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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为悦己者瘦何时兴起!下"

! 吕晗子

! ! ! !胸衣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时期。只是文艺
复兴以前，这种胸衣对身体并没有任何束缚
作用，而只是作为普通内衣的衬裙。在文艺复
兴初期，一般贵族女子的紧身胸衣仍然是用
布制成的，并不会给身体造成太大痛苦。直至
!"##年前后，出现了一种叫做“$%&'( )*+,-”
的紧身胸衣。它比之前都要厚实笨重，在亚麻
紧身衣的各个侧面还穿入了鲸须用以支撑腰
部的收缩效果。正前方的下面还选用了更加
坚硬的木头或金属包底。整个胸衣看起来又
厚又硬。贵族妇女为了追求更细小的腰身把
上述不应作为内衣的材料统统穿在身上。这
些实际上繁重的衣物使得她们看起来轻盈无
比。很多女人因此勒断肋骨、流产甚至内脏移
位。正如三寸金莲以残忍成为中国男权折磨
女人的典型案例一样。宫廷贵妇勒细带的动
作在许多电影和照片中反复出现，后来成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奴役女人的时代标签。

!.世纪，法王路易十五大力推崇洛可可
风格。纤细、浮华和繁琐的风格在欧洲大行其
道。那一时期的女装也受到了影响，注重繁琐
极致的形式美。女装的设计朝着越来越细的
腰身和越来越庞大的裙撑发展。贵族出身的
女孩们从未成年的少女时期就被要求裹胸束
腰。从 !.世纪直至一战，束腰也越来越向酷刑
方向发展。女孩们日复一日地绑着，导致血脉
周流不畅，这种“刑具”以捆绑太紧而爆出的青
色血管为美。这种男人奴役女人、女人屈从于
男性的审美，这种挖空心思的艰难取悦，在那
一时代竟然被宣传成性感而诱惑的美丽。

著名的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即茜茜
公主），可谓这一时期妇女的典型代表。身高达
一米七二的皇后，腰围最细的时候仅有 !/英
寸（约 01厘米），即便是生育过四个孩子之后，
她也一直将自己的体重维持在 "1公斤。2.30

年 "/岁的茜茜体重更达到 045"公斤。如果说
678 低于 !#5" 的人就有患厌食症的隐忧的
话，茜茜低达 !95#的 678足以成为厌食症的
典型案例。但实际上，茜茜每天吃的东西并不
少。牛肉汤、牛奶鸡蛋都是她每日必备的餐点。

大多数时候她不会过于节食，但每当体重稍有
波动，新一轮的禁食疗法就会接踵而至。为了
维持体重，她将自己的全部时间投入各种高强
度的体育运动。她骑马、跑步，在起居室外建造
了一个设备齐全的体操房，在她的卧室中还挂
着吊环。这是一个瘦弱而有力量的女人。普通
的欧洲贵妇追求腰围只到结婚之时（维持到她
们成功取悦了男人，将自己打发出去之时），而
茜茜公主年复一年地按照少女时期的标准要
求自己。为了凸显自己傲人的腰围，她常年绑
着蕾丝束腹。!.3.年，当她在旅行途中遇刺的
时候，由于紧身衣太紧，茜茜起初甚至没有意
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临死前，/1岁“高龄”的皇
后腰围仍然维持在五十厘米以下。

减肥成为全民狂欢
!31/年，被誉为“革命家”的服装设计师

保罗波烈设计了更为舒适的内衣取代紧身衣。
这种以胸罩代替紧身胸衣，强调原始体型的新
风格迅速席卷整个西方市场。他坚信“从颈到
膝都被束缚的女性躯体，必须要求解脱。”但讽

刺的是，这个发明解除了胸部肉体上的禁锢，
却使得“瘦”从贵族的奢侈追求变成为一种全
民的风潮。人们比对着完美比例的标准自惭
形秽。在男权审美的大背景下，保罗的发明非
但没有解放女性，反而让她们陷入疯狂。

!3世纪末 :1世纪初涌现出一大批以女性
读者为目标客户的时尚杂志。其中成立于 ;.3:

年的《<=>?@》，和 ;./#年创刊的《时尚芭莎》
（AB&'-&C( 6BDBB&）成为同类杂志中的佼佼者。
他们有着最灵敏的嗅觉，捕捉时下的女性时尚。
从 ;.3:年时尚芭莎的杂志封面和现存 ;3;#

年《<=>?@》的封面不难看出，保罗波烈的最新
发明的紧身衣并未改变人们对于瘦身的审美
追求。与其说，这些杂志在告诉女人什么是美，
不如说他们是在告诉女人，男人认为怎样才美。

;39"年，巴黎设计师路易斯·里德发明的
“比基尼”更将胖女人推向了社会审美的边
缘。这种完全暴露女性腰腹部的服装使得紧
身衣之类借助工具“临时抱佛脚”的收腰方式
显得苍白无力。女性开始追求彻底的、不依靠
任何外力的细腰方法。减肥栏目迅速成为各

大报纸、电视的统一选择。在媒体不断强化这
一审美的同时，专业模特甚至会为了细腰而
牺牲原本丰满圆润的胸部和臀部。今天，骨感
美女几乎霸占了所有时尚杂志的封面。媒体
不断强化着苗条等于美丽，肥胖等于愚蠢和
自我放逐的观点。减肥已经变成了一场全民
狂欢，街头巷尾的每一个人都在热烈地讨论
着，实践着。各种科学的、不科学的减重方式
和食品被研制出来，然后又在一代代人甘当
小白鼠勇敢实践后被推翻。

无独有偶，中国的减肥风潮同样始于服
装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的“$E*F-(-

G&-((”（中国裙子）实际上指的是民国中期经
过改良、以妖娆婀娜著称的民国旗袍。而最初
随满人入关的时候，女性旗袍要比民国时含
蓄很多。在清朝，旗袍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显露
身份而不是体型。清朝旗袍宽大华丽，里面还
配着外穿的长裤。与其说是衣服，倒不如说，
这是个地地道道的袍子。而当旗袍演变至民
国，它却从外袍演变成了裙子：贴身的设计将
女性的曲线展露无遗，原本的长裤也被裸色
的丝袜替代。如果说清朝女人的妩媚是矜持
中不经意流露的风情，那么民国女人的性感，
就是一种侵略性的、完全的、彻底的“引诱”。
对于身材姣好的女人来说，旗袍是最好的伙
伴，与此同时，它也成为其他女人控制体型的
最大动力。

HI世纪 J1年代是民国旗袍完成演变的顶
峰时代。越来越多的中西交流使得中国旗袍与
欧美流行的女装曲线完全吻合。当时的电影巨
星阮玲玉更被人誉为中国的第一位骨感美人。
在那之后，尽管中西在服装风格上的交流随着
政权交替而短暂中断。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全
球一体化的进程，减肥运动也随之被一体化了。
我们读着中文版的《时尚芭莎》，看着美国大片
里的香艳美女，品位也日趋统一。减肥变成女
人们最流行的话题，苗条也变成男人们选择女
人的潜意识标尺。于是，女人们对于男人的艰
难取悦也就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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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结束后的一次选美比赛上% 一个身着透明内衣

的女人站在男性评委面前&女士胸罩 !%世纪初诞生%发

展到二战前后%花样迭出&这位女士的大胆着装%是那个

时代的风尚%也是男人眼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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