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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蔓美丽观点》一再旺销，是时代的造就。
仅两年的时间，时尚及时尚传媒产业就以崭新的速度从各个层面更加深入地席卷了人们的头脑和外观
。
本书也得以作为美丽价值观的探讨书，享乐其中，推波助澜。
但，中国人的求知贪婪，还远远不够。
而中国人对美的价值观，也远未健全。
物质匮乏时代里穷惯了的中国人，面对美，选择了疯狂而无止境的购物。
物质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和满足感，缓解或抵消了上代基因里带来的贫穷恐惧，成为人们求美之道时的
精神依存和知识性依存。
富裕阶层开始以半年为周期频换奢侈名品，手头渐宽的人也在欲望的燃烧中成为效仿大军。
“物质贪婪观”正席卷中国，纵横上下，演化为当下的普世形象价值观。
在物质至上的形象价值观的引导下，人们对美丽的科学性和知识性的追求，显然不足。
不够美，买东西就行了。
至于藏在服装背后的深层次形象诉求，人们懒得研究。
当满足于浅层次形象诉求的人占大多数的时候，求物贪婪当然就会凌驾于求知贪婪之上，科学主导型
的形象价值观便难以介入人心。
这段时间因私事停留在日本，特意调查了日本人在形象方面的读书求知情况。
描写女性形象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的《女性的品格》（坂东真理子著。
国内已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人作序），在日本竟然一路畅销至360万部。
而描写扮靓方法论的其他时尚书籍也动辄120万、80万的销量，连最一般的技术类书籍的销量也都在几
万部以上。
以日本成年女性人口5046万（1 8～79岁）计，时尚读者群的比率实在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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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致力形象管理工作的爱美之人写给关注美的人们的一本书。
　　有着“中国色彩第一人”之称的于西蔓女士，在中国开展形象管理业务八年之后，首次推出综合
阐释其形象管理观点的著作。
透过七十多个视角，通过作者亲历的形象事实，阐述了让个人形象成功的诸多观点和一些具体的操作
方法。
观点鲜活、表述生动、通俗易懂，有着超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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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西曼，中国色彩咨询业的创始人，日本文部省认定色彩搭配师，中国文化部一级艺术形象设计，日
本色彩学会会员，日本环境色彩研究会会员，日本个人色彩研究会会员，世界权威色彩咨询机构——
美国CMB公司注册色彩顾问，日本立邦色彩研究中心色彩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MBA课程特聘教
授，北京西蔓色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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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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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形象是一生的战略问题1.1 形象是一生的战略问题“谈穿衣服就谈穿衣服，别跟我们谈战略！
”曾有人在网上直言不讳地对我这样说。
的确，“战略”是个大而空泛的词。
但开宗明义，我还是想从这里说起。
事实上，任何人的一生都面临着成长和发展中的战略问题。
回顾一下个人的历史，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自己都在做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从当初拼命考大学，到慎择结婚对象，到慎之又慎地转职，等等。
无数次的战略性选择，构成了现在的人生结果。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想得多不多，那就是，有时我们过于在乎的，往往是自己对世界的筛与选，却
忽略了世界对自己的取与舍。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所有人都处在一种待价而沽的被动状态。
形象力作为人力资源的第三大资源，与人的体力和智力资源并举，构成这个时代人力资源的最新结构
，也标注了重新认识人力资源的开始。
一个高质量的人生，其战略性设计和维护管理，是围绕自己在三方面所拥有的资源来进行的；首先是
体力资源管理。
这一点很容易明白，一个多病的身体是无法确保人生质量的。
其次是智力资源管理。
一生中智力资源积累的薄厚，直接关乎人的能力结构，进而决定人能从社会上换取的回报。
第三是形象资源管理。
一个人能否把自己的健康状态和内在能力结构精准地从外在上表述出来，直接关乎你的资源总值在社
会上的评估结果。
人在体力不支时是最有感知的。
人们会扔下一切来维护健康，相信有效的健康管理手段会收到回报。
当人的智力能力达不到某种要求时，人也是有感知的，甚至会感到恐惧。
因此，知识管理和能力结构管理的概念已经被更多的人采纳，并且回报显著。
但当一个人的形象资源短缺时，人往往不容易察觉，也不容易引起重视，更不容易寻找到有效的方法
去控制和管理，从而成为个人资源管理的一个重大缺口。
人生要讲战略，战略就是决策。
无论你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外在形象都会和人的命运、事业密切相关。
因此，能否将形象问题战略化地对待，既决定了机遇、好运对你光顾的频率，也决定了你对人生质量
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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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去年，在飞机上偶翻一本企业家杂志，曾读到记者对一位著名男性企业家的采访。
那位企业家乃南方企业界的风云人物之一，财富亦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内，业绩令人起敬。
也许是职业的关系，我关注到采访当中的一段话。
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企业家的形象时，那位企业家回答：男人不像女人，把事业干好就行了。
你看这衬衫，五六年了，出国啊谈判啊都穿着它。
脚上这鞋，才80块，不是还挺好的吗？
你只要把企业做大，人家一听就服了！
报道中的两张照片印证了他的话。
同一件领口发软质地衰薄“神情倦怠”的半袖衬衫，出现在两张照片上。
一张是采访镜头前，另一张是异国背景前一群西装领带的老外当中。
有人重视形象，有人不重视形象；有人会重视形象，有人不会重视形象；有人宣扬富人也勤俭，有人
认为成功就是一切。
在商务习惯和规则尚未健全，对男人着装的探讨还远未深涉的当下，我只想把这件事儿当做现象来讨
论。
那就是，男人穿衣到底在穿什么？
巴尔扎克在他的《风俗研究》当中有段名言：“服装表现的就是人本身，他的政治信仰，他的生活方
式，说穿了，就是人的象形文字。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在表现人的多种方式当中，常常只有服装才能最雄辩地把人展示给他人呢
。
最近，乍看起来，人们好像都穿着差不多的服装，但对于看的人来讲，谁怎么样还是心里清清楚楚的
。
”这段170多年前的语言，之所以现在读起来还光芒闪烁，我以为，它的确是人穿衣，尤其是男人穿衣
的真理。
男人的确和女人不一样。
世间流传男人是社会的动物，女人是爱情和家庭的动物。
对这句话，我无从评判正误。
但我知道，古往今来，在这个世界上“挑大梁”的概念在男人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
男人希望自己是“骨架”，是“结构”。
两性繁衍至此社会对男人的要求也是，比起女人来，男人应该更坚实、稳重、严谨、富于逻辑，说的
还是“结构”的作用。
顶着“结构”基因出生的男人，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生活在人们对他的特定的逻辑思维要求里，行
走人生。
这样一来，男人的穿衣就有了社会对他的要求。
他需要穿出坚实，稳重，严谨，富于逻辑的感受，他需要用挺括的质地，坚实而富于逻辑韵律的裁剪
来实现这一切，以便社会可以通过他的穿衣来认知他想给社会带来的权威感和影响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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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蔓美丽观点(珍藏版)》：最权威形象价值观创150000册销售奇迹中国人的求知贪婪，还远远不够
；对美的价值观，也远未健全。
泱泱大国仅有区区少数尚美读书人，让人心悸。
太多人在粗放地经营着自己的形象。
“穿错”，意昧着对自己的误会和丑化，意味着花出去的钱白花了，意味着你正在为一个不是自己的
“自己”尽心竭力，更意味着你默许自己的外形对内在的背叛。
穿着也许不该论对错，但一定关乎美丑，关乎人作为资源的增值和贬值。
打扮，无关长相，而在于是否科学。
所谓“漂亮”，就是在比例上的考量，分寸感上的把握，对物质元素的取舍，对主、客观关系的处理
。
形象变革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正确的形象价值观，二是科学的美化方法论。
单纯崇尚和依靠商品，是无法真正解决形象问题的。
正因为我们有着“无古可复”的时尚历史空白尴尬，才需要知识和信息的“输液”，让我们了解世界
，能够用最基础的时尚历史和经验信息来判断并变革今天的生活方式，让形象成为人生和国家的资产
。
形象是一生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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