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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谈中老年女性的服饰美

李仕华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 0 2)

【摘 要】服饰作为文化的表征
,

一直被人重视
,

但中老年女性服饰在传统主流话语 中却处在缺席

地位
,

本文从服饰 的重要性
、

中老年女性的个体特色及着装原则
、

修饰技巧等方面探讨中老年女性的服

饰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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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资料
,

是

人类生存的必须物质手段
,

除实用功能外
,

还具

有很强的社会属性
。

它既是人精神个性的体现
,

也是美化生活美化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社会生

活方式的 发展 和变化
,

一般是通 过服饰来体现

的
。

郭沫若曾说过
: “

衣裳是文化的表征
,

衣裳

是思想的形象
。 ”

美的服饰能美化人的形体
,

提

高人自身的审美价值
,

而且可 以对人的行为起规

范和约束作用
。

所以
,

服饰是一种文化
,

能反映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
、

精神面貌和物质文明的发

展程度
。

它又是一种语言
,

能反映一个人的社会

地位
、

文化修养
、

审美情趣
,

表现一个人对 自

己
、

对他人
、

对生活的思想和态度
。

服饰的使用价值即防寒保暖遮羞
,

在人类早

期的亚文化状态中
,

突显的往往如此
,

但在社会

的发展过程中
,

服饰作为装饰人体的艺术
,

其审

美价值越来越受人重视
,

因为它既能美化人的形

体
,

又能充分表现人的仪表美
,

满足人爱美的天

性
,

给人的精神带来极大的快乐和享受
。

但传统

服饰审美主要针对年青人
,

尤其是年轻女性
。

中

老年女性由于形体特殊
,

消费观念滞后
,

服装周

期过长
,

其消费需求难被商家重视
,

消费愿望也

难以获得满足
。

但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

居

民的生活水平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
,

引起消

费观念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

由于中老年妇女收

人较稳定
,

负担不太沉重
,

对于 自身的生活关注

越来越强烈
,

食用讲绿色营养
、

穿戴讲环保时

尚
、

用度讲情调高档
,

已经成为现状
。

固然
,

沧桑岁月无情地将年轮镌刻在她们的

脸上
、

身上
。

一般来说
,

大多数中老年女性的形

体较为臃肿
,

小腹较凸 出
,

肌肉松弛
,

面色灰

暗
,

脂肪脱垂
,

色素沉着增多
,

皱纹出现
,

但春

天过去不是秋
,

美的形态各各不一
,

不同年龄的

人有不同的风采
,

对于中老年女性
,

在时尚中追

求品位和档次可 以为她们劈开一条通往美丽的幽

径
。

一
、

穿出自信
,

展现风姿

黑格尔曾指出
: “

服装如果能把身体各部分

以及姿态遮盖得尽量少
,

那就是最好的艺术处

理
,

近代紧贴身躯的服装亦是如此
”

( 《美学》

第 3 卷
,

商务印书居 19 81 年版第 1 60 页 )
,

服饰

作为文化的表征
,

应体现一定的着装原则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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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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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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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英文中 iT m e ,

lP ac e ,

0卜

jec t 三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
, “

T’’ 指时间
, `

,P’
’

表地方
、

场所
、

位置
, “

o’
,

表示 目的
,

目标对

象
。

中老年妇女着装不在俏丽
,

而在韵味
。

要在

不同的环境因素中展示不同的风采
,

色泽不宜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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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或太艳
,

太暗可使面色蜡黄
,

无精打采
,

老气横

秋 ; 太艳则显庸俗肤浅
,

可选色度低明度高的色

彩
,

如紫色
、

浅蓝色
、

浅灰色
、

橙红色
、

淡绿色
。

款式宜简不宜繁
,

宜松不宜紧
。

太繁太紧则抑美扬

丑
,

无法展示其干净利落
,

典雅大方的仪态
。

面料

质地以中高档为主
。

中老年女性大多有一定的经验

阅历
、

文化教养
,

如果服装质地低劣
,

则无法展示

其雍容
、

成熟
、

干练的风貌
,

反显其浅陋
、

平庸
。

中老年女性的衣柜应有不同款式
,

不同色泽
,

甚至

不 同风格的服装若干
,

以满足不 同场合的着装需

求
。

一般说来
,

宴会装应雍容华贵
,

工作装简洁典

雅
,

运动装轻松干练
,

休闲装潇洒自如
,

春装色泽

缤纷
,

夏装朴实无华
,

秋装艳丽多姿
,

冬装妩媚华

贵
。

2
.

整体性原则

服装的整体和谐
,

是指由人的形体和心灵及服

饰的款式
、

色彩
、

质地
、

工艺以及着装时的客观环

境等各种因素通过多样统一的组合关系而显示出来

的美
。

服饰的整体性主要表现为
:

款式与形体的和谐统一
。

中老年妇女着装既要

追求时尚
,

又应扬长避短
,

切合体形
,

如体形较胖

则应款式简洁
,

剪裁合体
,

避免过宽过窄
。

体形较

瘦可用一些皱折来增加丰满度
,

但不宜用蕾丝花

边
。

身材调配和谐统一
。

包括肤色的协调
,

上下衣

配色的协调
。

肤色较白的人色彩选择比较 自由
。

肤

色较黑的人色彩选择宜浅不宜深
,

宜冷不宜暖
。

上

下衣配色方式一般有三种
:
同色相配

,

邻近色相

配
,

对比色相配
,

不同配色方式可取得不同的着装

效果
。

同色相配显庄重
,

邻近色相配显大方
,

对比

色相配显活泼
。

整体配色应考虑着装环境
、

受众等

因素
。

装饰物与形体的和谐统一
。

一叶知秋
,

小小的

装饰物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

一枚发夹
,

一方丝

巾
,

一枚胸针都可以突破平凡
,

尽透雅致
。

总之
,

中老年女性着装应强调整体效果
,

追求

和谐
,

如李渔所言
: “

妇人之衣
,

不贵精而贵洁
,

不贵丽而贵雅
,

不贵与家相称
,

而贵与貌相宜
。 ”

( 《闲情偶寄》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 85 年版第 122

页 )

3
.

个性化原则

着装 的个性化主要指个人的性格
,

年龄
,

身

材
,

爱好
,

职业等因素
,

应力求反映一个人的个性

特征
。

中老年女性大多性格沉稳
、

体态丰满
,

喜静

不喜动
,

职业固定
,

心态平和
。

服饰是心灵 的外

衣
,

服装总是具体的单个人穿的
,

个体因素对服装

款式有着潜在的支配力
,

在选择服饰的时候
,

应着

重考虑突显个人特色
,

充分表现特征
,

突出性格
,

创造出含蓄优雅的意境美
。

4
.

整洁原则

整洁是衡量一个人素质与修养的重要因素
,

中

老年女性饱经沧桑
,

阅历丰富
,

有一定的人生经验

及社会地位
,

在着装上应显得整洁
,

衣服不能有污

渍
,

不能有绽线的地方
,

更不能有破洞
,

扣子配件

应齐全
,

衣领和袖 口尤其要干净
,

衣服要熨烫平

整
,

不能皱皱巴巴
,

鞋袜等小细节也不能忽视
,

尤

其在穿短裙会露出丝袜的时候
,

要注意丝袜必须紧

贴腿部皮肤
,

不宜出现任何皱折破损
。

二
、

巧装扮
,

让魅力点点绽放

爱美之心
,

人皆有之
,

修饰打扮
,

美化形貌
,

可以给人美感
,

也能满足 自己的审美需要
。

1
.

首饰美

首饰是女人的第二张面孔
,

也是服饰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

须精心打理
,

才能塑造完美形象
。

巧

妙的首饰点缀可以画龙点睛
,

强化主体
。

( l) 发饰
。

发饰的主要种类有发夹
,

发带
,

发

梳
,

其 目的是修饰头发和额部
。

中老年妇女的头发

大多已经斑白
,

额部出现皱纹
,

发饰的选择就要注

意款式简洁雅致
,

不宜繁复
,

色泽宜深不宜浅
,

种

类宜少不宜多
。

( 2) 首饰
。

首饰包括耳环
,

项链
,

戒指
,

手链

等
。

面部是审美的视觉中心
,

也是必须装扮 的重

点
,

选择首饰须重点考虑脸型
,

肤色
,

年龄等
,

国

人的脸型常见的有椭圆型
,

方型
,

圆型
,

尖型
。

椭

圆型适宜范围较广 ; 方型脸宜戴圆形项链
、

耳环 ;

圆型脸宜配鸡心项链
,

长坠耳环
,

尖型脸宜配圆型

项链
,

贴式耳环 ; 肤黑者
,

首饰颜色宜浅
。

年轻者

选取首饰重在款式新颖
,

色泽艳丽
。

年长者选取首

饰贵在品质出色
,

款式简洁大方
。

戒指
,

手链重在装饰手臂手指
,

不宜过粗过

多
,

宜精宜细
。

2
.

化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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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流逝让中老年女性双眸失去了神采
,

毛

发也 日渐稀疏
,

面色开始暗淡
,

皮肤松弛皱纹加

深
,

只要利用巧妙的化妆技巧
,

掩盖岁月造成的瑕

疵
,

恢复年轻的容貌
,

甚至更添另种风韵不再是

梦
。

化妆的第一步是洁面润肤
,

选取适合自己肤质

的洁面乳
,

彻底清洁肌肤
,

然后用爽肤水使肌肤保

持活力弹性
。

接着用润肤露
,

由于中老年女性皮肤

水分较少
,

除大量饮水和用食物补充水分外
,

品质

较好的润肤产品对肌肤补水也有很大的帮助
。

第二

步是对面部做适当的修饰
。

先处理眉毛
。

女性的眉

毛应纤细弯曲
,

长到眼角
,

可根据肤色和成妆的整

体效果选取颜色合适的眉笔
。

长型脸眉毛画的幅度

不宜过于弯曲
,

尽量平直
。

圆型脸和方型脸的眉毛

宜画得弯曲
。

可用眉笔
,

眉刷精心描划好眉型
,

再

用眉夹拔除多余的部分
。

然后是眼睛
。

可先画上眼

线
,

描上眼影
,

再用睫毛膏使睫毛黑亮翘挺
。

再后

画嘴唇
。

先用唇笔描出轮廓分明的唇线
,

再用唇膏

使唇润泽
,

最后用唇彩或 口红使唇红润丰满
。

最后

利用粉来定型
。

好装扮
,

好心情
,

在传统话语中
,

中老年女性

的形象常与臃肿
、

颓丧结缘
,

但今天是一个张扬美的

时代
,

爱美
、

追求美
、

创造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

春

花固然灿烂
,

秋叶不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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