中，并不要求具备规范
的 t台走秀风格，东莞可以通过南伞的动作，
给观众传达出小女孩一般的风格，有一点点
坏，但是同时又很天真。

3 解构主义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3.1 对服装结构的解构
在服装造型过程中，首先需要具备相应

的服装结构，这是提升和传达造型效果的前
提。在普通人看来，在运用解构主义进行设
计时，通常只会停留在对现有的结构进行打
破和重构的层次上。如果基于对形式美感的
追求，如果设计师的思维和偏好存在差异，
设计作品也就存在很多不同之处。

完成对作品的结构以后，会给人带来一
种“未完成”的感觉。部分作品似乎并未缝

合，作品好像存在面料等的缺失，一些作品
似乎还未锁边。但正是因为存在这些视觉方
面的意外感，才会形成新的设计模式。尤其
是对于设计师，可以有更大的空间进行二次
创作。对于部分已经设计结束的作品，再进
行穿搭时，能够根据心情和风格进行灵活的
搭配。例如，可以灵活的变换肩带的搭配、随
意的对裤腿进行长短调整等等。如果按照解
构主义进行作品设计，可以给设计者带来更
多的自由，而且还可以给观众更多的参与自
由，达到“观众所见即为所是”的效果。
3.2 对服装图案的解构

按照传统的设计风格，会采用四方或者
二方连续图案的元素。但如果对其进行解
构，这一类元素就不复存在。Bernard van
Willhelm是知名的解构主义设计师，作为安
特卫普六君子的成员，他所设计的作品极具
爆发元素。虽然与传统的审美观存在不合之
处，但是却能够极具吸引力，而且能够让人
眼球感受到剧烈的冲击。通过爆发性色彩元
素的运用，能够给人带来满满的能量感。他
对于网络元素十分关注，而且首次将 DC唱
片等应用到设计中。他特别重视在运动、童
话、传说和昆虫等中寻求设计快感，其作品
带有强烈的反规则感，而且十分夸张和怪
异。但正因如此，才给人带来浓厚的趣味。

4 解构主义对服装设计产生的
深远意义.

解构主义是一种反传统思潮，它已经由
一个哲学概念转变成一种应用的思潮，并在
艺术领域也受到影响。在服装设计领域，一
方面一些设计师过分追求新颖，牵强地创造
着解构，把外观弄的极为复杂，反而适得其
反。另一方面解构主义思想使得服装展现了
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并激发了设计师的创
作灵感推动了时装向前发展，为服装设计打
开了又一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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