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11月19日 星期三 主编 李枚 编辑 张改华 校对 晓梅 版式 王小羽

!!"#$%&'() !!"!#"$"

! ! " # $ % & !""#"$#%$&%

!*+,-./0 %&$'$%(!)*)

!123&4567 %&"&*%%#&*!

!89:;<=> %&())$($!!! ?@

!:;<=>AB %&#(**"#(((

!CD9<EF3G %&##*)')$"#

! : ; !*%('""" < = >

!CD9:;<=> %)#&!%'*$$$

!HIJKLMN %&!#*!"&'##

!9JO/PQR %&!*'$*$)$"

!ST89U3QV WL/0VX

YVZ[=\ %&)$""%!#%*

!<;]^G/P %&(%&#%&(!*

!CD89_`a %&*"&)(")#"

!'()*+,-. %"#'"&(#&'&

=G*b

_c89

dG89

efe<

g h = G

!ijkl %%"&(!! m n o p

q r s t

! / 0 ( 1 % & %"&""$($(((

! %!#&&$$ u v w x %!#&'$$

! 2 3 4 5 6 # 7 %'$#)$%##&*

!yz{ !&(%"&$! |} !)*#*!()

!~q��() !#$!()$! AB

!CD89_() %&(#&""%*$$

!"#$ !"#$%"&!

!��()+��& !!"!&*##

!�{()AB�� !(#*$(&"

! C D 8 9 ( ) %&"&"&(%&%*

!����� +, +� '##-!)$-*#!#

!���q����q�()��MA

B+�������� !*##&!&%

!�y�D��() !#%(!#%&

! C D 8 9 ( ) %&()&&!)))%

! ' 8 9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AB��() %)#$&')#&!)

( ) + �

! C D 8 9 ( ) !%*!$#$"

!ABCD # E ,* E!F &&&%%%%+

!�§¨©Mª�& !!!!**$$

!«¬�®¯Mª !&&%%%%%

! ! F - E G H I J &&&*$+++

!°DMª±²³¨© !!!!!%)$

M ª ´ µ

% ¶

! K L M N O P 9 Q &&%(%*-'

% & ' ( !"#$%&'$

�·¸¹º¸» /01 ¼½¾¿

)*+( !!'&(&$&

R S T U V W X Q Y Z [ \

,%'( !(#%)"*)

À � ¸ Á Â 23456789

ÃÄÅÆ !&"&&#""

-./+(!0123456

789:;<=>? &)'* @

ABC !!"#$%$%"D: !%"#$%$%

ÇÈÅÆ !**$("%!

ÁÉ !"$!$''+¹É !*&*!$,"

oÊ�ÆÅÆ

!"#$ !$!&-,,,

Ë / » ¸ Ì o Í ¹ Í Î ¸ �

!"#$%

Ï�¸ÐÑÒ¸Ó !*)&#&""V!*)&#(""

EA'( !!(,!++&

R S T U ] ^ _ &&$-+%%*

Y ` a b c d e f &&-($*'*

ÔEÅÆ

FGH9IJKH '* L !($!----

MNO !#%#%$$$P!$!&"'($

ÕÖÅÆ

×/

ØÙ

QR9ST9T %((L9H !#"'&!&&

ÕÚÅÆ

UV+( !##%!"""

ghQij[ k l m > n o N

WX+( !(,('"""

ÛÜ¸ÝÞßà¿Ù !"$!$%%%

RY+( !'(*&,'(

á â % Þ !"*"!))) | } ¹ ¸

Z[+( !"*$$$&#

½ � µ L Ï � » ¸ !&!%$#$*

ÇãÅÆ

! " # $ % & ' ( !"#!$%!!

D

®

T\+( !!(,'&,(

C p k Q q r s [ \ n o N

]^+( !$,"($(!

ht%uvwxyz{Q|&'&*&$++

!äåæçèéØê %&"&*%%(%(!

ë ì

ÅÆqr

ç¿+�

!í{æf !!"&))"".. !!"&))$$

!î´ %)#ïðñ %## ¦ !!!&&&$(

!òóæfôõëÃö !)"&)!)!

!÷øVwùVúûVü� !!**!(!!

!ýþæf !!&&&&() õëÃÿ

! Ã ` æ f !)*%#!$#

! f ë ! º " æ f !*!%!&#!

! !)$!$#$# E Ê æ f !)!))!$#

!##$î´D ® %&"&"%()&()

!!)$$($"" ¹%æf %&)(!))")*$

!#õëð&ëD® %&!*!$($%*$

! !"*&"### È"æf !*$*"$)$

! ë - D ®'+ � ( !)$&%!##

! !)(##### fëst !)$$()$$

!#"T-#õë)ºD�!"")!*&%

!�fë # !"()!$&" � ¥¬ ë

!%(( }~� -"( }�� &"&%-*"(

!����4]�� %"(%)'*(()%

! * + æ f !#$#%$""

!fë!,#,�,� !)%"&##&

! !!!!!"(% # ë ° ® !!!!!"&!

! -. / æ f 0 !"*"!(((

!1ø2ûü�34 %&)$"#%!*'$

_`'a !(*(*'*,

! 5 5 æ f !!&*$%!"

!��æf��D® !)!))")"

!î´ %!# ¦6{ %&# ¦ !$%&%!%!

bcXX !'+"'$'$

de@'a !'+$$$&&

fc'a !*&*'$"+

! Ç 7 8 9 Ã ÿ !""!*$#)

gh'a !"!*'&$$

iHjk !'("!!**

lm'a !*&-***&

!!%$&)$!& :1æf %&)$"#)!"*(

!!!(%"$*" ;<æf %&"&*%(%!"$

fn'a !!!!++,!

op'a !*,,$&,*

! # ë D ® !"($(!)%

qr'a &'(*"("*+'(

stuv !"!&'!("

! f ë = > !!(!)""( ? @

CD9<OAõë

BTëìÖDOA !*!*#)*!

! � � � � � � %"(-+'(-)($

! C D # E 3 4 ü � !)$!)"""

æëfF

!� ($������� %"&-"$""-"(

!ÃGHI #" 1J��D� !!!#!!!"

! � � ] � � � � %"*)*%"($+%

!4�� %'( ���� %'$"+%"-%)%

!�!�i . �Q� %"'*$$$+%*$

! � � � � � %"'*#'*%+*(

!�������� %'("$"#+(#"

Këe L

! % & � �   ¡ %"("('"%"&&

! % & ¢ £ � � %"**$#'+)+$

! e < õ ë ð M ë %&#%*!"&#))

!ghõëVð&ë %&!#&"'$***

!e<ghõëVð&ë !"#(!"*"

! e < õ ë ð & ë %&"&"&$!)""

ghëNO

ghëe<

+ �

!4¤¥ %'(/ ���� &&('-$%&

!��æëç¿çÅ %&($"%(#$()

!��PéVA¸ç¿ %&$&*%#*#*#

wc+( !(+($&!(

¦sQ§¨QvnoN &$%*(*""

ÕQÅÆ !**%*$%!

!"#$% !$'"(-&"&'# '-(

x^+( !!$(!(!(

© ª n o N &&+&%'*'>&$-%*"&&

!«¬®¯��� %"&%"$'**&%

!�°± "((( ��� %"(-++'&)$*

!RS®TUM eL !!!"((%*

! 4¤¥���� %"'*-&&'('(

!#VWü�ëKUM %&$&*%!"$*"

!÷ø VwùM� V� !***#"**

yz'a !*&,""&+

! X Y æ f ë - D � !)*#!#)*

{|'a !"'$$!++

!æfë-D ®�� !#%("!$!

! ) Z æ f ë # D � !!!!!")*

G}'a !"+"-'''

!²³´µ¶O·¸¹ºH�

»¼½| K¾�¿ÀV ºH�ÁÂ

)%(%(%((-&**ÃÄ{+VÅÆÇ

!È¨WÉiÊQËÌ.Í�Î

À Ã Ä { + � Á

)%(%"((-(-($((("'+

!ÏÐÑÒs[ÓÔs[ ("ÕÓ

ÔÖs×ØÙÚÊ�¿ÀV ÛÁ

(+%(-(*-$)*]ÜÃÄ

!WÉiÝÞßàáâã�äå

OæçÎÀVÃÄ{+è

!WÉÄé!êëìáâã�ã

ç íî -(($ï %%� &ð¿ÀV

ÃÄ{+ñ

!WÉòóôõö9ö÷åáâ

ã � » ø ù � Á

)%(%(-%(((('+%'| úPûü¾�

¿ÀÃÄ{+ñ

!ýþÿ�!�¿ÀÃÄ{+

! " Ä � W # $ % &

($(%((+*+- Á#'(á$�Î

ÀV]ÜÃÄV)*+,V-�!

./01Æ-ñ

!234~5678-F¿ÀV

- F Á (((%"%)$V � 9

-)%(((+*((%%VÃÄ{+ñ

!� »h:|;<=>áâã�

ãçÎÀVÃÄ{+ñ

! ? @ A P � ¿ À V � Á

)%(((("((&((((%"%)ÃÄ{+

!BCDW8$%E ("(%(%&"+(

Á8'(á$�Î

! ! "#$

% !&'() !*+,-./0

1* "

!FGHI=©ÕJK�ÃÄ{

+LÁ ('%&(()((%%((--)

!÷øV[wV1²) %&&"&"&!!%$ !BMÙNOt×ûP��Á

)%(%("(%&% ÃÄ{+

~ � � �

WÉ�SP=ÑQáâã�R

SkdT,V UVã�WX!

.YZø[WXV \]^_`

�3>W`abc^3VZd$

cî -(($ ï %% � %* ðG )'

ð\Veã�\]^YÚd$

! ý f g h i û j � k

0(')),((+¿À1ÃÄ{+

!WÉlmnoáâã�1ãçî

($ï %(� #$ð¿À1ÃÄ{+

!µ¶O·¸¹ºH� 1 KpÁ

)%(%(%((*%"#¿À1ÃÄ{+

!WÉiqjrsé÷tuúP

ûüKp¿ÀøùÁ )%(%(""()"

)$"ÃÄ{+

! 7 q v � � 4 � %"'#&&++%((

!WÉpwxyæQáâã�k

`zW{% )%(%('+&*)&&%+& -

F|7}ÎÀ1ÃÄ{+

!�� "((( ��� %"*"$'*(+&(

!WÉ~��Q��áâã�V

øùÁ )%(%($2%((((2"&"#V RS

kd��T,ø[VZ�.d$

c�ãà�ðG )' ð\�ã�

YZd$dåV]Üãàñ

在此之前，中国也有自己的“流行服
装”——军装，是年轻人最酷的行头。在北
京，谁要是有一套“将军呢”，引来的不只是
眼红，甚至可能是抢劫。改革开放之后，带
着强烈意识形态的绿军装，顿时风光不在。
人们需要更具时代特色的服装。

西装成为新时代第一种流行服装。
周长青说，西装热开始逐渐遍及大江南北、
城市乡村，西装大普及是对盛行多年的“老
三装”的反动，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对政治
改革的渴求。《时装》上转引了《东京新闻》
上的文章标题：“中山装，再见”。

著名设计师郭培回忆说，上世纪80年
代刚从事服装设计时，她曾经设计了一款
白色一粒扣西服，用的原料是 9毛钱一米
的库存桌布，生产出来后，“卖得那个好
啊，卖时装就像卖大白菜一样。”机关里的
干部，工地上的工人，市场上卖菜的……
满大街，不分人群，到处都流行穿西服。

“全社会都是白领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郭培意外地

发现自己设计的服装上了电视。当年热播的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她打开电视一看，发
现女主人公穿的大花格子西服就是自己所在
的天马公司生产的，设计师就是她，她边看边
乐。郭培说，那时，裁缝店到处都有，店里
的“裁缝”人人都会做几款流行的西服。

不仅西服，婚纱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人
的婚礼上。郭培说，当年，北京还没有婚
纱设计师，郭培想设计一款婚纱，不知道
裙摆怎么能撑起来。她跑到人艺的后台
找到设计师，看演员穿的戏服，发现下面
是用竹子做的一个架子，很复杂。后来，
她学会了自己设计。

1997 年，郭培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玫
瑰坊”，致力于“高级定制”，像章子怡、杨
澜这样的明星都成为她的客户。因为她
出色的设计才华，郭培还负责2008年奥运
会颁奖礼服的设计，蜚声国内外。

时尚的服装继续在郭培这些中国设
计师的剪刀下流转着。

本文未完，请继续阅读C06版

上接C02版

《时装》开启审美
尽管皮尔·卡丹刚到中国遇到一些冷空气，不

过，他大胆独特的服装设计，却打开了中国服装界
专业人士的眼界。

1978年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
政治空气改变了。《时装》杂志社社长周长青说，外
贸部邀请皮尔·卡丹访华，意味着从上而下，人们
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穿衣打扮。

在上个世纪 70时代，从事过摄影工作的周长
青说，改革之前，这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去艺术团
拍演员的照片，如果照片里的人摆弄姿势，回去必
定挨批评。拍一名童星的服装展示，只能拍衣服，
不能拍头部，否则也要受处分。

皮尔·卡丹带来了一场冲击波的时装表演。
1980年，嗅到这股敏感的空气，外贸部样品宣传处一
名又高又帅、思想活跃的年轻宣传员，通过详细策划，
收集了大量资料，向对外经济贸易部申请创办一本杂
志《时装》。这是中国第一本时装、时尚类杂志，这
名宣传员就是《时装》杂志的第一任社长程天宝。

经常听前辈讲起创刊经历的周长青说，当时
创刊时，条件非常简陋，就在老对外经贸部的楼道
里头，隔出来了一个小房间。创刊时，杂志社就程
天宝一个人，拿着一支蓝红圆珠笔，一头蓝色，一
头红色，一头撰写文章，一头校对文章。

第一本杂志印出来后，程天宝发动同事到大
街上卖，第一期印了 40 万册，定价 0.6 元，季刊出
版，一年出版4册，没有彩印。《时装》杂志的出版引
起了当时世界的关注，当时外国媒体报道说，这本
杂志预示着中国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
追求生活质量了，并且评论说：中国《时装》杂志的
出版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们印象深刻的
是，《时装》杂志每期后面的“裁剪图”是当时很多
学做衣服的裁缝、女孩子常效仿的最好最新样本。

1985年，《时装》杂志社与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合
作，使用日本的教材，兴办中国第一个服装文化函
授中心，周长青说，这是中国第一个服装教育专业，
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时装设计师。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新的时装、时尚类杂志开
始在国内兴起。欧洲系的《世界时装之苑》、美国
系的《时尚》杂志、日本系的《瑞丽》杂志先后在中
国创刊，这批时尚类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加剧
了市场竞争。

流行服装登台
在那个万物复苏，服装杂志兴起的上世纪80年代，就连中央领导人百忙之中也不忘服装

工作，在有关会议上，当时强调：要抓一下服装，要让全国人民穿得漂亮一点。

到处都是喇叭裤.jpg

衣服，花裤子，脚上的小布鞋.jpg

30年前，街上流行红裙子
改革开放

特 别 报 道

周年

曾经风靡一时的喇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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