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根據上文，描述中國由1960年代至今的3個服裝演變歷程。

2.承上題，解釋促成以上3個歷程演變的原因，並舉例加以說明。

3.參考上文，你認為現在能憑衣 判斷一個中國人的社會階層嗎？為甚麼？

4.參考上文，描述中國人崇尚名牌的現象及解釋其原因。

5.參考上文，分析「製衣工受雙重剝奪」的原因和影響，並舉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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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的當代服裝經歷幾十年的進

化，當中所反映的特色、現象和趨勢，從側面折射出國情的演變，值

得深入探討。本欄會以系列形式，一連兩集探討中國服裝的發展歷程、特

點、社會分層象徵以及代表服飾等，從而了解服裝時尚與當代中國社會以至

全球的互動關係。 ■趙明德 浸大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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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討論時尚與社會分層間不斷變
動 的複雜關係。服裝歷來是一種地位的
象徵，也是文化資本的表現形式，能表現
出其穿 者屬於哪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有
外國學者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時尚的
生產和消費發生一些變化，令根據時尚風
格區分社會階層已不那麼可靠，也更趨不
確定，在劃分社會群體時，人們需要更加
審慎。這與大規模生產、傳媒宣傳、價格
漸低及社會風氣等有密切關係。

中國時尚場域比西方複雜
當代中國的時尚場域比西方國家更複

雜。西裝一度是中產階級的地位象徵，而
從1990年代末開始，農民和民工都會購買
和擁有西裝，並會有時穿 ，城市中的農
民工穿西裝在榨取勞力的血汗工廠中勞
作，而農村中的農民穿西裝在田裡汗如雨
下。同時，中國的企業巨頭經常穿運動
裝、休閑裝或戶外野營裝在正式場合和傳
媒中露面。在中國主要城市，從正裝、街
頭服飾、假名牌，到一般的休閑裝束，各
種各樣的服裝都能共處在高檔酒吧中。在
上海鬧市的繁華街道上，購物的人群中既
能找到T恤、牛仔褲，也有軍裝、藍領工
作服裝，甚至睡衣。
此外，當代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擁有

先進的機器，有能力、也知道如何為國際
化時尚品牌製造高雅的產品。這種能力已

部分地被挪用於製造贗品、仿名牌產品和
仿製品，中國南部是這類產品的世界生產
中心，並因此而聲名狼藉。

判斷身份 不能單看表面
上述例子說明，時尚作為文化資本，其

運作方式與以前大不相同。風格的等級被
打破，時尚符號的意義已變得模糊。但與
此同時，在新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時尚仍
在以變化了的、微妙的方式作為文化資本
運作 。時尚符號和風格等級確實被打
亂，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可能會重新
獲得秩序，或再恢復它們與語境中其他方
面的聯繫。
假如一個人了解到現在是城市農民工和

農民有穿 西裝的習慣，那麼他就可以調
整西裝的意義，也可能會開始尋找另外一
些社會分層能在衣 上表現出來的線索。
企業大亨之所以能在正式會議上穿戶外野
營裝，是因為他們能承受得起違反穿衣法
則所要付出的代價；而他們所僱用的員工
則不行，因此員工只能穿白襯衫和細條紋
西裝。

品評衣 必須多角度分析
在任何公共空間中，混雜的風格可能同

時存在，但是它們的同時出現並不代表各
種風格在文化資本上都是平等的。夜店的
管理人員歡迎穿西裝的男性進入，這是因

為這類人大多準備好花錢，不過夜店的常
客會暗地裡輕視穿西裝的男性，認為這種
人缺乏時尚的知識。上海市政管理層也曾
嘗試立法，把街道上穿睡衣界定成違規的
行為，背後的原因就是睡衣不算是一種體
面的風格。
時尚作為文化資本的運作仍持續，通過

社會行動者對時尚符號更注重細節、更包
羅萬象、更專業的評判，時尚的文化資本
運作已成為常規化的社會過程。例如，對
某個特定的時尚產品的文化資本價值的評
判標準，已不只是它的品牌，還有其原產
國、用料的質量、做工和款式，所有這些
構成評判時尚的複合標準。對一個人的時
尚文化資本評判，則基於對這個人衣 中
所有部分的總體評價，甚至要看這個人的
整個藏衣室才能作出判斷，而不能僅靠看
他某件單品的好壞。此外，對一個人時尚
文化資本的評判，還要與他的教育文化資
本、國際化程度文化資本、素養資本、外
形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等其他相關
因素相互驗證後，才能得出答案。一個人
所處的物質環境對判斷他的時尚文化資
本也非常有用：如果一名觀察者看見正
在田間或工廠車間裡勞作的人，那麼絕
不會因為那人穿西裝，就簡單地認為他
屬於中等階層。時尚媒體也提供有關贗
品、仿名牌和抄襲名牌設計的仿製品的
各種細節資料，那麼，建構真品穿 者與
假名牌穿 者之間的社會區分，就再度可
能實現。

時尚品牌的符號權威是中國高度時

尚消費的體現之一。1990年代初，就

有品牌崇拜的明顯例證，如留在西服

袖口的標籤。從1990年代後期至今，對品牌的迷戀更趨微妙，如男

性的皮帶扣上、西褲腰部穿皮帶的扣子上，以及夾克領口的飾針，

都滿布品牌標誌。男裝市場的各類商品中，都充斥仿名牌的時尚產

品。這些本地化的穿 習慣和品牌產品，令中國的中低收入階層也

有能力購買品牌符號。

基層花數月薪水買真品
另外，亦有部分中低收入階層追求購買真正的、非偽造的國際化

品牌產品，在他們身上，消費主義更加突出。當中不少人，為買一

個國際化品牌的提包，願花掉幾個月的薪水。

與西方和東亞的發達社會相比，中國的人均收入低得多，但中國

的城市人對時尚品牌的崇拜卻遠高於西方民眾，而與東亞發達社會

程度相似。由於關稅，國際化品牌產品在中國的零售價格高於其在

發達國家的售價。而本地大多數時尚產品的售價又絲毫不比發達國

家時尚產品的價格低。

製衣工受雙重剝奪
非精英階層人士在本國為生產或售賣服裝產品而工作時，所獲得

的工資極低，這樣，他們已被服裝相關企業所剝削；而當資本主義

的消費意識形態令他們用工資中高到極不尋常的比例來購買這些品

牌產品時，他們受到第二重的剝削。

當代中國的時尚文化分為3個階
段：第一階段從1960年代的「毛
時代」持續到1970年代末；第二
階段包括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
期，是改革的早期；第三階段從
1990年代中期直至現在。這3個階
段是時尚不斷普及化和主流化的
過程。

1960-1970年代
微改解放裝 單調中玩花俏

在這段時期中，時尚被國家與
社會共同有組織地、有力地壓
制。對時尚衣 的追求常被視為
奇裝異服，被賦以負面的道德意
涵。相反地，常穿 工作服、軍
裝或勞動裝，則是社會主義社會
勞動模範和合格成員的象徵，解
放裝成為日常的裝束，大多數人
的服裝以單調和劃一為特點。
同時，服裝的性別差異，尤其

是能顯露女性化特點的款式和剪
裁被壓制，富有女性特點的穿
被視為不道德，大多數人的服裝
都呈現出中性化的特點。
不過，在這一時期，少數人以

行動反抗對時尚的壓制。在中國
的不同地區，對時尚的堅持程度
不同，例如上海女性突現其時尚
性，相對而言，她們更喜好女性
化的裙裝，並秘密地找裁縫製作

或自己縫製與別人不同的服裝。在其他地
方，雖然解放裝等因其道德和政治含義而
為大多數人所穿 ，但其中追求時尚的部
分人會對這些單調統一的服飾作出微小的
改造，如將寬大的軍服改短改小、裁出腰
部的曲線，以顯出其時尚性。在上世紀70
年代，的確涼襯衫在全國風行，成為一陣
時尚浪潮，這種對面料的追求是在特殊款
式、剪裁被壓制下，大眾為追求時尚而作
出的努力。

1980-1990年代中
國際品牌進駐 牛仔服入城

在這個階段，道德規範和意識形態的控
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隨 改革開放和市
場化的進程，國家逐漸放鬆對意識形態的
掌控，社會道德的約束力減弱，道德標準
更多元化，這些轉變在對時尚的追求上都
有所反映，時尚實踐獲得更多空間，並得
以逐漸擴展和普及。
城市中的衣 樣式出現巨大的轉變，不

再由解放裝、軍裝、工作服一統天下，牛
仔服、長筒襪、西裝、領帶等逐漸成為城
市人的日常衣 。
同時，市場化令國際化的時尚進入中

國，西方的高級時尚品牌，如皮爾卡丹，
逐漸進入人們的視線；香港品牌，如佐丹
奴和觀奇洋服，開始在城市中開設零售
店。當然，無論西方時尚品牌或香港品
牌，都未必是城市人的日常衣 ，但它們
的存在開始為人所了解，足以反映追求時

尚逐漸成為正當的意識形態。正是這個
時期中時尚明顯的正當化趨勢，開啟時
尚成為普遍追求的第三個歷史時期的大
門。

1990年代中至今
名店猛增 躍成仿製中心

無論國家或社會，從1990年代中期開
始，對時尚的態度都出現明顯的轉型。在
全國範圍內，各級政府在發展經濟的壓力
下，開始鼓勵消費。這並不意味大規模的
消費從這個時期才開始出現，而是消費的
重點和消費的方式都有明顯的、革命性的
轉變。此前，家庭消費的重心是「大
件」，即耐用消費品。在1970年代，就有結
婚「三大件」等說法，即為建立家庭，應
在日常生活中攢下錢來，購買不易得到的
縫紉機、自行車等商品；到1980年代，城
市居民普遍追求的「大件」，變成冰箱、
電視機等大型家用電器。而在「中國消費
革命」的過程中，城市人消費的重點轉向
文化產品，消費的轉變構成生活方式轉型
的一部分。其中，對時尚的消費也獲得比
以往更高的比例，不再是消費中的次要部
分。同時，從這個時期起，消費主義成為
中國城市的主導話語之一。
消費方式在中國的不同地區仍有區別。

在城市地區，時尚的全球化程度更高，這
是 與 中 國 加 入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貿易組織)相伴而來的
現象。時尚品牌在城市中設立越來越多零
售店，時尚廣告業也迅猛發展，對時尚的
視覺表達在城市中隨處可見。中國開始擁
有高度發達的時尚製造業，但其主要部分
是國際化品牌在中國設立的工廠，產品為
出口服務。同時，中國並非沒有本土的時
尚設計，但其中大量是在仿製國際化品
牌，這類仿製品的廣泛存在令中國成為高
度發達的時尚仿製中心。本土生產的時尚
產品大多在小型時尚零售店銷售，這類小
商店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蓬勃發展，至今
數量驚人。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成立於

1989年，至今已培養近兩千名本科

生，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中國研究課

程。香港文匯報與浸大中國研究課程

合作推出通識專欄，以專業的角度，

深入淺出地探究中國在社會民生、城

市規劃、經濟轉型、外交政策等多方

面的最新發展，為本港高中生提供具

權威性的「現代中國」通識科單元學

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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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服裝

■圖中的工作服酷似是50年前中國人的日常

衣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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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前更添姿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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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名牌」掛滿全身

■中國年輕

一代的服飾

緊貼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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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西裝下田「先敬羅衣」難再

何謂血汗工廠？
血汗工廠(Sweatshop)泛

指工作待遇和條件惡劣、工

人權益備受剝削的製造業工

作環境，很多時都指製衣

廠。

資料來源：《血汗工廠》，樂施會

http://www.cyberschool.oxfam.org.hk/glossary.php?cod=109

何謂世界工廠？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指出，所謂世界工廠，簡而

言之，就是為世界市場大規模提供工業品的生產製造基地。

資料來源：

《中國憑甚麼成為世界工廠？(諍言篇)》，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53/7227/697825.html

■中國當局查獲名牌贗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