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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以来商业文化与当代艺术的交织

———聚焦纽约时尚体系

刘丽娴ａ，ｃ，徐颖洁ｂ

（浙江理工大学，ａ．国际教育学院；ｂ．服装学院；ｃ．浙江省丝绸与时尚文化研究中心，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随 着 十 九 世 纪 以 来 美 国 东 部 沿 海 纺 织 产 业 发 展 与 纺 织 项 目 布 局，纽 约 时 尚 体 系 逐 渐 萌 发，并 在 二

战 后 由 法 国 巴 黎 单 一 中 心 向 世 界 时 尚 多 中 心 转 移 的 进 程 中 发 展 完 善。至 二 十 世 纪 初，纽 约 已 经 基 本 形 成 当 代

时 尚 产 业 的 雏 形，不 仅 在 曼 哈 顿 区 建 立 起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的 服 装 区，还 实 现 了 商 业 文 化 与 当 代 艺 术 的 紧 密 交 织，

最 终 构 成 了 纽 约 时 尚 体 系 兼 容 商 业、文 化、艺 术、时 尚 的 特 征。涵 括 纺 织 项 目、服 装 产 业 基 础、时 尚 组 织 机 构 与

群 体、时 尚 媒 介、时 尚 文 化 教 育 机 构 五 个 构 成 维 度 的 纽 约 时 尚 体 系，其 渐 进 过 程 映 射 并 启 发 当 下 中 国 时 尚 产 业

的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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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开

创了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美国紧随其后，加入

了工业化浪潮。１７９０年，北美历史上第一家水力纺

纱厂在罗德岛建立，标志着美国正式开始纺织工业

化生 产。１８４６ 年，伊 莱 亚 斯 · 豪 （Ｅｌｉａｓ　Ｈｏｗｅ，

１８１９—１８６７年）发 明 了 缝 纫 机，为 成 衣 的 批 量 生 产



以及面料 革 新 带 来 了 技 术 支 持。十 九 世 纪 八 十 年

代，大量的移民、城市化以及国内市场的扩张，导致

纽约对成衣产业的供应与需求快速增长［１］。至二十

世纪初，纽约经历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并形成了

从服装制造到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同时，美国当代艺

术的崛起与纽约时尚体系建构相辅相成，契约化、专
业化、系统化和市场化的艺术赞助体系，为纽约时尚

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２－３］。二战后，顺应国际政治中

心转移，法国巴黎单一时尚中心的格局遂被打破，纽
约在走向世界时尚中心的进程中，一再伴随生产、消
费关系的转变，实践着商业、文化、艺术、时尚的复合

交织。纵览纽约时尚的过去、现在、未来，似乎能够在

某种程度上映射并启发当下中国时尚产业的发展。
对于美国纽约时尚及其体系的现有研究，主要

包括：Ｗｅｌｔｅｒｓ等［４］梳 理 了 二 十 世 纪 美 国 服 装 产 业

与时尚的变迁，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时尚产业与

当时的时代 背 景 密 不 可 分；Ｐｏｌａｎ等［５］认 为 在 二 战

背景下，时尚中心由巴黎转向纽约，并逐渐形成了特

征鲜明的纽约本土设计风格；Ｙｕｎｉｙａ［６］提出将时尚

作为一个制度化的体系理解，并对时尚、时尚理念以

及时尚产业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

论述；张大鹏［７］认为，美国纽约时尚产业高密度发展

的基础在于美国纺织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纺织业带来

的多方面优势。上述研究多集中于纽约时尚现象与

设计风格，缺少关于纽约时尚体系形成历程及其核

心维度的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对二十世纪美国纽

约时尚体系形成的历史脉络梳理，厘清纽约时尚体

系的早期建构布局与后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分析纽

约商业、文化、艺术、时尚之间的协同效应，并探讨纽

约时尚体系的五个主要构成维度，希望对中国时尚

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纽约时尚体系的起点

十九世纪是美国纽约时尚体系奠定产业基础的

重要时期，以纺织项目的起步和时尚产业的萌芽为重

要特征。美国的设计教育起步较晚，直到十九世纪才

建立纽约艺术学院，该校于１９２５年又单独分离出国

家设计学院，但其设计教育模式主要借鉴欧洲的美术

学院。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纺织工厂已历经半

个多世纪的发展，费城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城

市。在纺织商人逐渐意识到纺织教 育 的 重 要 性 后，

１８８０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纺织教育项目———
费 城 制 造 商 同 盟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筹备建立一个以纺织面料开发与设计创

新为核 心 内 容 的 创 意 教 育 机 构———费 城 纺 织 学 院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８８４年，该机构拓展

纺织项目并在费城博物馆开设附属工业艺术学院。
十九世纪中后期，马萨诸塞 州、罗 德 岛、宾 夕 法 尼 亚

州、北卡罗莱纳州、南卡罗莱纳州以及乔治尼亚州纷

纷开启多项纺织项目，以培养纺织工业的人才。美国

先后成立了一些纺织教育院校或开设纺织相关教育

项目：北部地区除１８８０年成立的费城纺织学院外，还
有马萨诸塞州洛厄尔设计学院、１８９９年开展的新贝

德福德项目和１９０４年开启的贝德福德－德菲项目；南
部地 区 洛 克 莱 姆 森 大 学（Ｃｌｅｍ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于

１８９８年开启纺织项目；乔治尼亚理工学院（Ｇｅｏｒｇ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于１８８７年正式开启纺织教

育项目，北 卡 罗 来 纳 州 立 大 学 于１８８４年 在 罗 利

（Ｒａｌｅｉｇｈ）拓展 这 类 项 目，并 于１８９９年 建 立 了 今 天

的北卡 州 立 大 学 威 尔 森 纺 织 学 院（Ｗｉｌｓ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ＮＣ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笔 者 对 十 九 世

纪美国纺织项目布局情况整理见表１。
表１　十九世纪美国纺织项目布局情况

序号 主要区域 发起人／组织 纺织项目 起步时间

１ 马萨诸塞州 洛厄尔家族（Ｌｏｗｅｌｌ　Ｆａｍｉｌｙ） 洛厄尔设计学院（Ｌｏｗｅｌ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１８７２年

２ 马萨诸塞州 杰丝·梅特卡夫（Ｊｅｓｓｅ　Ｍｅｔｃａｌｆ） 罗德岛设计学院（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１８７８年

３ 宾夕法尼亚州
费 城 制 造 商 同 盟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费城纺织学院（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８８０年

４ 乔治尼亚州 约翰·汉森（Ｊｏｈｎ　Ｆ．Ｈａｎｓｏｎ） 乔治尼亚理工学院（Ｇｅｏｒｇ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８８７年

５ 南卡罗莱纳州
汤 玛 士·格 林·克 莱 蒙 森（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Ｃｌｅｍｓｏｎ）

克莱姆森大学（Ｃｌｅｍ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８９８年

６ 北卡罗来纳州 沃塔加俱乐部（Ｗａｔａｕｇａ　Ｃｌｕｂ）
北卡 罗 来 纳 州 立 大 学 威 尔 森 纺 织 学 院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８９９年

７ 马萨诸塞州 洛厄尔家族（Ｌｏｗｅｌｌ　Ｆａｍｉｌｙ） 新贝德福德项目（Ｎｅｗ　Ｂｅｄｆｏ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１８９９年

８ 马萨诸塞州 洛厄尔家族（Ｌｏｗｅｌｌ　Ｆａｍｉｌｙ） 贝德福－德菲项目（Ｂｅｄｆｏｒｄ－Ｄｕｒｆｅｅ） １９０４年

　　注：笔者根据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北卡纺织项目档案资料整理。

２８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　第４４卷



二、纽约时尚体系的发展

纽约时尚体系架构在服装产业基础上，通过商

业、文化、艺术、时尚的交织与互动，包含各个时期由

时尚产生的社会效应以及催生出新的文化形式。二

十世纪初期，是纽约时尚产业与艺术等其他创意产

业形式的繁盛之时。纽约服装产业与其他服装辅助

产业机构一起构成了当代时尚产业雏形，包含从生

产到分销再到消费环环相扣的一系列环节。建立于

二十 世 纪 三 十 年 代 的 曼 哈 顿 服 装 区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更是在纽约时尚产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曼哈顿服装区是纽约时尚产业和商

业区的核心，纽约的大多数时装品牌经营陈列室都

聚集于此，该服装区涵盖了服装设计、生产、批发的

整个过程。虽然二十世纪初纽约服装产业在生产、
运输及营销等方面均已独自发展，但设计灵感仍然

来自巴黎。二战后，大批欧洲艺术家和时尚从业者

移居美国并带来了欧式的艺术理念与创作方式，为

美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和方向。
（一）纽约时尚体系的发展初期———纽约时尚产

业的布局

二十世纪初，纽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

使新的零售业态不断涌现，从百货商店到邮寄产品

目录，从贵族精英到平民百姓，人们可通过更多的方

式购买新的时尚款式［８］。零售商们从纽约下东区纷

纷北迁，重 新 汇 聚 形 成 了 第 五 大 道 以 东 的“新 零 售

区”。为迎合新的中产阶级消费需求，第五大道逐渐

变成了一个百货商店、精品店聚集的购物中心。１９１０
年，３４街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Ｐｅｎｎ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
即今天的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ｉｏｎ）的建造，使得曼哈顿中

部地区变成一个适合发展时尚产业的地方。
此时，服装制造商汇集于曼哈顿中部西面，位于

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既从曼哈顿中部的便利设

施获利，又能接近商店、酒店等城市消费群体聚集的

地方。１９１４年，美 国 制 衣 工 人 协 会（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ｅｄ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成立。此外，第五大道

的帕森斯设计学院（Ｐａｒｓｏｎ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以及第

七 大 道 的 纽 约 时 装 学 院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ＩＴ）的成立，保证了源源不断的时尚产

业人才供给，为迅速增长的时尚 产 业 提 供 了 人 力 保

障。同 时 期 建 立 的 伍 德 托 比 科 本 学 院 （Ｔｏｂｅ－
Ｃｏｂｕｒｎ　Ｓｃｈｏｏｌ）则强调零售与营销在服装产业的重

要性，为服装产业输送了优秀的商业人才［９］。
综上分析可见，１７９０年北美历史上第一家水力

纺纱厂在罗德岛建立，标志着美国纺织工业的先行

发展，而 后 技 术 革 新、技 术 移 民、政 府 政 策、运 输 能

力、产业集聚等要素逐渐配备成熟，结合十九世纪中

叶以来纺织 项 目 的 东 部 沿 海 布 局 与 现 代 化 进 程 推

进，在二十世纪逐渐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时尚产

业体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得益于时尚摄影行业的发

展，时尚广告刊登在时尚杂志上以及其他大众媒体

上，为美国吸引更多同类市场的消费者起到了重要

作用，支撑了大批量的成衣生产。纽约服装区内大

量的零售场所为时尚产业带来了活力，许多中高端

零售商 涌 现，包 括 梅 西 百 货（Ｍａｃｙ’ｓ）、罗 德 泰 勒

（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布鲁明戴尔（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ｄａｌｅ＇ｓ）和

波道夫·古德曼百货（Ｂｅｒｇｄｏｒｆ　Ｇｏｏｄｍａｎ），使得购

物对于消费者而言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成为一

种体验与享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赫莲娜·鲁

宾 斯 坦 （Ｈｅｌｅｎａ　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伊 丽 莎 白 · 雅 顿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ｒｄｅｎ）以及《Ｖｏｇｕｅ》杂 志（创 立 于１８９２
年）主编等许多时尚先驱们举办了首次时尚集团聚

会，来推动纽约 的 女 装 时 尚 产 业，并 最 终 确 定 了４０
街以北、３４街以南、第五大道以东、第九大道以西的

曼哈顿 服 装 区（Ｇａｒ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其 中 第 七 大 道

贯 穿 整 个 服 装 区 的 中 心，聚 集 了 大 量 展 厅

（Ｓｈｏｗｒｏｏｍ），成 为 支 持 和 调 节 纽 约 时 尚 产 业 的 生

产与消费 之 间 关 系 的 媒 介。《Ｖｏｇｕｅ》与《Ｈａｒｐｅｒ＇ｓ
Ｂａｚａａｒ》杂志作为美国最早的时尚杂志，成为推动纽

约时尚产业发展的重要媒介。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不断崛起，人们

开始注重商品的美学及象征意义，这为纽约时尚产

业带来了“文化转折”。音乐、表演艺术、电影等丰富

的艺术形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为纽约服装产业

带来了全新的灵感来源。与此同时，纽约作为世界

艺术中心的地位也逐渐巩固，许多地标性的文化机

构开 始 出 现，譬 如：古 根 海 姆 博 物 馆（Ｇｕｇｇｅｎｈｅｉｍ
Ｍｕｓｅｕｍ）、纽 约 大 都 会 博 物 馆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等。许 多 服 装 设 计 师 开 始 参 与 电

影等表演艺术的戏服设计中，随着时尚杂志的宣传

推广，表演艺术与时尚的关系变得相辅相成，时尚赋

予了表演服装美感与欲求，艺术赋予时尚服饰关于

美学的价值。
（二）纽约时尚体系的发展中期———二战对纽约

时尚产业的影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纽约时尚产业从成型

到成熟，同时与艺术的交织更为密切。第二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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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由于纳粹党的侵略，巴黎的时装屋大量关

闭，使得纽约的时尚杂志、零售买手和第七大道的制

造商不能继续参考巴黎的时尚设计，加速了纽约当

地时装设计的崛起。战争过后，巴黎恢复了时尚主

导地位，纽约又开始借鉴巴黎的设计。然而，巴黎不

再是唯一的时尚中心，纽约的时尚影响力在战争期

间已经超过了巴黎。纽约独有的时尚产业包括百货

商店、时尚屋和批发商成为当时时尚界的热点，纽约

当地时装设计师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可。简言之，二

战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纽约向“时尚中心”的地位迈

进并独立发展，例如：纽约设计师克莱尔·麦卡德尔

（Ｃｌａｉｒｅ　ＭｃＣａｒｄｅｌｌ）等 根 据 美 国 女 性 的 需 求 开 始 进

行本土化时装设计。

１９４０年，六家顶级零售商（如Ｂｅｒｇｄｏｒｆ　Ｇｏｏｄｍａｎ
和Ｓａｋｓ　Ｆｉｆｔｈ　Ａｖｅｎｕｅ等）纷纷开业并展示来自美国本

土的８００件服装，推广本土设计师并通过媒体宣告纽

约将成为时尚产业的新星。１９４１年春天，纽约市长

拉瓜迪亚（Ｆｉｏｒｅｌｌｏ　Ｈ．Ｌａ　Ｇｕａｒｄｉａ，１８８２—１９４７年）为

推动时尚产 业 的 发 展 而 举 办 了 为 期 两 天 的 时 装 活

动，名 为“纽 约 时 尚 未 来（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ｓ）”，真正将 世 界 的 时 尚 关 注 聚 焦 于 纽 约［４］。

１９４１年，纽约举办了美国时尚产业第一次商业推广

活动“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ｒｅｓ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许多工会譬

如时尚 集 团（Ｆａｓｈ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ＧＩ）纷

纷响应，开展各类活动扮演了纽约时尚产业内许多

角色，带领这 个 产 业 逐 渐 步 入 正 轨。１９４２年，时 尚

宣传家埃莉诺·兰伯特开始组织半年一次的新闻发

布会，时 尚 记 者 开 始 在《纽 约 时 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和《纽约客》（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等刊物上介绍美

国设计师及其设计。
二战后世界经济逐步走向繁荣，人们对服装产

业的需求急速增长，许多美国品牌开始出现在人们

的视野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多设计师比如拉

夫劳伦（Ｒａｌｐｈ　Ｌａｕｒｅｎ）开始创办自己的品牌公司来

迎合新的消费群体，卡尔文·克雷恩（Ｃａｌｖｉｎ　Ｋｌｅｉｎ）
也以自己的名号出现在许多社交场所以及杂志采访

中。创立属于纽约的服装品牌形象为纽约时尚产业

的推广建立了重要基础。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

中，时尚跟商业的界线开始模糊，无形中为纽约时尚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景。
（三）纽约时尚体系的发展后期———商业文化与

当代艺术的融合

纽约时尚体系联系艺术、市场与商业，不断创造

出新的文化形式以及艺术表现形式。作为大西洋周

边的中心港口城市，纽约拥有吸收其他文化、传播自

身文化的优势，兼容创意产业、时尚内涵与艺术表达

驱动着纽约时尚体系的快速运转［１０］。
纽约时尚融合当代艺术家的设计思考，并转化

为大众消费品的案例不胜枚举。消费主义其实早就

在十九世纪将时尚产业化与艺术商业化，并在意识

形态与视觉 语 言 上 交 错 出 火 花［１１］。至 二 十 世 纪 六

十 年 代，包 括 贾 斯 珀 · 约 翰 斯 （Ｊａｓｐｅｒ　Ｊｏｈｎｓ，

１９３０—）和 安 迪·沃 霍 尔（Ａｎｄｙ　Ｗａｒｈｏｌ，１９２８—

１９８７年）等艺术家在内的波普艺术运动和流行文化

等众多艺术形式的大汇合，尤其是沃霍尔本人不仅

促进了时尚和艺术的交融，还为接下去七十年代的

“朋克－涂鸦－后现代”艺术形式与时尚的结合创造了

可能，并成为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１２］。譬如沃霍尔

最为代表性的作品“金宝汤罐头”和“玛丽莲·梦露”
形象，通过一种当时新的艺术形式（照相版丝网漏印

技术）被应用于时尚奢侈品牌的系列服饰设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一系列社会危机使

纽约陷入低谷，纽约服装区的制造业几乎消失，而社

会运动的兴起以及以时尚和音乐为基础的亚文化运

动的出现，催 生 了 消 费 者 对 另 类 风 格 的 服 装 需 求。
街头时尚最先源于涂鸦艺术和嘻哈文化的诞生，街

头文化中的滑板、说唱和涂鸦等艺术形式，深深地影

响了当时的流行趋势，并逐渐成为一种风格。纽约

时装和时尚从业者都意识到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消费

对象是美国的青年群体，街头时尚与涂鸦艺术在价

值导向和审 美 理 念 上 与 青 少 年 的 消 费 需 求 高 度 契

合———大胆、幽默、创意，甚至有一些“恶俗”的 趣 味

等，比如这些叛逆的街头少年穿超大码的衣服，Ｔ恤

上印着大胆另类的图案。这些亚文化群体在主流大

众的认知外，不仅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和独立的个

性，还是推动当时时尚前进的关键所在［１３］。

三、纽约时尚体系的构成维度

纽约时尚体系的逐步建构过程保证了时尚产业

的形成与循环发展，该过程需要支撑起整个城市的

时尚文化和创意产业的传播、繁衍与沉淀。根据纽

约时尚产业的发展历程，将纽约时尚体系细分为五

个维度。一是纺织项目。随着美国东部纺织产业集

聚至曼哈顿服装区，建立起纽约都市圈，纺织业也从

美国东部起步并逐步推进。二是服装产业基础。纽

约的服装产业在向完整时尚生产链迈进的同时，诞

生了一些行业辅助机构和保障机构共同发展。三是

时尚组织机构与时尚群体。时尚组织机构为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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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展示渠道，时尚群体为品牌和设计师发声和

宣传，进一步提升了行业的专业性。四是时尚媒介。
时尚杂志、报纸等媒介频频出品或起始联结了消费

者与时尚，使消费者更便利地接触时尚行业资讯与

发展趋势；五是时尚文化教育机构。时尚学院等文化

教育机构进行综合性人才培养和商业人才的储备。

纺织项目和服装产业基础奠定了时尚体系中的产业

根基，时尚媒体、教育机构和文化艺术机构之间相辅

相成，构成了文化产业，将音乐、艺术、媒体融入服装

时尚领域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纽约时尚体系中

各个构成要素紧密联系（见图１），为当代艺术与时尚

的交织、时尚商业与零售创新的融合架通了桥梁。

图１　约时尚体系的构成维度

（一）纺织项目

纽约时尚体系的建构基于十九世纪美国纺织业

的蓬勃发展，大量移民而来的英国纺织工人为美国的

纺织业发展带来活力。从纺织技术、纺织机器、纺织

工厂等方面的发展来看，美国的纺织项目为纽约服

装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到二

十世纪初，棉纱、纺织工人与纺织机器等要素条件的

成熟促进了纺织产业的发展。同时，纺织项目也逐

渐起步，这无疑为纽约服装业、服装零售业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并创造了纽约时尚体系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服装产业基础

纽约服装产业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成衣

起步阶段（小作坊式的服装定制）；二是产业密集阶

段（产品大批量生产）；三是设计合作阶段（设计成为

发展重心，产业链各环节合作趋于紧密）；四是市场

转型阶段（市场进一步细分，独立设计师品牌脱颖而

出）［１４］。从产业 链 来 看，美 国 的 纺 织 品 和 服 装 供 应

链由约２２０００家公司组成，雇用 约６７５０００人（不 包

括零售 渠 道）［１５］。另 外 从 辅 助 机 构 和 保 障 机 构 来

看，从纤维到面料到服装的生产过程，需要经过许多

“部门”的运作———面料公司、设计公司、流行趋势预

测机构等。比如像Ｔｅｎｃｅ１? 这样的新型纤维需要通

过大量营销手段和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合作才能推

向终端消费者。美国的纽约州政府在１９８７年成立

了 服 装 中 心 特 别 区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为了解决对制造业就业可能下降的担忧，
保护区内上千家产业链中关联的服装和服饰企业，
因为这 些 企 业 构 成 了 一 条 完 整 的 时 尚 生 产 链［１８］。
当纽约逐步稳定发展制造业的同时，为保障服装制

造业工人 的 权 益 成 立 了 许 多 工 会。比 如 针 织 品 贸

易、工 业 和 纺 织 业 雇 员 联 合 会（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ｅｄｌｅ
Ｔｒａｄ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旨在改

善制衣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减少罢工。
（三）时尚组织机构与时尚群体

１９６２年创 立 的 美 国 时 装 设 计 师 协 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ＦＤＡ）是 服 装 设

计公司的设计师们的组织机构，用来强调设计师们

在文化产业中担任的艺术角色。从时尚产业内需要

连结的视角出发，ＣＦＤＡ作为一个会员组织，设立并

赞助了年度时装设计师奖，激发并鼓励了许多有才

华的纽约当地设计师。同时，ＣＦＤＡ也 参 与 创 办 的

一年两次“Ｓｅｖｅｎｔｈ　ｏｎ　Ｓｉｘｔｈ”时装周，通过协调高级

定制和成衣品牌的秀场和时间安排，为纽约当地设

计师带来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与热度。比如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以比尔·布拉斯（Ｂｉｌｌ　Ｂｌａｓｓ）和拉夫·
劳伦（Ｒａｌｐｈ　Ｌａｕｒｅｎ）为代表的自称是时尚发起者的

设计师受到关注并开始自主经营品牌。这些良好的

展示渠道很大程度上连结了服装产业和文化产业，
驱动纽约时尚产业体系往更专业化和系统化的方向

演进。除了ＣＦＤＡ，另一个协会也在创 意 体 系 中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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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１年 诞 生 的 时 尚 集 团（ＦＧＩ），
旨在提升时尚及其相关生活方式产业的专业性，给

设计师提供影响时装业的国内和全球趋势信息等。
（四）时尚媒介

时 尚 媒 体 与 时 尚 产 业 的 关 系 密 不 可 分。
《Ｖｏｇｕｅ》（１８９２年 设 立）和《Ｈａｒｐｅｒ＇ｓ　Ｂａｚａａｒ》（１８６７
年设立）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时尚杂志。在纽约时

装业刚起步 时，《Ｖｏｇｕｅ》杂 志 为 消 费 者 及 整 个 行 业

提供了时尚、美妆、生活方式以及流行趋势等，还与

ＣＦＤＡ 颁 发 了 时 尚 基 金 （ＣＦＤＡ／Ｖｏｇｕ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Ｆｕｎｄ），为 新 一 代 美 国 年 轻 设 计 师 提 供 帮 助。
《Ｈａｒｐｅｒ＇ｓ　Ｂａｚａａｒ》则给女性提供了从成衣到高定最

新的、最好的搭配资源，还展示了世界上最有远见的

造型师和才 华 横 溢 的 设 计 师［１９］。二 十 世 纪 七 十 年

代的时尚“风 尚 者”卡 尔 文·克 雷 恩（Ｃａｌｖｉｎ　Ｋｌｅｉｎ）
也通过媒体 杂 志 来 树 立 自 我 形 象 并 更 好 地 塑 造 品

牌。时尚媒介对消费者与新兴时尚资讯起到了重要

的联结作用，使大众能在第一时间获取时尚行业销

售或社会事 件 信 息。譬 如 在《Ｈａｒｐｅｒ＇ｓ　Ｂａｚａａｒ》中，
主编会刊登海报广告和事件报道以扩大信息受众，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刊报道了一则查 尔 斯·沃 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ｏｒｔｈ）推 出 最 新 色 调“Ｗｏｒｔｈ　ｂｌｕｅ”的 广 告———
让·查尔斯·沃 斯 夫 人（Ｊｅａ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ｏｒｔｈ）身 穿

一套由丈夫沃斯设计并用“沃斯蓝”色调全染的雪纺

蕾丝礼服。除了《Ｖｏｇｕｅ》和《Ｈａｒｐｅｒ＇ｓ　Ｂａｚａａｒ》，贸易

杂志《女装日报》（Ｗｏｍｅｎ＇ｓ　Ｗｅａｒ　Ｄａｉｌｙ，ＷＷＤ，１９１０
年创立）最开始报道当时女装工人罢工的新闻，如今

也被称为“时 尚 圣 经”［２０］。《Ｗｏｍｅｎ＇ｓ　Ｗｅａｒ　Ｄａｉｌｙ》
报道了服装 行 业 的 最 新 资 讯，譬 如“１９３７年 流 行 的

三款印 花”（Ｐｒ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１９３７Ｒｅｓ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纽 约 将 迎 来 首 个 秋 季 买 家 潮”（Ｎ．Ｙ．
Ｓｅｔ　ｆ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Ｆａｌｌ　Ｂｕｙｅｒ　Ｆｌｏｏｄ）等。另 一 大 重 要 媒

介就是纽约时装周，为纽约时尚产业创造了世界性

的关注。比如１９４３年举办的世界第一个纽约时装

周，旨在将纽约时尚推向世界。
（五）时尚文化教育机构

除了时尚媒介的推动，时尚文化教育机构在纽

约时尚产业和艺术交织的进程中也功不可没。帕森

斯设计学院（Ｐａｒｓｏｎ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成立于１８９６
年），曾培养出多位时装设计师和艺术家，比如在时

尚界最 受 尊 敬 的 设 计 师 包 括 唐 纳·凯 伦（Ｄｏ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伊萨克·米兹拉希（Ｉｓａａｃ　Ｍｉｚｒａｈｉ）、马克·
雅各布斯（Ｍａｒｃ　Ｊａｃｏｂｓ）等。同 样 培 养 了 许 多 时 尚

界精英的纽约时装学院（ＦＩＴ）成立于１９４４年，由于

时装和服装行业的成员需要越来越多的合格人才，

ＦＩＴ便培养兼具商业与艺术天赋的专业人才以满足

产业诉 求［２１］。另 外，时 尚 组 织 机 构（如 ＣＦＤＡ 和

ＦＧＩ）长 期 不 断 地 为 设 计 师 提 供 服 务，通 过 创 立

ＣＦＤＡ风尚基金或奖学金，建立商业服务网络，提供

产权保护等项目，制定时尚教育与实习计划，支持纽

约时尚体系中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　语

纽约时尚体系的特殊性在于其商业与艺术的高

度交织，这种特征决定了其产业发展与转型具有强

大的内在驱动力。追溯纽约时尚的起点，顺脉回溯

至十九世纪，美国纺织产业吸收西方工业革命技术

产物，实现了以生产方式转变带动的纺织产业大发

展，以及与东部沿海区域纺织项目的整体布局。从

纽约的服装产业与文化教育的发展来看，均为后续

时尚产业转型发展奠定了扎实的产业与人才基础。
纽约时尚产业更以二战后时尚中心的转移为契机，
在二十世纪 完 成 了 商 业 文 化 与 当 代 艺 术 表 现 的 对

接———时尚产业与当代艺术嫁接，随着时尚 媒 体 的

快速成熟，孵化定位出具有浓郁商业气息的纽约时

尚风格，进而建构纽约时尚体系，涵括了纺织及教育

项目、服装产业基础、时尚机构与群体、时尚媒介、时
尚文化机构等丰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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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ｉｔｎｙｃ．ｅｄｕ／ａｂｏｕ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ｈｐ．

（责任编辑：陈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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