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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身体叙事的视角，以道具“模特”的起源与演变为脉络，分析西方消费文化中关于身体的标准与

多元叙事。通过研究相关史料，本文发现商业“身体”展示需求的兴起是身体“模型”演变为人体“模

特”的主要驱动力，其后从身份建构与性别凝视两个方面分析了道具“模特”如何建立理想形象的标准，

以及时尚叙事如何实现了道具“模特”外观的多元化。最终弱性别设计理念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新的

叙事结构的诞生，即“模特”不再需要拥有具体的身份和性别，而是随着商品的变化呈现不同的面貌与

特质，以更快的速度构建出新的欲望形式，加速商品在自由市场中的流通。 
 
关键词 

道具模特，展示空间，身体叙事 

 
 

A Body Standard and Multiple Narratives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Prop “Model” Designs 

Huimin Huang, Wentao Zhu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Nov. 28th, 2023; accepted: Dec. 18th, 2023; published: Feb. 21st, 2024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standards and diverse narratives surrounding the body in Western con-
sumer culture, focusing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nnequins as prop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rise of the commercial demand for body 
displays has been the main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transition from body models to human man-
nequins. The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how mannequins establish ideal images based o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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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gender gaze, and how fashion narratives contribute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ir 
appearances. The emergence of a weak gender design concept ultimately signifies the birth of a 
new narrative structure, where mannequins no longer require specific identities or genders but 
instead adapt to different appearances and traits, enabling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new desire 
forms and accelerating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in the fre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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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心设计的橱窗展示可以吸引人们观看，而橱窗中的道具“模特”则使人驻足凝视，让消费者想象

自己穿着最新商品的模样。道具“模特”在外观、比例及类型上的变化，象征着社会审美标准的更迭，

亦隐含着不同时期性别、阶级和身份等社会规范，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如何加工“身体”。本文以道

具“模特”的演变为中心，从“模特”的起源谈起，梳理其如何从单一样式演变为形式上的多元化，进

而探讨西方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叙事。 

2. 道具模特的起源 

2.1. 商业身体展示需求的兴起 

道具“模特”的起源与时装娃娃有一定关联性。自文艺复兴早期以来，时装娃娃常被作为外交礼物，

用于国家之间互相展示和交流服饰。作为体现和传播上流阶级审美的工具，时装娃娃通常制作较为精致，

以女性形象为主。如 16 世纪威尼斯的升天集市上，真人大小、身穿法国时装的娃娃象征着威尼斯女爵的

形象，其被认为是早期人体模型的例子之一[1]。 
然而，由于时装娃娃的性别和功能，也有学者认为画家所使用的“lay-figures”(假人)才是商业人体

模型的真正起源[2]。其通常为缩小比例的木制“人形”，以中性或男性形象为主，外观简洁且关节铰接。

自法国大革命后几何裁剪法取代了在客户身上裁剪布料的传统制衣法[3]，男性西装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

杂，而为了减少使用平面图纸所出现的差错，制衣业开始使用“模型”辅助制衣。 
19 世纪初期，欧洲开始出现第一批专门生产只有躯干的身体模型的公司。其通常使用稻草、皮革和

铁丝等材料制作，侧重于肩膀和臀部之间比例，以展示服装的腰身尺寸。在这一时期，身体模型开始作

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制衣工具被广泛运用，使繁忙的中产阶级客户免于长时间的试衣。 
然而，相比中产阶级追求私人定制的服装，工人阶级顾客则希望能立刻获得合身得体的西装。19 世

纪上半叶，出现了一批新兴企业家响应了庞大的底层民众对于快速生产成衣的需求[3]。随着生产方式的

革新，缝纫机等技术的普遍应用，规模化的成衣生产开始大量出现。相较于传统制衣的流程和成本，成

衣业能够批量化地提供不同服装款式与尺寸迎合大众需求，“时尚”的追求也更具民主化的意义[4]。而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成衣的上身效果以吸引顾客购买，身体模型需要具有更多人形的特征。同时，木材和

纸板等材料的运用，也使制造商得以用更低廉的价格批量化生产模型，进而拓展其大范围的使用。 
随着百货公司的消费空间中大量地出现服装的陈列与展示，为了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制造商开始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07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惠敏，朱文涛 
 

 

DOI: 10.12677/design.2024.91071 592 设计 
 

头部、肩颈和手臂这些顾客可见的身体部位变得更逼真，以期更好地代表真实的人体。但出于节省成本

与功能性的考虑，被衣物所遮蔽之下的躯体则依旧维持原样。这种对“人形”局部审美需求的出现，凸

显出人们对于身体“模型”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展示要求。 

2.2. 道具模特的消费与审美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产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宗教与意识形态对于“身体”的界定、规训与控制的

权威性得以削弱，“身体”变得更为自由自主，逐渐成为人的自我认同的核心。同时，与更逼真的男性

人体模型不同，19 世纪上半叶的女性人体模型仍较为简陋。然而，随着男性成衣业的兴起使许多定制裁

缝师生意惨淡，他们不得不转而开拓女性市场，女装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女性人体模型随之也受到重

视。 
世纪之交，国际展览的流行催生了对于商品与技术的夸耀与展示，使人体模型在外观上有了更进一

步的发展。其后，通过不断地改进制作工艺，蜡像在仿真人形上被工匠们推进到了极致的地步。如，在

1894 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德国制造商推出了 200 磅重的蜡像。为了使其尽可能逼真，制造商甚至还使用

了真人的毛发与牙齿[5]。作为这一时期制作模型的主要材料，蜡质的高度可塑性实现了造型上的多样化

和细节上的真实性。虽然其在橱窗展示中并不算实用，有着强光直射易融化、低温下开裂、不便搬运等

缺点。但相比之前单一呆板的外观，蜡制模特显然更能满足展示空间中不同的陈列方式以及人们渐增的

审美需求。 
此外，由于 19 世纪末大众传媒的兴起使女性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景观，这种观看体系产生了关于女

性类型的分类，包括女演员、合唱女孩、模特儿和上流社会女性等[6]。这种凝视与分类体系同样影响了

“模特”的外观，如 1910 年人体模型的脸开始模仿当时流行的著名女演员的面部特征而制作。在这一过

程中，人们变得更为痴迷于形似真人的“模特”，也愈发追求视觉上的审美性。可见，“模特”不再被

视作纯粹的制衣与展示工具，反而化身为一种“人”的象征物。通过赋予其人格特质与性别特征，“模

特”被塑造成了一种理想的“身体”形象，成为吸引窗外的人们驻足观看并购买产品的有力说服者。 
随着制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女性人体模型的外观与真实女性的身体愈发具有相似性，甚至过于强

调女性身体的生理特征，这也引发了当时女性消费者的反感与焦虑。而 1925 年巴黎展览法国展区中的这

组人体模特，则被认为较好地解决了人们因蜡像与女性身体过于相似而引起不安的问题(见图 1)。 
 

 
Figure 1. Mannequins on display at the Paris Exposition of 1925 
图 1. 1925 年巴黎博览会中展出的人体模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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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流行的圆润古典的女性形象不同，这组人体模型呈现出了一种肌肉匀称、四肢细长的现代女

性形象。通过弱化胸部和臀部的肉感，其外观有着更为简洁流畅、纤细健康的身体线条，以及抽象简练

的五官造型。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变化在于这组模特的外观并没有使用以往所常用的蜡质、真人头发等

材料，反而是使用了金属涂料。而这种散发着金属光泽感的“皮肤”也成功地为人体模型进一步地赋予

了现代感，建立起与真实女性身体的距离，最终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有着差异性的“理想美”。 
至此，人体模型在外观设计上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并行发展：追求真实性或抽象化的呈现。前者多数

受当下时尚杂志、时装秀及大众媒介中所流行的身体形象所影响，而后者则更多地通过尝试不同的材料

与造型对人体模型进行异化，以建立与真实身体的距离感。但两者都是通过改变与消解原有的身体形象，

使其更符合当下的审美趋势和社会需求。 

3. 理想形象标准的建立 

3.1. 身体身份的塑造与构建 

人体模型的设计、制作及材料的使用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了更多的创新与进步，不仅提高了制造的

效率和质量，还在功能性与美观性实现了更好的平衡。人体模型变得更轻量，使搬运移动变得更容易，

耐用性的提高也让维护工作变得更为简单。有些制作商还通过生产可更换肢体的人体模型以满足更多不

同展示需求[5]。相比以往只生产固定的造型，这种改变既节省了生产成本，还丰富了人体模型的姿态，

使其更具真实感与差异性。 
同时，商家也开始越来越注重为人体模型赋予不同的社会身份和个性特征，构建并植入一种消费想

象，即通过建立不同社会阶层理想形象的标准，使人们对其产生自我投射和身份认同，以进一步地制造

消费。除了社会阶层上的身份认同，人体模型还被赋予了象征着国家形象与民族身份的理想外观。此外，

人体模型的外观标准的调整也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经济的适应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体模型

的腿部长度被大幅缩减，但这样的调整并不是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因为战时物质匮乏而变得矮小，而是制

作商为了节省制作材料而有意为之[5]。 
综上所述，可知“模特”已然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载体，直观地反映着不同时期经济形势与社会观

念的变化。而其不断演变的驱动力则主要源于逐渐兴起的消费心态，使人们期望通过购买某种商品来模

仿特定形象，以成为某一群体中的一员。“然而理想化的消费对象总是会比我们所拥有的要稍微好一点，

欲望的张力使我们努力想达到理想化”[7]。这种心态驱使着人们始终在追随和模仿不同的“身体”形象，

人体模型的外观也随之不断地变化与更新，进一步地朝着建立更为理想化标准的方向演变。 

3.2. 空间展示的性别凝视 

正如广告、杂志、电影等媒介可以营造出令人沉醉其中的消费场景，展示空间同样也是一种构建想

象、诱发消费的景观场域，人体模型则是这一空间中被凝视焦点。这种源于外部的凝视不仅形塑了模特

的外观，还建立起从“模特”到“展示空间”的理想化标准。 
然而，这种凝视常常伴随着性别视角。作为在当时西方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白人男性，他们的审

美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种文化形象的塑造。以雕塑家、零售陈列设计师莱斯特·加巴(Lester Gaba)
为例，其通过参考真实的纽约社会名媛形象，开发出了不少具有更自然、个性化特征和更轻型的人体模

型。他的作品通常被描述为“身高、肤色和比例各不相同”，模特所呈现的态度则是“自然和多样化的”。

尤以 1932 年的“辛西娅”(Cynthia)最为典型，其曾因逼真的手部、胳膊、眼睛和耳朵以及其他丰富的具

体特征而备受赞扬，甚至被认为开辟了人体模型制作的新思路(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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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aba and Cynthia 
图 2. 加巴与辛西娅② 

 
然而，加巴(Gaba)的作品几乎都是以美丽时尚的白人女性为原型，建立并宣传了一种狭隘的审美标

准：只有小巧的五官和苍白的肌肤才是自然和有吸引力的。这种审美标准的流行也反应了当时主流社会

对于“美”的狭隘理解，非白人和非典型女性的“身体”被边缘化和忽略，以及女性的身体进一步地被

视作商品营销的工具。 
20 世纪 50 年代，人体模型外观上的性别表征开始变得两极分化。如下图所示，这是一组美国 50 年

代的橱窗模特(见图 3)。 
 

 
Figure 3. American window displays of the 1950s 
图 3. 美国 1950 年代的橱窗③ 

 
从图中可以看出男性模特在空间中居于主体地位，女性模特则更多依附于男性，处于次要地位。而

在外观上，女性模特被设计成沙漏型身材，呈现出顺从感；男性模特则被塑造为倒三角形身材，充满力

量感的肢体动作，体现出一种主导感。这种具有显著性别差异的呈现反映了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分配，

男性和女性在理想形象标准上的不同。这些人体模型所展示的身体语言同样也反过来影响了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表现，即人们试图通过模仿人体模型的姿势与他人互动以符合社会预期[8]。 
同样，如图 4、图 5 所示，在女性服装的橱窗陈列中，人体模型数量居多，模型之间有较多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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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和眼神交流，场景布置上更偏向于自然柔和的氛围；而在男性服装的橱窗陈列中，人体模型数量较

少，姿势较为拘谨呆板，场景布置上以城市的鸟瞰图为背景，整体呈现出一种疏离感。 
 

 
Figure 4. Women’s window of 1955 
图 4. 1955 年的女性橱窗④ 

 

 
Figure 5. Men’s window of 1947 
图 5. 1947 年的男性橱窗⑤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陈列方式与外观设计都象征着人体模型开始成为一种产出和巩固性别刻板印

象的载体，引导着男性和女性向传统社会所期望的目标与理想靠拢。人体模型不再只是消费者体现身份

认同和投射自我的象征物，而是扮演着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通过精心设计好的姿态和空间布置，

“模特”开始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认知与行为，建立起与消费者互动的关系。 

4. 双重价值的时尚叙事 

4.1. 真人道具的流行样板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时尚展业发展迅速及社会运动活跃的时代背景下，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传

统的性别气质逐渐被打破，美的标准得以变化与拓宽，消费市场也开始变得更为多元化。但人体模型行

业自出现以来，理想化的外观与商业上的标准化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而超模作为时尚行业的重要代

表之一，身材和外貌都具有广泛的认可度和吸引力。因此，制造商开始更多地以超模为原型设计人体模

型，相比以往由设计师主观地构建理想形象，这一设计理念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和市场需求。 
1966 年，阿德尔·鲁特斯坦(Adel Rootstein)以特威吉(Twiggy)为原型制作人体模型被视为划时代的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071


黄惠敏，朱文涛 
 

 

DOI: 10.12677/design.2024.91071 596 设计 
 

标志性事件[5]。如图 6 所示，特威吉(Twiggy)站在自己的人体模型面前合影：相较于五十年代令人惊艳

的金发美人及其家庭主妇造型，以特威吉(Twiggy)为原型的人体模型有着瘦长身形与少女感，姿态上放

松恣意，同时身着 60 年代最流行的迷你裙，完美地彰显了当时女权主义和青年运动中所宣扬的“年轻”

与“性解放”精神，因而备受当时的年轻女性推崇与模仿。 
 

 
Figure 6. Twiggy and her mannequin 
图 6. 特威吉与她的人体模型⑥ 

 

 
Figure 7. Luna and her mannequin 
图 7. 卢娜和她的人体模型⑦ 

 
同时，在当时汹涌的社会及民权运动影响下，黑人和亚裔模特在时尚和广告行业中开始愈发具有影

响力，这一趋势同样也影响了人体模型的塑造。作为在展示史上几乎与特威吉(Twiggy)齐名的黑人模特，

唐耶尔·卢娜(Donyale Luna)以她优雅的身姿和独特的手势而闻名。作为巴黎最受欢迎的 T 台模特之一，

她的人体模型同时也是商店橱窗中最令人激动的存在——首例黑人人体模型[5]。由于外形苗条且四肢纤

长，卢娜(Luna)常被描述为具有猫科动物的气质，神秘优雅充满着异域风情(见图 7)。然而，这种过分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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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他族裔身体特征并将其作为商品景观来欣赏和消费的行为，既反映了白人主导社会对异族文化的猎

奇心理，也揭示了当时社会对非白人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总体而言，超模独特的身体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形象，展现了更多元的身份形象，

促进了人体模型在性别、种族与社会身份上的多样化。然而，与超模本身的距离感相比，橱窗中的人体

模型能以一种更“平等”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超模所代表的特质。但这种“平等”仍然存在距离，因为

超模特定的身体形态始终与大众有一定差异，代表着社会不断变化的理想身体标准。而人们对于这些身

体形象标准的崇拜与追求，将会加剧社会中对于身体的焦虑和不平等现象。 

4.2. 消解刻板的时尚话语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经济处于滞涨阶段，消费萎缩和销售额下降；各类平权运动浪潮的汹涌，社

会进步意识的不断提升；随着人口迁徙、城市化和全球化，不同国家地域、民族及文化之间产生了更多

的交融，社会变得更为多元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零售业开始寻求新的销售渠道和策略，增加产品线

以吸引更多不同年龄、性别和体型的消费者，这也驱使着人体模型开始展现出更多元化的身体形象和社

会身份，以及格外注重呈现人体细节，如青筋、肚脐甚至背部的脊柱凹痕等(见图 8)。 
 

 
Figure 8. Female human model in the 1970s 
图 8. 1970 年代的女性人体模特⑧ 

 

 
Figure 9. The window display in 1977 
图 9. 1977 年的橱窗展示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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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 20 世纪 50 年代 UFO 文化的兴盛，以及在 60 年代达到顶峰的“太空时代”对时尚行业产

生的重大影响，最终在 70 年代孕育出一种新的人体模型类型。这些模型通常外表光滑修长，特征不明确，

头部呈蛋形，只需通过简单的涂漆，便可以焕然一新，展现出不同的外观[9]。到了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

初，这类人体模型的外观进一步简化，不再有任何独特的身体特征和细节，没有种族和身份阶级的暗示，

甚至有些是半身或无头的设计，整体趋向于几何化的审美(见图 9)。 
显然，这类人体模型可以更轻松地适应流行趋势的变化，既提高了重复使用率又降低了维护成本。

而在外观设计上弱化性别特征和个体差异的做法，大幅削弱了人体模型的存在感，重新将消费者的注意

力集中在商品上。这种变化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身体和性别观念的改变，如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挑

战了传统的性别和身份观念，激发了人们对于身体和身份解构的思考，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兴起使人们的

审美再度向功能性倾斜。 
至此，人体模型的外观设计再次呈现出两种并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追求真实性，力图呈现更逼

真和细致的形体姿态，融入多元身份叙事，并注重不同模型之间的组合关系；另一方面，注重抽象几何

化的呈现，弱化肢体动作和身份叙事。尽管二者的形象标准迥然不同，但都体现了一种弱化性别的设计

理念。 

5. 结语 

道具“模特”最初只是作为功能性陈列道具而存在，并不具有“人”的含义。随着消费语境的兴起，

其功能与意义随之演变，逐渐化身为人的象征，成为一种代表身体美学的符号。本文通过研究相关史料，

梳理了道具“模特”演变的脉络，分析了其在生产工艺进步、材料创新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如何从拟

真风格主导发展为与抽象风格并行，其身体叙事如何从建立标准转向为多元化，直至最终弱性别设计理

念的出现。然而，这种弱性别设计倾向的出现也意味着产生了一种更为隐秘的叙事结构。在当今社会，

消费者将自由选择视为自己的权力，并通过选择商品来构建与塑造自我。这一变化也促使商家不再关注

具体的身份阶级与性别，而更注重将商品与消费者的个人特质相结合，以更快地迎合不断增长变化的消

费需求，加速商品在自由市场上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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