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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传》

前言

克里斯汀．迪奥是一位传奇人物。直到今天，他的精神依然如明星闪耀，他的名字是美丽、优雅和生
活乐趣的永恒标志。1947年2月12日，迪奥先生揭幕了惊世骇俗的“新风貌”女装，霎那间，整个世界
为之停顿。迪奥的名字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几乎一夜之间，全球的女性都为之倾倒，她
们想得到这种柔弱的气质——迪奥诠释的女性特质、迪奥的时尚、迪奥的“新风貌”。克里斯汀。迪
奥完美呈现了沙龙时代的梦想与浪漫，并将之带到大街上。二战后的配给时代结束了，女人因迪奥而
再次盛放，再次触摸梦想。时尚女装，在提供功能性的同时，更为全球的女性提供了美妙的幻想。五
十年过去了。1997年，我，一位掌管迪奥女装设计的英国人，结合TSA：、优雅的法国传统，为迪奥
时装屋奉献了我的第一个“新风貌”系列。2007年，在迪奥先生开创的时装屋工作了十年后，我达到
了新的高峰；很不幸，那是迪奥先生未曾达到过的高度。犹记得迪奥先生由于心脏病突发而离世时，
迪奥的名字、迪奥的品牌和迪奥的梦想，仿佛将要被世人遗忘。然而尽管失去了灵魂的创始人，迪奥
时装屋仍在尽力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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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传》

内容概要

《迪奥传》主要内容：一个真实的克里斯汀·迪奥。家庭击碎了年幼的迪奥对于艺术的憧憬。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他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成就始终落在几位艺术家好友之后。历经疾病、破产、失业先
后降临的黑暗时期，这位羞怯的天才设计师终于历练成一位真正的企业家，一位引领时尚潮流的艺术
先驱。《迪奥传》揭示了法国时装设计的传奇大师克里斯汀·迪奥，如何缔造全球最知名的顶级奢侈
品牌。他设计的“新风貌”，颠覆了全球女性对美的理解。他的理念极大影响了当代世界女性时装潮
流，他的特许授权商业运作模式更是开全球时装界之先河。他的一生，与全球文化艺术的发展紧紧相
连。世界各地的贵族名流、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和电影明星都对迪奥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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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传》

作者简介

玛丽-法兰西·波希娜女士，在巴黎高等经济商业学院（ESSEC）奢侈品管理专业以及伦敦艺术大学时
装学院任教，主讲时装管理及奢侈品管理，曾先后出版多部关于该领域的专著，其中包括法国罗贝尔
·拉封出版社出版的《你好，博萨克先生》、法国雷加尔出版社出版的《尼娜·里奇》、法国P.O.L.
出版社出版的《保罗·里卡德，人有相似》以及《难以抵挡的阿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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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传》

章节摘录

1.格朗维尔的街角迪奥是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拥有敏捷智慧的天才，这个迷人的名字——是“
上帝”和“金子”的组合（dieu和or）。——让·科克托（Jeancocteau）夏逝秋至，季节来到了9月，
娱乐场外的桌和椅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旅馆的百叶窗被拉下；小镇格朗维尔（Granville），这个旅
游胜地，也拉下了本季的帷幕。在接下来的9个月内，小镇格朗维尔将用轻歌剧和舞蹈大厅的悠扬音
乐，换来一个相当安静的，更具英式氛围的周日午后。当地人恢复了安息日里的散步活动，沿着大街
踱来踱去。宽广的滨海广场，一面毗邻大海，另一面则一直延伸到悬崖边上。举止优雅的格朗维尔男
市民，纵然妻子挽着他们的胳膊，依然不忘记用圆边小帽一边踱步，一边彼此问候。在悬崖顶部，你
能纵览这个老航运城市，从左到右。你也能一眼就瞥见那些掩映在树木丛中的私家宅院——缥缈的轮
廓漂浮在欧仁·布丹的油画布的前方；船桅，则浸透消融在卡米耶·毕沙罗笔下的天空里，或者就浮
现在当地艺术家雷欧薄雾蒙蒙的海景画中⋯⋯再一次，格朗维尔成为画家和孤独梦想家的天堂。再也
没有比平静的商业淡季，更让小克里斯汀·迪奥喜欢的了。1907年，他的父母就居住在悬崖顶部边缘
的一所大房子里，那里俯瞰大海。纵然，植物稀疏，颇有沙漠岛屿之感，但迪奥太太迅速动手，用一
个大花园将自己围了起来。一排仓促种下的小松树成为小男孩的第一个藏身之地。没锚，他是坐在几
棵小树之间，但小克里斯汀却喜欢想象为：自己正坐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那些小灌木丛，将和他一
起成长，并将继续成为他的私人庇护所。夹杂着暴风雨的黄昏，小克里斯汀会待在布草房里，几个小
时内，寸步不离地贴在窗户上，望向远方地平线上的黑色集云，女佣则在一旁借着小油灯做针线。他
们讲的鬼故事，把哥哥雷蒙德逗得咯咯直笑，却把小克里斯汀吓得毛骨悚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隔
壁游戏室里的壁橱，情况无二。雷蒙德有时会把小克里斯汀推到漆黑一团的壁橱里，然后用可怕的招
数吓唬他。布草房可不这样，这里是克里斯汀的最爱。女人们哼哼着流行歌谣和催眠曲，这使小克里
斯汀变得很平静。瞧见灯火投下的摇曳身影，暴风雨给人带来的焦虑，就渐渐融化为暖暖的温柔。窗
外，三桅船发出返航回港的信号，毛毛雨温柔地打湿地面，教堂的钟响了⋯⋯屋内，夜晚的各种声音
，都被远处的景色和降下的黑暗包裹起来。每逢圣诞节，全家人都会一起出行前往巴黎，拜望祖父母
。孩子们戴着水手帽，坐在长长的豪华轿车里。围坐在孩子身边的是女士们，巨大的羽毛头饰和面纱
盖住了她们的脸，为的是阻挡灰尘。女家庭教师、女佣和机械师也会一起挤进来，此时可别奢想舒适
。小山一样的行李在车顶上摇摇欲坠。历经数不尽的小故障和最终泄了气的轮胎，他们来到了眼花缭
乱的巴黎。巴黎，是灯的城市。这个童话般的世界，不仅有电，还有电影院；不仅有协和广场，还有
夏特莱大剧院。在夏特莱大剧院你能看到儒勒·凡尔纳的《环游地球八十天》，你也有机会在《魔鬼
的药丸》里被魔鬼撒旦的大喇叭吓破胆。这里，是比小克里斯汀的故事书还要不可思议一百倍的地方
。在格朗维尔的家里，小克里斯汀会一边凝视着夏尔·佩罗的童话故事或《海底两万里》，一边想象
着“鹦鹉螺”号里的大厅——对他来讲，最壮观的就是——尼莫船长的藏身之地，海怪在箱子和络腮
胡子上跳舞的地方。同样有趣的分别是，格朗维尔家里的日本屏风和装饰走廊与楼梯的竹隔板。小克
里斯汀会特意找来凳子站上去，以便看个仔细。他或凝视，或眯缝着眼，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抚弄
鸟儿刺绣的双翼，拨弄发出滴答声的珠子，或伸出手去够上面的蝴蝶。结果是，小克里斯汀不止一次
地被椅子扣在了地上。此时，克里斯汀就如同阿拉丁，身处神奇的大山洞，所见之处都是闪闪夺目的
“财宝”。客厅里的玻璃壁柜同样让他兴奋不已：瓷质的公爵夫人，紧挨着洛可可式的宝塔和羽毛扇
子，瓷质糖果盒上的小盖儿是两个拥抱着的牧羊人，还有好多来自穆拉诺的玻璃小玩意儿。最好的是
那个，用潘帕斯草原上的巨型羽毛和缎花装饰的壁炉。晚上，每当克里斯汀躺在床上，凝视头上刻纹
装饰天花板上悬荡着的彩色玻璃夜灯，那些各式各样的神秘之物就会一股脑地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跳舞
，直到他睡着。没有什么能比狂欢节更能点燃小克里斯汀的想象力了。大斋节前的最后那几天，穿着
缤纷多彩的花式服装进行巡游，在格朗维尔，是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本地的孩子们，在相当早的年龄
就接受了狂欢节的入门指导，感受它的乐趣。克里斯汀3岁时，第一次参加了狂欢节庆祝活动。身穿
水手服，配上白色小帽和彩带，小克里斯汀和雷蒙德手拉着手一路小跑。和他们一起跑的，还有一群
来自良好家庭，叽叽嘎嘎的小女孩儿。多么美妙的狂欢节啊！所见之处，到处都挥舞着鲜花，色彩和
装饰物。要是“狂欢节之王”打他们身边经过，孩子们的小眼睛，准保立刻瞪得圆鼓鼓。今年的“狂
欢节之王”是谁，他会穿成什么搞怪的样子出来呢？充满异国情调的阿卜杜勒-阿齐兹陛下？亦或是渔
夫打扮的海岸之王、企鹅公主？为什么就不能是餐桌之神，馅饼男爵呢？狂欢节里，小克里斯汀会花
上好几个小时站在那里，观看游行表演。队伍中领头的是来自乡村的吹喇叭的人，随后跟着戴着小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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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传》

的打鼓人和第三十二团的退伍老兵，他们都欢快地踏着号角嘹亮的吹奏声一起登场。接下来亮相的是
各种巨大的人物造型，他们奇形怪状，风格各异。他们后面跟着的，是有十足反差效果的小人国居民
，鲜艳的色彩和怪诞的手势极具欢庆效果，一点也不逊色。要知道，迪奥童年时代的图画书里，可充
满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童话形象——有倚靠巨大太阳、容光焕发的侯爵夫人，还有手戴翠绿镯子、
跨坐白色大象的看象人。4个无眠的日日夜夜，满眼都是摇曳多姿的华尔兹和波尔卡，交织着绚烂夺
目的烟火，雀跃的游行队伍，穿过用鲜花装饰成的拱门。格朗维尔的狂欢节，着实令人难以忘怀。格
朗维尔的狂欢节传统，可以追溯到那段壮丽的过去。那时的格朗维尔，是航赴纽芬兰的起程点。是的
，辉煌的过去。直到19世纪初，这个傲立岩层之上，俯瞰英吉利海峡的小镇，都以鳕鱼捕捞和造船业
而闻名遐迩（仅次于它的邻居和竞争对手圣马洛）。去纽芬兰的航船，通常会在忏悔星期二当天出发
。[忏悔星期二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之后就是圣灰节，圣灰节是大斋期的第一天。]在起锚和开船动
作之后，面临的情况可能会是：海难、疾病和寒冷。这给即将起程的航海者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要
在无休止的，一轮又一轮的庆祝活动中尽情欢乐。虽然，在世纪之交，格朗维尔的航海活动逐渐宣告
结束，然而，狂欢节的传统则一直延续下来。没有谁，能与格朗维尔相抗衡，甚至是与附近孔卡地区
的渔船之间的竞赛，格朗维尔也绝不会败下阵来。这个场面壮观的激烈竞赛是在圣马洛修道院与休塞
群岛之间的海湾上举行的。普天同庆，举镇狂欢的大好气氛紧紧钳住了格朗维尔市民的心，狂欢节，
最终贯穿整个夏季，以满足不同观众不同的期待。去海边度假的时髦新消遣，伴随着铁路的开通，使
“美好年代”的格朗维尔，逐渐抖去它作为清静港口城市的过去，成为一个风靡的旅游胜地。此时，
正值资产阶级的全盛时期。他们不仅大兴土木，豪修建筑，还发明了新的消遣方式，并极度沉湎其中
。之前的娱乐场，于1911年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奢侈豪华的新面孔。直通海滩的
小路，在一次规模巨大的行动中被拓宽，这其中涉及到要切除一整段的岩石面。这次全面规模的旅游
开发行动，皆源于诺曼底酒店集团的项目，该项目由古尔兹出资。当时的法国社会挤满了美国的千万
富翁家庭，古尔兹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新旅馆“诺曼底”，终结了格朗维尔大酒店和白恩酒店在格
朗维尔的美好时光。优质的海滩细沙，全方位的运动和音乐娱乐项目，这一切令格朗维尔倍感欣喜地
在报纸上看到了诸如此类的标题——“法国北部的小摩纳哥”。格朗维尔，成为上流社会的聚会之地
。这些上流社会的参与者，配齐了包括保姆在内的随从人员，携妻带子，一年到头，蜂拥而至来到格
朗维尔。克里斯汀·迪奥于1905年1月21日，凌晨1点30分，出生于法国昂热地区的卢瓦尔河谷镇。小
迪奥是亚历山大·路易斯·莫里斯·迪奥（AlexandreLouisMauriceDiorr）的第二个孩子。那一年，莫
里斯·迪奥32岁；他的妻子，玛丽一玛德琳·朱丽叶·马丁26岁。从身材上看，克里斯汀和他的哥哥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雷蒙德身体结实，背部宽阔，脑袋方正。克里斯汀则体型较小，有着一张杏仁形
的脸，和一双略微下垂，但明亮、轻快的眼睛。哥哥是纯粹的诺曼底人，而年轻的弟弟则继承了母亲
的昔时法国安茹省的特征。1909年，克里斯汀·迪奥出生4年之后，他和哥哥雷蒙德的队伍中，有了妹
妹杰奎琳的加入，一年后，又有了弟弟伯纳德。家中的次子继续成为孩子们中与众不同的那一个，类
似于兄妹身边那根脆弱的竹轴。事实上，小迪奥与他1917年出生的、最小的妹妹姬奈特最为相像。莫
里斯·迪奥的目标之一，就是令家人幸福，尤其是他的妻子。最首要的就是，让妻子适应迪奥一大家
刚刚搬入的名为“罗经点”的乡村别墅（名字源于罗盘上的菱形罗经点）。新环境远离地理位置较低
、有商店和市场的城镇。小镇的客栈里供应着当地的苹果酒和沁人心脾的香气。但一个事实是，每逢
风儿跑错方向，从莫里斯·迪奥家的化肥厂冒出来的浓烈而难闻的烟就越过偏远的小村，席卷大街小
巷。“又是迪奥家的味道”，乡亲们表情冷漠挖苦地说道。位居海边高高的新住所里，莫里斯和他的
妻子幸免于听到这些愤怒的声音。玛德琳·迪奥立即着手一项即将占用她未来几年岁月的工程——用
花草树木把自己围起来。首先，是个简单的改变——为粉红色拉毛外墙添加一个走廊，她打算把那儿
做成温室的一部分。母亲对植物的热情，小克里斯汀很快就了然于心。通过阅读丰富多彩的邮购种子
目录，小克里斯汀熟知了它们的名字和种植方法。每天，小克里斯汀都会热切地去见邮差，时刻做好
迎接新一期的准备。克里斯汀·迪奥是迪奥子女中唯一一个继承母亲“绿拇指”——善种花草才能的
孩子，和母亲如影随形。小迪奥会偷听母亲与园丁们的谈话，对母亲与眼下这股风的战斗感同身受，
因为这风在不断威胁母亲的植物园事业。尽管迪奥夫人在她的花园和植物外围都修建了防风林，但那
些植物却始终未能扎根。最后被迫在蔬菜园的一头立起了温室。在那里，迪奥夫人可以把到季的植物
储存起来，直到第二年的春天。1911年，迪奥全家移居巴黎，将格朗维尔的房子转作为度假住处。巴
黎的公寓，位于新潮的第十六区与慕特区为邻，旁边就是布洛涅森林公园。面对生活环境的变化，6
岁的克里斯汀起初并不高兴，他那充满灌木和花卉、懒散的田园诗般的童年被连根拔起。但不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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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爱上了巴黎的新家。迪奥夫人一心要用当下最流行的式样装饰巴黎的居所。迪奥夫人把它解释为路
易十六式，但用的却是当下的流行样式。她的儿子对漆模成型、镶玻璃的大门和锦缎花纹墙纸感到着
迷。这种高度的现代性，彻底改变了1880年的“上流社会时代”，颠覆了那个时代上层中产阶层的主
导风潮。漫步于布洛涅森林公园，克里斯汀·迪奥惬意舒适的童年时光，是在有着时髦邻居的公寓中
度过的。克里斯汀在格尔森高中接受了学校教育，并在那儿，结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玛德琳·迪奥
，如规划她盛大的园艺项目一样，有条不紊地抚育她的孩子。此时正值维多利亚时代，激情的释放和
展示，很可能被认为是对人格品质的削弱；严格，才是规范。甚至最小的孩子，妹妹姬奈特（后来改
名为凯瑟琳），都记得母亲是如何“对待我们女孩，比男孩更严格”。克里斯汀，是孩子中唯一一个
成功弥补这两个世界差距的人。他的兄妹认为他是“母亲的宠儿”，而他却发现，进入母亲的世界，
绝非易事。在克里斯汀记住母亲所有鲜花的名字、像小尾巴似的跟着母亲在房前屋后转上几小时、仔
细地琢磨母亲对环境的选择之后，早年母亲对房间和花园的装饰热情，才慢慢将他们的母子关系“种
植”成一个无须言表的同盟。电话几乎处于萌芽状态。莫里斯·迪奥在“罗经点”别墅里安装了一部
，是镇子里最早的一个。他们的号码是，格朗维尔12。这个禁止孩子使用的神奇仪器发出的丁零声，
向来都会激起儿童的兴奋，但是，未经父母的许可，没人敢“拜会”它。这种稀罕的对待同样包括父
亲莫里斯·迪奥的房间。除非房间的主人，否则任何人都禁止入内。父亲在别墅后面开一个独立的入
口，这样来访者的进进出出，就不会烦扰到家中的其他人。入口经由一个封闭的、带飘窗和马赛克地
面的门廊，地面图案的中心是菱形的罗盘指针。这里也是放电话的地方，它被锁在一个木制钟匣里，
父亲莫里斯·迪奥掌管着钥匙。父亲的房间，令克里斯汀感到拘谨和敬畏。文艺复兴时期的挂钟，装
在锡铅合金盒里，盒上饰有令人胆战的武器——戟。女黑人面具，似是顷刻就能把他吞掉一样，令恐
怖气氛更加浓重。版画上描绘着虚张声势，满脸髭须的持枪士兵，则多少让人安心一点。克里斯汀知
道父亲是个温和的好心人，但也免不了带着颤抖去理解和研究这些东西。这里也是家中叱责和惩罚的
地方，与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有关——和门旁的餐厅一样。敦实的亨利二世家具旁，孩子们在父亲严
厉的注视下进行着无限漫长的膳食。这时，父亲会身穿立领服装，主持家庭“聚会”，不时发出一些
无可争辩的声明。迪奥先生行使慈父的权威与他作为几个公司主席的指挥风格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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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迪奥是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拥有敏捷智慧的天才，这个迷人的名字——是“上帝”和“金子”
的组合。　　　——让·科克托克里斯汀·迪奥是一位传奇人物。直到今天，他的精神依然如明星闪
耀，他的名字是美丽、优雅和生活乐趣的永恒标志。 时装，总是隐藏着许多秘密。但是如果你想要了
解迪奥时装屋的脉动，你就得了解它是如何开始的。我刚开始在迪奥时装屋工作的时候，这本书就是
我的“圣经”。它给我洞察力，我长期以来一直特别想亲口问问迪奥先生的许多问题，都在这本书里
得到了回答。 　　——迪奥首席设计师　约翰·加利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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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迪奥传》作者波希娜，波希娜女士用优美的文字勾勒出一个慷慨、才华横溢、略带几分诙谐的伟大
灵魂，向世人展示了一位天才不断战胜自我的心路历程，充满魅力的迪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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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质量不错，内容还没看，不过应该不错的。
2、买错了，本来想买迪奥先生自己写的。结果自画像变成照片。缺了写生动，多了些客观和猜测
3、一般！
还不如直接看网站内容！
4、翻译离表述本意有距离，但是大师一生如此谦逊伟大。
5、喜欢书中的故事。
6、關於時尚的訪問很過癮
7、本來應該寫得很好不過翻譯好像有點不太好,感覺應該譯本比原版無聊.可能因爲中西文化差異
8、其实就是想要这样一本关于他的书。不过我发现，当当的书怎么比书店的书质量好呢？书店的是
盗版的吗
9、喜欢dior十几年了（我现在16～）！终于有一本迪奥的传记了！感谢当当让我圆梦⋯⋯其中的图片
超美，有Newlook的还有他本人的，太激动了！绝对是迪奥迷必备藏书！狂顶～～
10、中文翻译188~
11、肯定自己 尊重别人  学习别人 完成自己 ！
12、一直想买这本书.质量不错
13、不是很愿意读的明白！
14、送朋友的，他很喜欢~，一直就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15、翻译的不大好，但是毕竟是名人的传记
16、中间部分有的语句真的不太通，翻译尤其是人名书前书后经常使用的是不同的称呼，还有错别字
。但就书本内容而言是很有价值的，不是空空泛泛的，也很好读。
17、懂得了很多关于迪奥的事情
18、很棒的传记 文笔超好
19、囫囵吞枣读完
20、有闲暇的时间看看也不错，开卷有益。
21、有点琐碎
22、比较详细的记录了迪奥先生的生平和创业过程，还能从侧面了解到当时欧洲的一些这会现象。没
事的时候会翻翻。如果多一些设计方面的介绍和图片就更好了。
23、　　�在飞机场买东西都比外面贵得多，就算投币电话也比外面更贵，但有一样东西的价格与外面
一样，那就是书刊。每个机场都有书报店，在候机时那是我必不可少的去处，并且常常能找到一些我
需要的书籍。当然，这些书报店一般以忽悠人的财经管理类以及畅销类图书为主，基本都是垃圾。垃
圾堆里偶然也有可用之物，这是我逛它的原因。
　　�《迪奥传》一书就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寻获的。
　　�“墨索里尼的计划，是要促进意大利的时装繁荣，使其符合意大利已建立起来的制鞋优良的声誉
。他于1936年通过一项法律，宣布意大利时装店的服装至少要有25%要‘具备意大利的灵感’。意大
利皇室家族的公主装和其他权贵们的妻子，也要遵守这一倡议”。作者玛丽-法兰西·波希娜如是写道
。
　　�这项法律今天看起来甚为奇怪，但今天的中国仍然在类似地上演此类狭碍民族主义笑话，比如电
影业规定国产片要占多少比例，外国动画片不准超过比例，黄金时间不准播国内动画片，等等等等。
黑索里尼的法律是建立在意大利既有的时装传统与实力上，倒也能理解，但中国的规定建立的基础上
什么？相较之下，法西斯的意大利发布此项法律是因为它有优良的基础，而共产主义的中国则是因为
它没有优良的基础。
　　�在德要纳粹占领法国之后，1940年7月，他们洗劫了法国高级时装协会的仓库，并没收其档案。德
国人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天真的想法是将法国时装业转移到柏林和维也纳，建立新的欧洲时尚首都
。纳粹号召法国的女裁缝师提供出他们的独特技能，而设计师则被许诺给予“最好的职位”。这一
年11月，法国劳工部派出时装大师勒隆去柏林，试图说服德国人：时装业是由一些不同的子行业，如
女帽制造、袜业、针织品商店、制鞋和束腹所组成的，更不用说更高端的提绣和纺织品制造行业了。
时装既不是单一的工艺，也不是单一的行业，而是法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总之，可以迁走物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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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这个行业是无法被迁移的。不可思议的是，德国人居然被说服了，上法国继续保持其时装的存
在。
　　�今天的柏林是欧洲最落后的城市之一，物价房价都很便宜，当然，城市也较破旧，但在上世纪三
十年代，它曾一度是欧洲的时尚中心。今天德国人并没有放弃柏林的时尚梦，正努力将柏林打造成一
个创意城市。
　　�让我感兴趣的是，纳粹与法西斯为何对对时装如此感法趣？东方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在东方服装
只是蔽体的东西，历史上无“时装”这一概念，所以很难理解为何欧洲会在大战中在意“微不足道”
的时装。在我看来，这可能与东方一直缺乏艺术与工业合一的传统有关系，欧洲艺术与工业的合一有
许多方面，最突出的是时装，“小艺术”“第九缪斯”。时装横跨了艺术与工业两个领域，于一个国
家而言自然很重要，在1949年，法国商务部长在销售报告中指出：巴黎时装界75%的销售量都来自于
迪奥品牌，整整相当于法国全国出口销量的5%。法国政府因此更确信高级时装业是只下金蛋的鸡。
　　�迪奥是非常了不起的时装艺术家与商人，他建立了庞大的时装帝国，最高峰时自己的工厂就
有1700位工人。他开创了时装业的种种标准，也开创了种种营销与经营模式。从他的帝国里走出的大
师就有皮尔·卡丹和伊夫·圣·洛朗。迪奥在二战之后开始他的事业，在时装设计上，他走的是复古
的路线，试图恢复十九世界法国时装那种华丽、大气与昂贵，他成功了，在二十世纪的时装史上，他
的的确确成了最后一个古典时代的大师，著名的“新风貌”带来的不是未来的新风貌，而是让人们怀
旧和回到十九世纪的“新风貌”，当他试图革命时，他进行的是复辟，而他的复辟却带来了时装界的
革命。革命的原意即是复辟，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早就谈过。当时重要的法国设计师还
有香奈尔，她是将女人从束缚人的长裙中解放出来的大师，让女士们穿上男人风格的服装，她做的是
减法，是朝向未来的，但与奥迪相比，却宛如自行车与跑车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香奈尔代表的
是时装未来的趋势，普罗大众的选择；而迪奥代表的则是古典时装的最后一次冲动，是贵族们在时装
上的最后一次怀旧。
　　�在欧洲，时装是创意，是工业，在东方，时装是抄袭，是进口，是一种商业。这是东方与西方的
区别，也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差别。法西斯与纳粹力挺的是时装，但共产主义力挺的是列宁装与毛式
中山装，这也是东西方的各自象征。
　　我们没有时装，只有衣服，我们没有优雅与艺术，只有暴富与革命。
24、哎~没有想象的好看~
25、迫于老师的需要来阅读的、还行、
26、书不错，正式我想了解的内容。
27、原著文笔不错，不知是翻译的问题么？隐约有点沉闷的感觉，要是文字更洒脱些更好。
28、冬日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午后的阳台，支一张椅子，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打开这本书，你知道吗
？迪奥是“金子”和“上帝”的合称，但在我心中，这两样东西远远没有DIOR来的迷人。
29、原版不知道怎样，但是中译的感觉不是很好！
30、包装很好的，内容也不错。。质量超级棒。。
31、和期待中的书差别太大,全文只是生涩的生平介绍,读来比较枯燥
32、很真实的一本书。让我进一步了解迪奥的同时了解那个时代背景。
33、还行，但是有些地方逻辑性太差。翻译的原因？
34、内容很抒情。文字略啰嗦。不过很好的让我们了解到迪奥的一生。确实是伟大的人物。
35、CLOVER的分析自成一说，受教
36、觉得很不值纸张很差还以为是打印的呢⋯⋯
37、此书读来有些费劲，首先排版让人看起来很累人，然后内容就是纯粹的叙述，类似自传的叙述，
没有Dior大牌的奢侈和时尚的感觉，~~不过让人觉得很真实，应该算是一个大人物的创业史~也算励
志书吧
38、不提捉刀的作者，翻译实在过于大篇幅书面唯美。CD古典设计里毫无争议女里女气的纤细腰身和
大裙摆原来情有可原。Oh，迪奥先生是Gay。
39、哇！！！！
40、个人不喜欢读非本人写的传记，感受不到真情实感，太枯燥了！
41、我们没有时装，只有衣服，我们没有优雅与艺术，只有暴富与革命。
    喜欢最后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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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质量也非常好，和新书一样，是Dior迷绝对值得珍藏的一本大师级书~
43、我与楼上的观点恰好相反，我是女人，可我不喜欢COCO，却喜欢DIOR。我觉得COCO表面上向
男人挑战，实际上是向男人献媚。正如她如何通过攀附权贵打下自己的时装业的基础。她意识上试图
挣脱男权的枷锁，但潜意识上渴望抛弃女人的身份，而成为她所相信的强有力的象征——男人。正像
她著名的叼着烟嘴的肖像所暗示的。而DIOR正相反，他通过表达女性独有的特征——优雅和知性兼
具，将女人的身份和特征归还给女人。他甚至比女人更了解女人。这是我喜欢DIOR的原因。
44、讲得天花龙凤，一堆比喻句里我看不到多少事实，全书都在用华丽的句子向读者灌输一个印象，
这样的书对我来说没有意思。最初是看到作者敢说Ｄｉｏｒ势利才决定买来看的。
45、很喜欢，不管是衣服、香水还是其他的。一律很喜欢
46、DIOR先生我非常仰慕，爱屋及乌势必要买一本他的传纪来读读，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或者外国语言逻辑和中国的语言逻辑本身上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很多句子觉得不通顺，看不大懂啊~
当然书的质量不错。
47、2009年8月阅读。好看。
48、法国人真的是骨子里有时尚。
49、神奇不过香奈儿的书还没到，那简直是神话
50、这书，读者费劲比较大。除非你特别想了解Christine使劲读，不然这个翻译不成。
51、我想COCO的视角是女人眼中的女人。让女性化风格减淡，走向中性与职业。
    而迪奥的柔美优雅回归，视角是男人眼中的女人。时间配合的也刚好，巴黎时装界需要这样的触动
与变更交替。
52、了解这个设计师甚至发现了自己与他的共同点
53、dior是自己最爱的品牌，
54、ChiristianDior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设计师,他的设计风格是那样的华丽,又带着美丽和优雅.买这本书
是为了更深入了解这位传奇大师的一生,这本书的确很不错~^_^
55、翻译的太差了!简直晦涩,没有美感,有点后悔买了,而且书的质量也不好,字很密,读起来费劲!!
56、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
57、我想COCO的视角是女人眼中的女人。让女性化风格减淡，走向中性与职业。 
　　而迪奥的柔美优雅回归，视角是男人眼中的女人。时间配合的也刚好，巴黎时装界需要这样的触
动与变更交替。
58、还可以，但开头很沉闷~~
59、对Christine Dior的描述正反都有，算是描绘了一个立体的人物，但书的排序稍乱，因为收录了不
同作家对他的印象。所以时间链条感，连续性差，看起来有点晕。语言故事性比较强，但是不可避免
的是传记类的书籍普遍的瑕疵是只能给读者特定人物的知识，得到的箴言，真正值得思考的点不多。
60、不错 不错原来以为会讲得很奢侈 ，没想到讲得很踏实。各位大小姐 花花公子可以看一下：迪奥
靠是努力出来的！
61、我一直使用迪奥的化妆品20多年了，无论护肤品还是香水对我都非常喜欢。朋友们和同事公认我
身后飘着很优雅的清香，甚至有不少年轻的小姑娘总要跟着我选购香水，但是她们不懂优雅，我不知
道如何告诉她们何谓优雅，看到这本书，让我眼前一亮，这本书可以交给她们何谓优雅，如何优雅。
如果看这本书的女生多了，优雅的女士会让今夏风光无限。我已经买了几本分送给几位朋友，颇受好
评。
62、提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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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传》

精彩书评

1、在飞机场买东西都比外面贵得多，就算投币电话也比外面更贵，但有一样东西的价格与外面一样
，那就是书刊。每个机场都有书报店，在候机时那是我必不可少的去处，并且常常能找到一些我需要
的书籍。当然，这些书报店一般以忽悠人的财经管理类以及畅销类图书为主，基本都是垃圾。垃圾堆
里偶然也有可用之物，这是我逛它的原因。《迪奥传》一书就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寻获的。“墨索里尼
的计划，是要促进意大利的时装繁荣，使其符合意大利已建立起来的制鞋优良的声誉。他于1936年通
过一项法律，宣布意大利时装店的服装至少要有25%要‘具备意大利的灵感’。意大利皇室家族的公
主装和其他权贵们的妻子，也要遵守这一倡议”。作者玛丽-法兰西·波希娜如是写道。这项法律今天
看起来甚为奇怪，但今天的中国仍然在类似地上演此类狭碍民族主义笑话，比如电影业规定国产片要
占多少比例，外国动画片不准超过比例，黄金时间不准播国内动画片，等等等等。黑索里尼的法律是
建立在意大利既有的时装传统与实力上，倒也能理解，但中国的规定建立的基础上什么？相较之下，
法西斯的意大利发布此项法律是因为它有优良的基础，而共产主义的中国则是因为它没有优良的基础
。在德要纳粹占领法国之后，1940年7月，他们洗劫了法国高级时装协会的仓库，并没收其档案。德国
人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天真的想法是将法国时装业转移到柏林和维也纳，建立新的欧洲时尚首都。
纳粹号召法国的女裁缝师提供出他们的独特技能，而设计师则被许诺给予“最好的职位”。这一年11
月，法国劳工部派出时装大师勒隆去柏林，试图说服德国人：时装业是由一些不同的子行业，如女帽
制造、袜业、针织品商店、制鞋和束腹所组成的，更不用说更高端的提绣和纺织品制造行业了。时装
既不是单一的工艺，也不是单一的行业，而是法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总之，可以迁走物质部分，
但这个行业是无法被迁移的。不可思议的是，德国人居然被说服了，上法国继续保持其时装的存在。
今天的柏林是欧洲最落后的城市之一，物价房价都很便宜，当然，城市也较破旧，但在上世纪三十年
代，它曾一度是欧洲的时尚中心。今天德国人并没有放弃柏林的时尚梦，正努力将柏林打造成一个创
意城市。让我感兴趣的是，纳粹与法西斯为何对对时装如此感法趣？东方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在东方
服装只是蔽体的东西，历史上无“时装”这一概念，所以很难理解为何欧洲会在大战中在意“微不足
道”的时装。在我看来，这可能与东方一直缺乏艺术与工业合一的传统有关系，欧洲艺术与工业的合
一有许多方面，最突出的是时装，“小艺术”“第九缪斯”。时装横跨了艺术与工业两个领域，于一
个国家而言自然很重要，在1949年，法国商务部长在销售报告中指出：巴黎时装界75%的销售量都来
自于迪奥品牌，整整相当于法国全国出口销量的5%。法国政府因此更确信高级时装业是只下金蛋的鸡
。迪奥是非常了不起的时装艺术家与商人，他建立了庞大的时装帝国，最高峰时自己的工厂就有1700
位工人。他开创了时装业的种种标准，也开创了种种营销与经营模式。从他的帝国里走出的大师就有
皮尔·卡丹和伊夫·圣·洛朗。迪奥在二战之后开始他的事业，在时装设计上，他走的是复古的路线
，试图恢复十九世界法国时装那种华丽、大气与昂贵，他成功了，在二十世纪的时装史上，他的的确
确成了最后一个古典时代的大师，著名的“新风貌”带来的不是未来的新风貌，而是让人们怀旧和回
到十九世纪的“新风貌”，当他试图革命时，他进行的是复辟，而他的复辟却带来了时装界的革命。
革命的原意即是复辟，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早就谈过。当时重要的法国设计师还有香奈
尔，她是将女人从束缚人的长裙中解放出来的大师，让女士们穿上男人风格的服装，她做的是减法，
是朝向未来的，但与奥迪相比，却宛如自行车与跑车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香奈尔代表的是时装
未来的趋势，普罗大众的选择；而迪奥代表的则是古典时装的最后一次冲动，是贵族们在时装上的最
后一次怀旧。在欧洲，时装是创意，是工业，在东方，时装是抄袭，是进口，是一种商业。这是东方
与西方的区别，也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差别。法西斯与纳粹力挺的是时装，但共产主义力挺的是列宁
装与毛式中山装，这也是东西方的各自象征。我们没有时装，只有衣服，我们没有优雅与艺术，只有
暴富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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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迪奥传》的笔记-全文

        一名艺术家的可取之处之一就是忽略真实的世界而以更加美好的方式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

在梦想的世界里，什么事情都没有界限，任何事情都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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