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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ehavior of the clothing discourse. For this reason, the analysis will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explore the visual discourse of clothing, and reveal the unique structure of clothing. The reason why this 

paper choose to start with semiotics is that it can treat the discourse of popular culture as a social production system 

containing cultural experience. Here, relying on semiotic theorists such as Saussure, F and Barthes, R, clothing is 

constructed as a visual sign within discourse framework, so as to explore its social meaning in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sign, and show the dynamics of clothing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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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对服装中的话语行为进行分析。为此，分析将从符号学的角度开始，探索服装的视觉话语，揭示服装自

身独特的结构。之所以选择从符号学入手是因为它能够将大众文化中的话语作为包含文化经验的社会生产体

系来处理。在这里，依靠诸如索绪尔，罗兰巴特等理论家的符号学理论，将服装构建成为话语框架内的视觉符

号，从而在符号的构建与解构的复杂性中探索其社会意义，显示服装话语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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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号与服装 

在《民生主义》中，孙中山首次提出了“衣食住

行”的概念，从社会结构的发展情境来看，以衣为首

是充分显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体现了人类文明。相

比于食住行三项，服装的出现与发展过程与人类文明

的进步几乎是同步的，这就说明，衣，是一种人类发

展的一个缩影。而关于服装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单单

属于设计学和制造业等领域，它更多的是展示了一种

文化。因此，探索文化视阈下的服装话语就要求我们

不能将服装单单作为一种物质实体，而是将其当作一

个符号置于文化的领域。 

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在《普通语言学

教程》一书里提出了符号的概念，他将语言称作为符

号系统，并指出语言符号的连接不只是事物与名称的

拼接，而是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体。因此，为了更

好的研究语言符号的形象与概念，他将每一个符号划

分出了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语言符

号任意性的特点，也就是说，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

合就能形成了一个任意的实体。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改变了语言与现实的

关系，语言不再是现实世界的再现，它有着自己的结

构，并且通过这种结构，构建出语言的现实意义。然

而，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意义的学科，它首先是建在

大量的话语的基础之上，这种基于语言学中的话语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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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学被当作了广义符号学的先行者，随着符号学的逐

步发展，它开始涉足了研究大众话语。 

这种符号学的转向要求分析者从更复杂的角度

看待这些大众话语。因此，在索绪尔理论的影响下，

罗兰巴特开始拓展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学

不应仅仅是适用于自然语言，更应该适用于解释出现

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现象。他在自然语言范式之上集

中解释了各种文化现象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为这些

社会话语提供了一个符号学的分析框架。 

在巴特的符号学原理之下，所有事物都将被重新

定义为具有意义的符号。这样一来，在大众文化所流

传的社会话语材料中，必然会存在多种不同于语言元

素的其他元素，而视觉元素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具

有文化意义的各种元素的引入，符号学也就会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分支。而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服装，并

将其作为一种视觉元素，通过符号学的视角去解释它

们。巴特将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是用于对一切事

物的一种在思考，在 1967 年巴特发表的《流行体系》

一书中，他将服装比做一个符号，他指出服装的功能

不仅仅在于提供一种复制现实的样式，更重要的把服

装作为一种意义加以广泛的传播。所以，服装是以视

觉交流为基础的一种社会话语实践，它揭示了社会本

身的反映性的表示，以及印在其上的各种美学概念和

社会文化习惯。 

2. 服装话语系统的构建 

《流行体系》一书是巴特对于《符号学原理》的

一种实践，他从符号学角度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服装体

系。他将自然语言的理论运用于在服装的研究上，并

以此探究服装的意义。服装从最初保暖遮体的功能，

演变成为了一种审美和流行的趋向。它受到了来自时

代，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不同因素的影

响，并且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服装特

有的符号体系。 

根据巴特的理论，服装系统分为直接意指层与含

蓄意指层，而每层结构都有与其对应的表达层和内容

层。在服装体系的意义构建的过程中，历史的阐述和

符号记忆的介入，使得服装成为了叙事意义的实体，

其意义随着时间而产生和再现。因此，服装作为一个

视觉符号想要产生意义就必须与一个已知对象相关

联。 可以说，服装的视觉意义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建

立意义的关系来完成的，而这种意义的构建不仅仅是

由一个社会主体完成的，而是由两个主体共同参与而

形成的。即话语的发出者和话语的接受者。只有在二

者的共同的作用下，意义才能得以展现。 

从推论的角度理解服装意义解释过程，就是从服

装话语分析中找到其理论空间。在这种分析中，服装

作为交际主体而不是依靠简单的符码进行上下文的

推理，而是从一开始就要对接收者的反应进行预期。

在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件服装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都

离不开符码。由于系统不是单层的结构，而是双层的，

因此，处于直接意指层的符码是一种“语言学符码”，

而处于内涵意指层的符码必定是“文化符码”。在这

个双层符号结构之中，服装话语是一种用于信息的发

出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的符号系统，而所

有的意义的实现都要依赖于这些符码。因此，服装话

语是由一套符码构成，接收者根据符码对服装进行解

释，在解释的过程中，服装的意义得以丰富。而这些

意义的多样性是由服装自身生成的东西。可以说服装

话语系统是寻求一种与社会和文化动态相关的沟通

过程。 

服装是一种元文化，它能够借助社会历史所形成

文化背景作为一种传播途径，促进其自身的传播。因

此，服装的意义不仅限于它自身产生的，更多的是靠

话语而实现的。话语的存在是为了用于沟通交流，这

是社会生产，交换，协商的结果。因此，在符号的领

域下，将话语理解成空间，在这些空间中，服装将世

界构造为客体，并将自身当作主体，通过这些话语，

人们可以接近服装主体的构成，毕竟分析服装话语的

目的就是要了解其文本意义已经它的运作形式。这样

一来，在服装话语材料引入了具有多种文化的视觉元

素，丰富了服装的意义。话语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构建

社会意识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服装的陈述得以再

现，这些陈述构建并合法化了服装所代表的现实。 

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发出者经过传播渠道将信

息传递给接收者，这是一个人类文化与知识传递的必

经途径。话语一词因而被用来指代符号过程，是服装

从根本上的一种交流。这就是话语与表达领域内的服

装符号直接相关的方式。一般来说，视觉符号学可以

分析话语领域中的文本，包括文化意义，社会实践，

以及权利关系等，并在这些过程相互作用，而后构建

了影响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视觉动力。 

可以说，语言空间促进或共享了非语言元素，并

且可以通过这些视觉提要中进行解读，也就是说，话

语以一种综合的方式提出关系，向人们展示着各种异

类元素。视觉作为一种感知行为的体验，将人们带入

了虚构的领域。 

现如今的当下生活，服装成为了表达时尚的一种

社会机制，其存在与传播紧密相连。由于服装自身的

符号结构，它可以被当作为一个意义的制造机，充当

着多种多样的信息源头。正如 20 世纪 20 年代旗袍，

它在传统的宽大袍服的基础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逐步形成了我们如今所见的旗袍样式。可以说旗袍见

证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时尚演变，这也标志了封建政

权结束后民主思想的萌芽，服装的变化在时尚界留下

了印记，也由此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社会

现实。 

3. 服装话语系统的应用 

现在，服装话语可以被认为社会话语之间的或者

是实现这种话语沟通的中间场所。它将视觉文本置于

社会话语实践的框架内，在范式与语义内进行进行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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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这也使得服装超出了固有的文本性的框架。服装

话语作为话语的一种分支，再加之符号学的概念的引

入，不仅将服装置于特定的表达空间，同时也将服装

集中起来得到社会规范与认定。 

服装作为一种视觉符号，自古以来一直是展现人

的外在形象的一种载体。在不同的场合中，它依赖于

不同的符码展示着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发生着改变。 

在封建时期的中国，服装是区分人类等级地位的

一种手段。材质，款式与颜色是服装组成的三大部分。

一般来说，富贵人家多以丝织品为主，而广大的百姓

则是身穿粗布麻衣。在款式上相对单一，在明末之前

都以汉服为主，直至清王朝的出现袍服才逐渐走进大

众视线。而颜色作为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始至终

都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黄色作为封建时期的权力的

代表色，象征了大地，因此，黄色被赋予了占有土地

的意味，宣誓了统治者的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只有历

朝历代的统治者才可以穿戴黄色。黄色的服装也因此

成为了象征统治者的特权的一种标志。这一特点在很

多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得以体现，以张艺谋导演的满城

尽带黄金甲为代表，整部电影的黄色服装给人以眼花

缭乱之感，无论皇帝的服装款式，材质如何变化，都

不能改变它的核心色彩--黄色，由此凸显了皇帝的至

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以及不可侵犯的威严。 

 

图 1 满城尽带黄金甲海报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 民主思想的兴起，黄色

不再是帝王的专属，大街小巷的人们也都开始穿起了

黄色的衣服。中国的服装款式也从传统单一的款式转

向多样化的发展。以中山装为例，这套以孙中山先生

设计的中式西装，一问世就受到中国男性的追捧。这

种胸前的五颗扣子，四个口袋，两袖口每侧三颗扣子

的设计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经典。他的每个细节的设

计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中山装的设计理念中融入了五

权宪法，三民主义以及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的四

个维度。既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同时又融合

了新的民主思想。在大部分人的心里，中山装的诞生

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它凭借其特殊的文化

内涵和设定的历史时期转变成为了革命者的象征。然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山装逐渐成为了具有中华民

族的代表性服装，它更多的是代表了多元化文化的融

合，着重于体现中国民族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文

化认同。此时的中山装，更多的是被赋予了政治性的

内涵。在 2014 年，习主席身穿一套经过改良的中山

装出席了荷兰国王举行的国宴。与传统的西装相比，

这套经过特意改版的中山装，更具深意。在传统中山

装的样式上增添了放置口袋巾的设计，既使得中国传

统服装的样式得以保留，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的文化元

素。这样的修改，延续了中山装本身的精神内涵，同

时也特意表达出对西方文化的尊重。中山装利用对外

传播的途径，成为了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代表，展现

了对本国文化的高度自信感，对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图 2 习近平主席出席荷兰国宴的着装 

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人民

生活条件的提升，服装的款式也在不停的更替，人们

不再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对服装的各个方面进行严格

的限制，由此应运而生了时尚的观念。随着后现代的

到来，人们的主观意识的增强，展现了不同的穿着的

方式。正如齐美尔指出的社会的变革对时尚产生的巨

大影响一样，时代变化越快，时尚的更替也就越快。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信息的飞速传播，也给服装带

来的巨大影响力，其快速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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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不同文化资源的影响，对于社会经济的推动有

着潜在但又深远的意义。 

4. 结语 

随着服装的不断发展，我们正在试图在涉及视觉

话语中，寻求服装与意义之间新的联系。正是由于符

号学的介入，才使得人们窥视到服装的文化意义，并

实现了意义的储存与交流的功能。 

服装被认定为符号，经过聚合形成一种整体，从

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服装话语的构建过程是在多个层

面多个维度同时前进的，但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符号，

文化和传播，三者之间建立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

需要依靠符号学的方法论，通过文化符码的编码与解

码在通过特定的传播途径，才能得以理解。在这一系

统中，服装的每个方面都得以关注。在这里，服装不

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穿着，更是一种文化的

彰显。 

在文化融合日趋激烈的世界中，现代中国服装，

从起源到现在，历史悠久，随着国际社会的加入，中

国服装必定成为世界时尚的一个独特的部分，与其他

文化并存，并产生新的意义，这无疑成为一种不可逆

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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