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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另類穿著之審美思考與實踐歷程： 
存在美學的反思

黃祺惠  國家教育研究院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博士後研究員

壹、前言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衣著不但是裝飾品，也是一種社會現象，

Elizabeth Wilson（1985）指出服裝是人們用來表達對社會週遭的各種想法、慾望

及信念的美學媒介（李宏偉譯，1997a），即使是青少年的創作中，也已懂得利

用服飾傳達符號語彙，例如陳瓊花（2004）的〈從畫與話，探討臺灣兒童與青少

年的性別概念〉研究中，發現學生在圖像創作上依序以「衣服」、「髮型」、「動

作／活動」和「配件」來區分男性與女性的差異。

另類服飾係指突破傳統思維、異於一般類型之穿著，如美國流行樂歌壇巨星

Lady Gaga 特立獨行的穿著造型，常技巧性地誇張放大某些特定元素，囊括許多

豐富的想像與指涉而成為媒體矚目焦點，充分詮釋「衣不驚人死不休」的現象（蔡

詩瑜，2013）。除了演藝人員的特殊裝扮之外，在堪稱青少年娛樂天堂的西門町

裡，也可看到一些青少年的另類穿著打扮，彷彿進入一場服裝博覽會，不禁讓筆

者好奇其服飾審美的思考模式與實踐歷程。

上述出自於好奇、新鮮感與震撼的觀看行為亦讓筆者反思另類穿著背後所

延伸的意涵，由於現代文明崇尚理性的認知模式，過度追求「同質性」的本質掌

握，導致對「異類」、「另類」產生一種異化、客體化與他者化的詮釋（魏光莒，

2010），因此當我們在觀看、凝視奇裝異服或另類穿著者時，其中隱藏著一種特

殊的社會權力關係。本文試著引用「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探討另類穿著個案

的「存在」、「自由」、「主體性」等課題，以及個案如何在實踐過程中形成一

股「存在美學」的解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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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的範疇不只限於傳統的精緻藝術，充斥於生活週遭的影像、流行文

化、青少年次文化中的影像等皆可納入探討的議題。因此，期能藉此研究擴美感

教育研究的視野，探討校園以外的服飾審美與實踐。基於以上背景與動機，本研

究目的為：一、瞭解青少年另類服飾穿著之審美思考與實踐歷程；二、從存在美

學的觀點探討青少年另類服飾穿著行為背後的意涵與象徵精神。

貳、文獻探討

個人的存在不可能與世界毫無關聯，每個自我的主體性，都是從歷史文化以

及社會脈絡的結構與體驗中建構出來，因此筆者從文獻中探討青少年次文化的特

質、西門町文化場域的脈絡、另類服飾的風格與類型、服飾的審美特徵、存在主

義的美學觀點，以求對研究客體全觀性的瞭解。

一、青少年次文化與西門町空間的對話

次文化係指一個大社會中的次級文化或次級團體之成員所形成的一套特

殊價值觀與行為模式，包括思想、態度、習慣、信仰、生活方式等（陳奎憙，

1996）。黃德祥（1994）認為青少年次文化的形成包括下列的要素：（一）親近、

（二）獨特的價值與規範、（三）同儕團體的認同、（四）聖雄式的領導、（五）

渴求自主、（六）溝通的特殊管道、（七）特殊的語言。青少年次文化的具體展

現，主要為外觀上，如塗鴉、服飾、刺青、滑板等。

遲恒昌（2001）指出，西門町見證了臺灣政治及社會的遽大演變：包括日本

殖民時期象徵的文明生活、國民政府來臺後於西門町舉辦「臺灣博覽會」而成為

重要商業圈；八○年代臺北中華商場遭拆除，遂成為衰敗舊市區；1998 年臺北

市政府打造「新西門町徒步區」，成為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空間。現今的西門町被

稱作「臺北的原宿」，可謂「哈日族」的天堂，同時也是一座露天的巨型購物中

心，堪稱青少年感官享樂的世界。

西門町次文化地圖所展現的地標，影響了青少年的偏好，而青少年娛樂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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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涵不同，在空間活動與詮釋內涵也會有所改變（陳倩菱，2004）。全球化的

推動，使得西門町青少年能跨越地理的尺度，接合到更寬廣的亞洲與全球青少年

消費文化脈絡之中（遲恒昌，2001），因此西門町對於異文化的接受度與容忍度

相當高，如哈日文化、哈韓文化、歐美文化等，似乎來者不拒。西門町青少年次

文化具有「果汁機式」的混雜風格，常透過模仿外來流行的符碼以塑造身分，以

拼貼與挪用手法創造個人風格。

二、少年另類服飾類型概述

服飾對於青少年而言，是一種建構自我存在價值的符號與工具，也是一種審

美思考與實踐的管道，因此在研究西門町青少年另類服飾的過程中，透過深度訪

談一窺另類服飾背後的神秘世界，解開大眾的成見與刻版印象。為探討青少年另

類服飾風格的類型，研究者參考學者對服飾風格的分類，如沈叔儒（2003）將服

飾分成十大類型：現代、浪漫、民俗、前衛、中性、自然、復古、休閒運動、藝術、

科技未來類；黃美菁（2009）提出了十二種服飾風格：古典、浪漫、華麗、自然、

運動、現代、精緻、傳統、復古、休閒、少女、摩登風格；薛百芬（2014）於服

裝風格辨識系統的量化研究中舉出十種服裝風格：巴洛克（Baroque）、波西米

亞 （Bohemian）馬甲（Bustier）、可愛（Cute）、日系上班族（Office Lady）、

長大衣（Overcoat）、英倫（Preppy）、龐克（Punk）、休閒運動（Sporty）和

正式襯衫（Suit）。研究者綜合上述類型，選取其中較罕見者作為本研究另類服

飾探討之依據，然而考量研究個案選擇的便利性及風格的辨識度，僅選出四種另

類服飾類型，包括：

（一） 民族風：以各民族的民俗生活、風土人情、異國風味或宗教信仰為主，泛

指將濃厚民族色彩的服裝及配件做為搭配，如印度、墨西哥、波西米亞、

泰國等。其特徵為用色鮮艷大膽，常出現流蘇、披掛、編織、刺繡、多層

次的搭配。例如印度風以顏色鮮豔的染布、花朵、大象為主要元素（沈叔

儒，2003；真實，2005）。

（二） 龐克風：用色以紅、黑、白為主；服裝多為皮外套、樂團 t-shirt、馬甲、網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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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底膠鞋；配件常以金屬飾品、頸圈、皮帶、手環為主；髮妝常出現煙燻

妝、髮膠刺蝟頭；身體裝飾包括穿洞、刺青（張凱強，2009）。

（三） 可愛娃娃風：「可愛文化（Kawaii / Cute culture）」七○代開始在日本流

行，其穿著特色為孩子氣（childlike）的性格，崇尚甜美、純潔、討人喜愛、

天真、脆弱的特質（Kinsella，1995）。

（四） 復古風：以歷代服飾、往日情懷為主，指帶有陳舊感的服裝風格；或應用

歷史各時期的服飾語彙，加以當代流行表現之，包括二十世紀的流行風

格，如六○年代的普普風格，以窄身西裝、幾何圖形洋裝、迷你短裙、

套頭毛衣、絲襪、靴子及高跟涼鞋為主，彩妝則為大而濃密的假睫毛、

鮮豔的紅唇、幾何的髮型、誇大黑眼妝（沈叔儒，2003；十三號密室，

2005）。

三、服飾的審美意涵

服飾的選擇、搭配與組合皆與個人的美感判斷及美感經驗有關，穿著者會

依照其文化價值與理想，決定欲達到的視覺效果（李宏偉譯，2004；陳秋秀，

2002）。服飾是身體的延伸，也可謂人體的第二層皮膚，它是一種流動著的「軟」

雕塑，從不同的服飾審美元素中，可以展現個人的氣質、個性與風格，它是人對

於外觀的管理與經營，也是一種有計畫性的設計。

葉立誠（2006）認為，服飾的審美特徵可從（一）空間、（二）時間、（三）

個性三方面來探討：（一）就「空間」而言，服飾透過人的著裝，體現其型態，

而人的立體空間便形塑一種服飾審美的空間意識，此意識具三項特徵：立體表現、

視覺層次、運動空間美；林乃文（2005）曾表示，服裝是一種雕塑，形狀的組裝，

相對於室內設計切割，空間是除法，服裝則是加法，將繁多的元素相加而產生整

體的視覺效果。（二）就「時間」而言，服裝的主體是人，是經常活動的，而服

裝構成的諸要素，如線條、節奏、韻律、對比、統一、比例與均衡等，都會因人

的活動而產生時間性變化。不斷變化服裝形態所產生的視覺效果，形成服飾審美

的多樣性，也使審美觀念流動化。（三）就「個性」而言，服飾的美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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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容貌、體型、氣質各不同，因此不同的人穿著同一款服裝，效果亦不同。

服飾的個性特徵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為服飾形式與人體形式的和諧，其二為服

飾品味與氣質的相合性。

四、存在主義美學的觀點

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興起的哲學思潮，主要內涵是探討「存在」的學說，

就字義來看，being 和 existence 皆可翻成「存在」，但對存在主義而言卻是兩種

完全不同的概念。Being 可譯為「存在」、「存有」、「有」，係指一般性物的

存有，如桌椅的存在，是本體的、原始的存在方式；existence 則是特定的存有，

是指有主體性、有思考的人的存在。此思潮為二戰後對人類理性的質疑及對資本

主義的反思，由於個人在社會中的尊嚴與重要性慢慢被經濟體系的數字所吞沒，

因此開始懷疑個人生活在此世界上的意義。其重要代表人物包括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雅士培（Karl Jasper）、馬色爾

（Gabriel Marcel）沙特（Jean-Paul Sartre）、卡夫卡（Framz Kaffka）等，儘管

各學者之間提出的論述不盡然相同，但大致上能歸納出幾個共通點（黃昌城，

2008；邱兆偉，1979）：（一）存在先於本質：沙特曾說，人出生了，出現在這

個世界上，存在了，然後才開始界定自己。因此人的存在一開始並無意義，他把

自己塑造成什麼，他就是什麼。（二）自由抉擇與責任：存在主義的核心是自由，

即個人在選擇自己行動時是自由的，若不能按照個人意志作出「自由選擇」，這

種人就失去了個性，失去了「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沙特的名言「你就

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無非是你的行動的總合」揭示了人是「一種自由、自

創和自超的主體」，而所謂「自創」，是指人能仰仗自由與抉擇來創造自己，「自

超」係指人能運用自由而超越過去、現在或擺脫過去的包袱。（三）主體性、誠

真性與個別性：存在主義討論「具體的」、「個人的」存在，故它關心的是具體

人生中發生的一切現象，而從個人的現象中，發現的人的主體。它反對把人當成

「物」或「客體」，認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因此不應隨波逐流，

而要忠於自己、真誠地按照自己的抉擇、價值與理想來活出自己，來取代只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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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大眾期待和適應大眾社會文化的型態。

本文試著從存在主義的觀點出發，探討青少年的另類服飾穿著，期望能從中

梳理此特殊行為背後的意涵與象徵精神。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除採「個案研究法」之外，為了解不同個案之間的共通性與差異性，

使用「比較分析法」。為取得充分的資料，筆者採用訪談、觀察、文件分析的方

式，其中訪談內容以半結構方式進行；觀察場域為臺北市西門町；文件能和觀察

及訪談所得的資料相互印證補充，且有助於探究一個現象的順序時間背景及爭議

的問題，因此從研究對象網路相簿中的另類服飾相片及網誌相關文章進行文件分

析。本研究對象的抽樣原則為目的性抽樣中的典型個案抽樣，其目的在展示與說

明典型的個案的情況，為了尋求具代表性的研究對象，研究者訂出下列標準以作

為選定的依據： 

針對另類穿著的定義，由於另類穿著的標準與程度無法以量化形式呈現，

因此本研究中的另類以整體造型特殊、辨識度高、色彩鮮豔、具強烈風格，能吸

引眾人目光者為條件。本研究欲探討的另類穿著的造型與元素為出自個人的設計

與搭配，並非複製電影、卡通或漫畫中的人物造型，故排除具高度模仿成分的

cosplay 者。其次，研究對象穿著另類服飾的時間必須超過一年，此考量係因一

年當中包含春、夏、秋、冬四季，故已具備不同季節的搭配能力與穿著經驗；除

了上學或工作而無法穿著另類服飾之外，出門時以另類服飾為主要的裝扮，且佔

所有造型中的二分之一以上。再者，研究對象在西門町活動的頻率為一個月至少

兩次，因青少年所屬的年齡層大多為就學階段，週一至週五必須上課，故週末時

段較有空暇至西門町，所以一個月至少去兩次為選定之標準。此外，研究對象的

年齡與性別限制依據青少年政策白皮書（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2005）對於青

少年的年齡界定，為 12 歲至 24 歲，包括男性與女性。最後，還須擁有個人網路

相簿及網誌，相簿中另類服飾造型的照片至少有五種造型。根據上述標準，共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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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五位研究對象，分別為魚丸（女性，18 歲）、瑤（女性，19 歲）、小宇（男

性，23 歲）、阿噹（男性，22 歲）、小徐（女性，23 歲）。

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一、另類服飾穿著之審美思考與實踐歷程

為探討個案另類服飾的審美思考與實踐歷程，首先個別介紹個案另類服飾的

整體造型，藉以探討其中的審美元素及實踐過程：

（一）另類服飾之造型與審美元素

1. 魚丸－早期穿著為娃娃風格（如圖 1），主要表現在髮型及多元的配件上，頭

髮總是配戴許多髮飾，身上的配件至少有十件以上，例如項鍊、玩具、包包、

相機等，整體造型以紅色和粉色為主，用大量的蝴蝶結、蕾絲裝飾，照相時

常擺出俏皮的表情，表現出小女孩活潑可愛的氣質。研究日本文化的英國學者

Sharon Kinsella 於 1995 年指出，「可愛文化（Kawaii/Cute culture）」七○代

開始在日本流行，其特色為孩子氣（childlike）的性格，崇尚甜美、純潔、討

人喜愛、天真、脆弱的特質。魚丸的造型即符合「可愛文化」所描繪的風格。

魚丸的第二個服飾風格為民族風（如圖 2），她常將濃厚民族色彩的染布服裝

及配件做為搭配，如泰國風，其用色鮮艷大膽，常使用染色布料、編織及多層

次的搭配，為表現民族風隨性的氣質，刻意燙了蓬鬆的黑人頭、戴鴨舌帽、戴

數條項鍊及手環、許多首飾上有「和平」的圖案（如圖 3）。

葉立誠（2006）指出，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在服飾界亦形成新的美學觀，

不但顛覆傳統美學，簡單、理性、簡約的原則，魚丸的造型及符合此凌亂衝突的

特質。圖 4 的風格則是以 DIY 的創作服飾為主，此風格屏棄上述繁複的配件，

改以大色塊面積的服飾為主，並巧手改造原有的服飾，在裙襬加上流蘇，宛如一

件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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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魚丸的可愛

娃娃風造型

圖 2

魚丸的民族風

服飾造型

圖 3

七條項鍊中有四條

有「和平」的 logo

圖 4

魚丸的 DIY
創作服飾

圖片來源：擷取自 http://www.wretch.cc/album/onlyjapan，[2006/3/20]

2. 瑤－對自身的外觀改造始於國小六年級時，她常自行設計髮型並主動幫同學剪

頭髮，國中後常違反校規私下自行染髮，其穿著風格也歷經了不同的風格，從

早期的娃娃風格、過渡時期的創意穿搭，到近期的龐克風格。圖 5 是遙最早嘗

試的娃娃風格，從頭飾到鞋子皆以粉紅、白、紅色系為主，其配件相較於魚丸

簡單許多。爾後開始嘗試、探索其他的造型變化，例如以娃娃風格為原型再加

上其他創意的配件，猶如娃娃風格的變奏曲，如圖 6 的裙子為具有戲劇性效果

的澎澎裙，而非一般常見的裙子或洋裝，上半身則在 T-shirt 上添加一件西裝

圖案的圍裙，產生了一種突兀的效果，紅色的芭蕾舞鞋是她最愛的一雙鞋，因

此在許多造型中都穿搭此鞋。最近受到日本歌星的影響，較喜歡龐克風的妝

扮，但即使是以龐克為主軸，卻喜歡以自己的風格呈現，如圖 7 的穿搭以黑白

色系為主，並沒有出現龐克風常見的金屬飾品、皮手環、網襪等，而是以較簡

約的搭配方式呈現。



青少年另類穿著之審美思考與實踐歷程：
存在美學的反思

299

圖 5

瑤的可愛娃娃風

服飾造型

圖 6

瑤的可愛娃娃風

服飾改造

圖 7

瑤的龐克風

服飾造型

圖片來源：擷取自 http://www.wretch.cc/album/hayatomyv，[2006/3/20]

3. 小宇－穿著風格符合另類服飾中的龐克風格，如圖 8 至 11，服飾皆以紅黑白

色為主；常穿著皮外套、襯衫、樂團Ｔ恤、厚底膠鞋；配件以金屬飾品、鉚釘

皮項鍊、皮手環、皮腰帶為主；紋樣多為豹紋、蘇格蘭格紋、骷髏頭、十字架；

髮妝為煙燻妝、髮膠刺蝟頭（如圖 12 至 14）。他曾嘗試 cosplay 的造型，但

礙於 cosplay 只適合在特殊展場穿，無法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喜歡嘗試不同造

型的小宇，因而漸漸轉變為龐克造型。他刻意將自己和「臺龐」作區隔，認為

臺龐的特色包括：自以為是的態度、服飾品質較差、全身吊著的鐵鍊、走起路

來會有聲響、全身模仿電影〈Nana〉裡面主角的穿著而缺乏個人的特色。龐

克真正的精神是 DIY 及發揮創意，和別人與眾不同，例如用別針、紗布添加

於別件衣服上，因此他常在衣服上剪洞（如圖 9）、撕裂（如圖 10），再縫製

於另一件衣服上，也曾在外套或褲子上別許多徽章，服飾稍加改造便能增色不

少並創造出獨一無二的龐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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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小宇在夾克上配戴

許多徽章做裝飾

圖 9

小宇上衣

經 DIY改造

圖 10

小宇上衣的下擺 
經 DIY改造

圖 11

小宇在蘇格蘭紋樣 
長褲縫上裝飾性布塊

圖片來源：擷取自 http://www.wretch.cc/album/xxoott，[2013/3/20]

     

圖 12

小宇刺蝟頭髮型

圖 13

小宇刺蝟頭髮型

圖 14

小宇刺蝟頭髮型

圖片來源：擷取自 http://www.wretch.cc/album/xxoott，[2006/3/20]

4. 阿噹－具有美國血統，因此五官輪廓深邃，他非常嚮往美國生活，也很喜歡美

國的服飾造型。其穿著具有濃厚的復古風，復古風是臺灣流行於五○年代至八

○年代，帶有陳舊感的服裝風格，而各階段的復古穿著不同，例如五○年代流

行上半身合身、下身蓬鬆；六○年代流行普普風格，七○年代以阿哥哥、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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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為主；八○年代流行大墊肩。阿噹的穿著較傾向六○年代的普普風格，如圖

15 穿著窄身西裝、領帶，予人正式端莊的感覺，圖 16 則戴畫家帽、穿吊帶褲，

風格較俏皮。他的襯衫或外套圖案偏好圓點、方格、千鳥格、橫紋、花紋等幾

何圖形，鬍子造型也是他相當重視的，深邃的大眼搭配白皙的皮膚及纖瘦的身

型，營造出強烈的個人風格，由於外型搶眼，曾於某次擺地攤時受復古服飾老

闆青睞並受邀至該服飾店擔任店員。

圖 15

阿噹穿著花紋襯衫、方格紋外套，

脖子繫圓點蝴蝶結

圖 16

阿噹的另類服飾造型

圖片來源：擷取自 http://www.wretch.cc/album/wildand，[2006/3/20]

5. 小徐－認為自己的穿著屬於復古風，如圖 17 至 18。她喜歡利用不同風格的服

飾單品作混合搭配，擺脫單件商品的乏味，使整體造型產生戲劇性的效果。她

的造型經常改變，平均每兩個月就會改變髮型，從最早嘗試的豬哥亮髮型、粉

紅色芭比娃娃髮型、金髮、一半淺綠色一半黑色的髮型等，讓人不禁想多看幾

眼。小徐曾將自己打扮成豬哥亮的造型，戴著墨鏡，剪豬哥亮頭，穿襯衫搭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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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外加背心以及五分褲、穿皮鞋，此復古造型非常醒目。小徐自認體型較豐腴，

故較偏好彩度高的顏色，尤其是紅、黑色服飾，紅色是為了展現自己熱情的個

性，黑色則能修飾身型，除了色彩的偏好之外，小徐也喜歡幾合圖形的紋樣，

如橫格紋和花紋，而領帶、花襪子、胸針也是小徐不可或缺的配件，其中領帶

常讓小徐的造型產生中性的特質。沒有近視但總是會戴上無鏡片的紅色粗框大

眼鏡，可以修飾臉型並增加造型感，粗框眼鏡成為她的標記，造型可愛的她在

朋友眼中彷彿卡通人物。

圖 17

小徐的另類服飾造型

圖 18

小徐的另類服飾造型

圖片來源：擷取自 http://www.wretch.cc/album/payshu，[2006/3/20]

研究者比較五位個案的另類穿著後，發現其穿著存有審美共同性，即「多層

次」和「混搭 1」風格。黃集偉（1993）提到，審美具備游移和多元的特性，人

1　 混搭英文原詞為“mix and match”，指將不同文化背景、風格、材質的東西拼湊在一起，組成有個性特

徵的新組合體，從而顯現完全個人化的風格（百度百科合作平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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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審美活動一方面包容於既有的社會體系中，一方面又是個充滿矛盾與衝突的

混合體，這些審美衝突是由於不同種族文化、社經地位、認知與價值觀等所造成

的。因此個案的另類服飾造型也有其個殊性，包括：1. 誇張衝突型－魚丸和瑤喜

歡一種視覺上的衝突效果，即服飾的顏色、比例或材質之間能產生對立或誇張效

果；2. 纖瘦骨感型－小宇阿噹則偏好纖細的形象，他常穿合身剪裁的衣服，原本

身材偏瘦小，加上服裝的強調，讓他的身形看起來更加瘦弱；3. 可愛趣味型－小

徐搭配的飾品必須符合可愛趣味，如同卡通人物般。

（二）另類服飾造型的搭配與實踐歷程

從審美的角度來看，個體在觀看自己或他人的穿著時，有正負兩面的價值判

斷，從選擇穿著及欣賞他人穿著過程中可獲得美感經驗。在另類服飾所引發的美

感經驗中，靈感與服飾美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若缺乏特殊的靈感，便無法形塑

「另類」的特色。因此「靈感」是形塑另類造型的原動力，是服飾造型的關鍵。

研究者從訪談結果歸納出五位個案尋求及擷取靈感的方式，包括下列幾項：1. 翻

閱雜誌；2. 點閱網路相簿及瀏覽網拍照片；3. 參考電影及電視中的人物造型；4. 參

考朋友或路人的穿著；5. 隨手畫草稿；6. 服裝秀的創意激盪。

從上述案例發現，另類服飾穿著可謂一種藝術創作活動，個案從生活中尋找

靈感而創作，並穿在身上展示，猶如會移動的作品。而個案另類服飾造型的搭配

包括下列幾種方式：1.配件延伸及DIY改造：魚丸習慣以配件或某件衣服為主軸，

再加以延伸或聯想至其他單品，因此可將同一件衣服穿出許多不同的感覺，其多

元搭法常讓人誤以為她擁有極多服飾，但事實上的服飾並不多，主要來源為媽媽

年輕時的舊衣、朋友贈送、自己動手改造或購自菜市場；2. 實驗後的最佳造型：

瑤將週一至週五視為穿著的實驗階段，週末和朋友相聚時便是她展現另類穿著成

果的時機，若未和朋友約定該週穿著主題，她將依據目的地決定穿著的造型；3.腦

海中的虛擬紙娃娃：小宇形容搭配衣服的原則如同玩紙娃娃，首先在腦海中先拼

湊出一個造型，再從衣櫃中尋找符合的衣服；4. 隨機掃描：阿噹搭配衣服前習慣

先檢視衣櫃中的衣服，再根據顏色及材質來搭配，因此他非常注重服飾的色調及



304

搭配比例；5. 人、時、地的考量：小徐在搭配穿著之前，會根據目的地、見面時

間及對象來考慮穿著，搭配過程中不斷調整，直到滿意後才會出門。

上述的搭配過程符合了葉立誠（2006）提到的服飾新美學觀，包括拼湊的組

合、顛覆習慣性的規則、運用複製再現的技法。

二、從存在主義美學觀點分析另類服飾穿著之意涵

（一）身體意象的改造－藉由另類服飾造型塑造個體的存在與本質

存在主義提出「存在先於本質」（Sartre，1956：289），意指人的存在是命

定的、無法選擇的，是未經自身同意而直接被拋到這個世界，故對此世界及先天

條件不免感到孤獨、疏離與無奈，但存在之後個體要如何成為自己，賦予何種本

質，完全視個人的後天努力。因此「本質」在此處係指個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是「自覺」的成果。如同個案對於自身的本體存在及身體意象（body image）有

缺憾感，源於現今社會對人體美學寄予了很大的價值與期望，當一個人認為自身

意象不符合社會標準時，便會嘗試改變外貌，因而衍生另類穿著的動機。

例如阿噹（男性）因個子嬌小因素不易找到合身的衣服，常到裁縫店請人修

改衣服，甚至到女裝店購買衣服，因而形塑出一種迥異於一般男生的穿著風格，

如阿噹所述：

嗯……因為本來穿的，例如像電影穿的那樣好了，在臺灣很難找到像這

樣的穿著，然後我本身不高，衣服也不好找，對，個子比較小，但是還

好，有一些比較小 size 的或是比較大件的女裝有做類似那樣風格的衣

服，就很好，我就會去找，或是朋友會幫我看。（訪談阿噹紀錄）

小宇也面臨同樣的情況：

因為女生衣服超好搭，男生的版很少，當你有這些觀念之後，你就會很

想像女生這樣打扮多采多姿，不是娘，而是說有很多衣服可以穿，那龐

克這類型的就比較符合這種感覺，那龐克就是它不會娘，但是又可以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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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哇！男生也可以有很多衣服，可以打扮啊！（訪談小宇紀錄）

在人類穿著動機 2 中的「端莊遮羞理論」原是為了遮蔽身體隱私的部位，且

涉及了道德觀念，然而瑤的另類裝扮卻是一種塑造本質的象徵，成為完成自己的

一種途徑：

如果沒有那樣穿的話，就不敢出門，很像脫光光給人家看，覺得這是一

種保護，穿這樣會覺得很有自信，可能別人覺得穿這樣不怎麼樣，但是

我自己就覺得很棒，就一定要打扮，一定要穿我喜歡的這樣，不然會覺

得渾身不對勁。（訪談瑤紀錄）

（二）突破限制藩籬以展現自由與抉擇

「自由與選擇」在存在主義中是一大課題，它強調「自覺」，也就是脫離他

人的思想束縛，而能找出一條自身可行之路，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不受別人的牽

引，如同 Morris（1966）所言，「個人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個人必須對自己所

選擇的生命價值負責」。然而自由抉擇是一件困難的事，其過程充滿惶恐、孤獨

與危險，因此需要無比的勇氣與堅強的毅力。

魚丸國小時熱愛少女漫畫中的人物，常用媽媽的配件將自己裝扮成漫畫人物

的造型，雖媽媽發現後被嚴厲禁止，但她卻變本加厲地趁媽媽不注意時出門，或

藏在背包裡待出外後再變裝，彷彿在和媽媽進行一場心理戰：

那時候就會禁止，反正就很保守，她那時候規定我就是耳環、手環、項

鍊配件只能選兩樣戴，戴耳環就不能戴項鍊，可是我覺得反而越限制自

己，越會想要突破，有壓抑到。（訪談魚丸紀錄）

瑤則常被爸爸責備穿著太花俏，在學校時也常因偷穿便服而被教官抓。兩位

個案藉由另類服裝的穿著與父母師長的命令或規定相抗衡，係從次文化來抗衡師

2　 包括端莊遮羞動機理論、不端莊性吸引力理論、裝飾理論、保護理論、人類需求理論、藝術美學理論

（喬昭華，200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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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主流文化，亦是伸張「自由與選擇」的一種展現。

當筆者請研究對象挑選自己最喜歡的搭配時，瑤回答：

我選不出最喜歡的一套，因為我們都會自己搭，而且是搭到自己很喜歡

才會穿，我們並不是隨便拼拼湊湊就穿，我們是真的喜歡，所以十套裡

面可能有九套都是最喜歡的，那另一套就是想不出來才會這樣穿，所以

我沒辦法選出最喜歡的一套，就都很喜歡，不然我不是很喜歡這一套，

那我還要穿這套出門，這樣不是很奇怪，所以我覺得穿這樣很醜，會覺

的出門很丟臉。（訪談瑤紀錄）

每個搭配都是個案自由選擇、精心設計的成果，存在主義呼籲人要活出真正

的自己，創造自我的內容與價值，但同時也必須對自己所選擇的生命價值負責。

（三）忠於主體特色凸顯個別性

存在主義的興起係因在工業化的生活中，個人消失在群體中，而失去個人的

存在感，因此存在主義的發展是為了拯救個人主體性的消逝。存在主義注重人的

切身感受，以人為主體，關心個體的主體性、誠真性與個別性，它反對一味因襲、

模仿或隨波逐流，在本研究中青少年的另類服飾穿著也可找到相同的主張，例如

瑤對任何事情都有獨特的見解，不喜歡人云亦云，在國中階段即已相當清楚自己

未來的生涯發展方向。她認為長得好看的人，對她而言沒有太大的吸引力，重要

的是要會打扮，有自己的風格，她最看不慣班上一些女同學常常遷就別人，沒有

自己的定見，連妝扮都是模仿別人或是不斷徵詢別人意見的結果。以下列的回答

為例：

我覺得個人特色很重要，因為你今天長的漂亮，但是你跟一般人打扮得

差不多，我並不會覺得你獨特到哪裡去，但如果你很有個人想法，我覺

得這樣很好，就不會像別人一樣說，喔！我也要，或是遷就別人。我就

會覺得你這個人很有個性、很美。（訪談瑤紀錄）

魚丸則堅持自己的穿著能與眾不同，撞衫對她而言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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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回答：「你不覺得你今天穿一件衣服結果看到第二個人也穿一樣，你不覺得

很想自殺嗎」（訪談魚丸紀錄）。因此她只選購特殊風格的衣服，亦擅長將一件

普通的衣服經縫改拼湊而成為具有個人風格的衣服。這也是她熱愛民族風服飾的

原因，因為在臺灣並不常見。

小宇在穿著上則非常注重獨特性，尤其喜愛的龐克服飾強調 DIY 精神，即

透過加工改造衣服，讓它變成獨一無二的，因此他喜歡蒐集各種龐克的衣服及零

件，經設計、剪洞、縫補、添增零件等，而變成一件新的龐克衣服。並在過程中

得到樂趣，享受獨一無二的稀有性，如同小宇的下述的看法：

龐克的精神本來就是 DIY，跟別人不一樣，同樣一件衣服，你加個鏈

子、別針，位置不一樣，就差很多了，袖子有沒有捲起來，有沒有多

車一條拉鍊，反正就是各種龐克元素，還有那種徽章，整件弄得不一

樣，然後對方跟你是同樣一件衣服，可是就會覺得ㄟ……互相誇個幾

句，大概這樣。（訪談瑤小宇紀錄）

魚丸在網誌上寫著她對流行服飾的看法：

因為有人欣賞，每一個人都盛裝打扮，每一個人都像個表演者，或許有

人一個禮拜只為了這一天，或許有人天天都穿這樣，都很值得我欣賞，

什麼時候臺灣夜店可以不再是一堆複製人？蔡依林有一個就夠了，一個

楊丞琳就好。（魚丸網誌）

另類服飾相對於流行服飾，有邊陲相對於主流的意味，個案們之所以選擇穿

著另類的服飾，其動機包含了挑戰及質疑主流服飾的因素。魚丸在網誌上寫出她

對流行服飾的看法，文字中透露出她對於許多年輕人模仿偶像歌手的穿著或是盲

目跟從流行的批判。小宇認為流行就像大風吹，決定者並不是大眾，而是少數幾

個人的眼光，卻影響多數人的消費。瑤則強調個殊性的重要性，若一味地跟從流

行或互相抄襲穿法，則滿街將充斥著服飾複製人，無法凸顯自己的特色。然而，

主流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主流與非主流很可能在不同的時空而角色互換、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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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找到自己喜愛且適合的穿著才是最重要的。

伍、結論

個案的另類服飾風格選擇受到其審美觀左右，其穿著之所以異於一般青少

年係因其服飾穿著存在著某種法則或是特性，而這些特性大多是一般青少年排斥

或無法達成的，例如多層次的穿法，他們將服裝視為一種雕塑，透過加法將繁雜

元素融入而產生多層次的整體視覺效果，而個案中分歧的風格類型包括誇張衝突

型、纖瘦骨感型及可愛趣味型。青少年的審美思考特徵具情感性和差異性，差異

性指的是青少年個體之間的審美態度及審美活動具有明顯的差異，除了個性、性

別及年齡差異所致以外，不同的社會脈絡與空間場域也會造成審美活動的差異。

另類服飾穿著可謂一種藝術創作活動、除了將創意思維運用在服裝作品的理

念和實踐上，展現了超乎功能的美感統合，而創作過程也必須要有源源不絕的靈

感，其尋求及擷取靈感的方式包括翻閱雜誌、點閱網路相簿及瀏覽網拍照片、參

考電影、電視中的人物造型、朋友或路人的穿著、隨手畫草稿，以及服裝秀的創

意激盪；搭配方式包括配件的延伸及DIY改造、不斷試穿、以及紙娃娃的概念等，

透露出青少年在制服規戒下對於服飾存在著非正式的學習管道。 

黃德祥（1994）曾提到青少年次文化的形成包括「渴求自主」及「溝通的特

殊管道」，因此個案的另類穿著行為是掌控身體主權的表現，在這個過程中，他

們漸漸了解自己的身體形象，這種界定身體主權的過程，是一種自我對話、與外

界溝通的文化儀式，誠如周育竹（1998）所言，「不飆衣服枉少年」；而其顛覆

性別刻板印象的穿著方式，也反映了青少年對於性別界限認知的改變。

存在主義是對科學、理性主義的一種反動，它欲解決的是個體在集體中被消

平的現象，反對任何企圖將人類個性抹滅的思想與制度，拒絕成為「集體主義的

奴隸」（魏光莒，2010），個案不滿於大眾一般穿著，不願落入「庸俗化」、「同

質化」與「標準化」的窠臼，因此以一種特殊而無法被複製的另類穿著，呈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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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性」與「異質性」，無異是對「集體主義」的一種反動，而此種次文化的展現

符合了存在主義中的「反抗哲學」。

對存在主義者而言，真實世界是充滿創意的，是個極為豐富的「多重世界」，

有著各種自我允諾的內在情感，正如齊克果所言：「存在，意味著能夠擁有不同

的選項，經過自由的選擇，以實現自我、完成自我允諾。」本研究的個案在各自

的生活環境及各自的文化意義脈絡中，以深情而多元化的旨趣與世界發生關連。

空間的生產離不開其背後的權力運作，它形塑了我們的社會關係（畢恆達，

2001），西門町是一個流行與次文化的匯集地，在這個青少年次文化大熔爐的場

域中，很難不受其氛圍感染，尤其在此地打工的青少年，長時間處在這樣充滿外

來文化與娛樂氛圍的環境中，無形中，穿著風格也逐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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