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時裝史主題策展《時裝時代・時代時裝》 

梳理逾半世紀臺灣時裝經典，完整展覽「臺灣近代時裝史」 

 

臺灣時裝史主題策展《時裝時代・時代時裝》邀請所有參展民眾一同穿越時空回到五〇年代，

一窺紡織業盛興打下了重要經濟基石、讓臺灣布料外銷國際，創造驚人外匯；緊接是布料品

牌太子龍敲下六〇年代「自創品牌」的響鐘；國際競爭激烈的七〇年代；臺灣第一代時裝設

計師嶄露頭角的八〇年代裡也見證了代表消費文化的百貨興衰，時裝史所看的不只是臺灣時

裝產業的演變發展，背後更是反應在國際環境趨勢、政治政策與文化脈絡交織作用下，不斷

積累創作能量和文化涵養，並持續用時裝定義不同的年代裡臺灣在世界文化上立足的位置。 

 

#第一幕「母親般的紡織時代」（1950s-1970s） 

臺灣紡織業起飛，不只自給自足還能外銷創造驚人外匯 

1950年代起，是臺灣紡織業的振翅高飛的時代。早在日治時代，臺灣就建設不少紡織廠，戰

後初期，政府更大力扶植棉紡織業，並獲得美援的原料支持，臺灣紡織業急速發展，滿足了

臺灣島內的生活所需，還向海外銷售、賺取大量外匯。之後臺灣紡織業便開始轉往人造纖維

的織造生產，也正是奠定二十一世界臺灣紡織產業機能紡織發展的最初起點。 

 

#第二幕「時裝品牌的啟蒙時代」（1985-2008） 

臺灣股市指數在 1986年突破 1000點，每年翻倍成長，迎向全民皆股的年代 

面對激烈國際競爭的紡織業鋒芒漸退，政府鼓勵自創品牌提升產品價值，設計師品牌開始嶄

露頭角｡ 1980年代是「臺灣錢淹腳目」的時代，大量時尚資訊和消費力湧入市場，乘著這波

時勢大浪的第一代時裝設計師成為矚目。而帶動第一代國內設計師品牌的中興百貨，刻意將

他們與國際品牌並列，突破性的作風讓中興百貨成為時尚話題中心｡ 

 

#第三幕「擁抱創新的自由時代」（1995-2003） 

1989年，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獲得歐洲三大影展 之一的金獅獎；創作逐漸不受意識

形態限制，擁有充分自由並邁 入多元化時代 

1990年代，呼應實驗性創作的歐美時尚潮流刺激，臺灣品牌設計師逐漸擺脫中國風，擁抱創

新的前衛風格。紡拓會持續舉辦新人獎，支持國內時尚產業發展，在民間還有衣蝶百貨「解

放區」的品牌扶植資源，讓抱有夢想的年輕設計師們，更勇於嘗試前衛創新的服裝設計。 

 

#第四幕「國際品牌的競爭時代」（2003-2008） 

2003年，脫離亞洲金融風暴，經濟恢復成長；2006 年，發卡銀行鼓勵信用擴張，年輕人過度

消費，造成卡債風暴 

越來越多頂尖歐美精品時裝品牌進到臺灣，國際性的行銷宣傳資源大量投入，改變國內時尚

媒體及大眾的關注方向。臺灣時裝品牌難以和全球規模的品牌競爭，最支持本土品牌的衣蝶

和中興百貨也紛紛結束營業，宣告臺灣自創時裝品牌走進低潮期。  

 

附件 

 



 

#第五幕「走向世界的發光時代」（2009-2017） 

臉書風靡全臺，網路社群成為主流，刺激時尚媒體數位轉型，產生網紅文化 

獲得國際獎項、走上國際時裝週的年輕設計師，讓「臺灣時裝」因為被世界看見，而重新引

起國內話題，並再度開啟支持臺灣設計的熱潮，出現大量針對新銳設計師舉辦的國際比賽｡ 此

時亞洲市場崛起，旅外設計師回到臺灣建立基地、發展品牌｡ 同時，國際時尚媒體 ELLE和

誠品的合作，更催生了以臺灣設計為主體的服裝選物文化，為國內的新銳設計師打造了全新

舞臺。 

 

#第六幕「臺灣時裝的文化時代」（2018-現在） 

臺灣機能紡織布料占全球的七成，紡織及成衣出口總值高達近 2700億的實力規模；亞洲城市

時裝週陸續成立，臺北時裝週正式舉辦 

時尚定義隨著時代關注的議題改變，現今的主流思想鼓勵人們擁抱自己的出身和文化，時裝

也強調越在地越時尚的本土設計，出現許多跨域合作的時裝作品。從 2018 年開始，由文化部

支持舉辦的臺北時裝週，帶領臺灣時裝走向以文化塑造獨特語言的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