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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都知道“转弯车让直行车”，但不是所有转弯车
辆都要让直行车辆先行。近日，在南岸区就发生了这样一
起交通事故，交巡警依法判定直行车负事故全部责任。

5月17日17时许，在崇文路加勒比海路段，一辆白色
轿车掉头时与直行的红色轿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白色轿
车车头左侧受损，红色轿车右侧两扇车门受损，无人员受
伤。

发生事故后，红车驾驶员称“你转弯应该让直行”，白车
驾驶员则表示“我提前打了转向灯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

谁，只好报警处理。
交巡警南山大队民警随即开展调查，发现该路段是双

向两车道，也就是说同方向仅有一条车道。从现场车辆停
放的位置来看，白色车明显是准备拐弯掉头，该处允许车辆
掉头，红色轿车虽然是直行，但可能是借道超车。

民警结合双方驾驶员的描述，又调取行车记录仪，进一
步确认了红色轿车越过中心线借道超车，应负事故全部责
任。

在事故处理过程中，民警指出：红色轿车与白色轿车原

本处于同方向的同一车道上，红色车辆在后方超车的行为，
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同车
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
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前车正在左
转弯、掉头、超车的”。

白色轿车属于正常掉头，若是与对向车道上正常行驶
的车辆发生碰撞，才应该负事故责任。在民警的解释说明
下，双方驾驶员都心服口服，对责任判定再无异议。

据上游新闻

直行车与掉头车相撞，为啥直行车负全责？

确定这不是童装吗
这么小的衣服咋穿

明星、网友吐槽一些品牌的衣服太小，质疑制造身材焦虑
体重近130斤的记者试穿后发现大部分能穿，但有的确实偏小

“女装尺码堪比
童装！”“这么小一件
普 通 人 怎 么
穿？”……最近，有关

女装尺码的各类话题受到关
注，尤其是在知名女艺人张馨
予公开吐槽后，有越来越多的
网友表示，今年在不少品牌服
装店里看到的衣服小得离谱，
甚至有的上衣看起来和童装差
不多大小。对此，不少网友表
示：“现在这些服装在制造身材
焦虑！”

这些看起来小的女装真的
很小？小到普通人根本穿不
了？为此，体重近130斤的记
者挑选了部分网友吐槽较多的
品牌，到重庆的实体店进行了
试穿。

知名女艺人张馨予微博截图

网友吐槽某品牌服装太小

如果服装品牌专注发展小码女装赛道，那小尺码无可
非议。但实际上，此前已有不少穿搭博主发视频吐槽，不少
大众品牌的女装尺码越做越小，很多均码服装只适合体形
偏小的人。为什么现在女装的尺码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女
性消费者都变瘦了吗？显然不是的。女装尺码变成如今的
样子，其实是当今社会长期的畸形审美有很大关系。

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社
会上突然涌现了一种追求“白幼瘦”的审美观念，“A4
腰”、“筷子腿”、“直角肩”、反手摸肚脐、大腿套发圈……
社交平台上，每年似乎都能对女性的身材提出新的标
准，层层标准叠加，导致现在大家对女性身材要求越来
越高，同时还进一步加剧了当代女性的身材焦虑。

审美是不该被统一定义的。皮肤白皙是美，健康的

小麦色也是美；年轻是美，经过岁月沉淀后的成熟也是
美；苗条婀娜是美，珠圆玉润、身材魁梧也是美……世界
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
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魅力，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将同一
套审美标准施加在女性身上？

更何况，穿衣首要是为了保暖遮羞，虽然经过时代变
迁，衣服又多了装饰美化的功能。但说到底，衣服仍然只
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日用品之一，现在不少女装尺码越
来越小，衣服也渐渐演变成一种约束、衡量女性身材的工
具，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服装品牌与店家而言，与其
随大流追求小码服装，不如寻找正常且适合普通女性尺
码的服装，否则或将面对被消费者抛弃的结局。

据极目新闻

争议 网友质疑商家制造身材焦虑

记者在部分网络平台上看到，确实有不少帖子在质
疑现在的女装小得离谱。有网友专程到线下实体店拍
摄各类短款女装，甚至有人还拍摄了试穿视频，或者找
来同品牌的童装与短款女装进行对比，认为这些女装小
得离谱，只有特别瘦的女生才能穿。

一些网友指出，这是商家在刻意制造身材焦虑。
记者在江北北城天街遇到前来逛街的王女士，当时

她正在一家主打“辣妹风”的品牌店门口，但丝毫没有去
试穿的打算。“这些衣服看起来那么小一件，我的体重有
110斤左右，穿都穿不进去，没有兴趣去逛，平时遇到这
种衣服我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王女士猜测，这种类
型的衣服可能只有特别瘦的女生才能穿，“我个人认为，
身高160cm以上、体重100斤以下的女生才有资格
穿。”

记者还在观音桥随机采访了几位女性市民，她们大
部分都认为这类衣服只有偏瘦的女生才穿得进去，自己
也不敢去尝试。“第一是根本穿不下，第二是身材不够
好，即使穿下也不太好看。”一位市民说。

体验 大部分能穿，有的确实偏小

这些“小衣服”普通人到底能不能穿？体形偏胖的记
者进行了尝试，决定用“事实说话”。出于和大多数市民
一样的顾虑，之前记者从来没有试过类似的女装上衣。

某日系品牌今年推出的“辣妹装”系列看起来又短
又小，成为网上被吐槽的重灾区。在该品牌“辣妹装”展
示区，商家专门摆放展示模特并标注上衣长短。随后，
记者按照平时所穿尺码对这类型服装进行试穿，试穿后
发现并没有穿不上、感觉紧绷的情况，但该系列上衣长
度确实较短，对穿着者身材有一定要求。

接着，记者又来到另一家同样在网上受到不少质疑的
女装快消品牌，品牌卖场也有不少看起来很小的短款上
衣。记者挑选了几款进行尝试，发现有弹力的面料普遍都
能穿得上，但没有弹力短款衬衣之类尺码就偏小，穿不了。

店员 衣服看起小，能不能穿要试

在试衣过程中，记者告诉一家店铺的店员，网友对
其品牌的服装过于短小提出了不少质疑。店员表示，网

上这种评价确实非常多，但店里大部分短款上衣只是看
起来小，实际上不少款式采用的都是弹力面料，大部分
人都可以穿，也有身材偏胖，但喜欢这种风格的顾客来
购买。“确实有顾客走到门口见到我们的衣服看起来很
小，就不敢前来尝试。”当然，该店员也承认店里确有一
小部分上衣的设计尺码偏小，比较挑人。

在某日系品牌店，记者看到有不少小姐姐专程前来
尝试新推出的“辣妹装”。在咨询店员后得知，这款“辣
妹装”推出后销售情况还不错，“这系列本来就是紧身短
款，采用的都是弹性面料，只是看起来小而已，其实普通
人都可以穿，按照平时穿着尺码挑选就可以了。”

同时，记者也在网上看到有为这些品牌“发声”的帖
子，认为发帖质疑这一类型女装是在故意引流引起关
注。“我看这些衣服挺好的，我还专程去试过，并没有穿
不上的情况。她们应该根本就没亲自试过。”有不少网
友称自己专程到店里试过，体重110斤、120斤以上的，
很多款式都能穿，只有部分款式穿不了。甚至有网友
称，因自己身材比较瘦，还专程去店里试穿类似风格的
上衣却发现并不适合，“因为太瘦了，衣服根本撑不起。”

设计师 这类服装商家想传达健康理念

为什么不少服装品牌今年推出看起来如此小的短
款紧身上衣？真的是品牌方在刻意制造身材焦虑？对
此，记者采访了四川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老师罗杰。

罗杰告诉记者，这种偏紧身的服装设计风格是最近
几年国际上的流行趋势，很多品牌有推出这类服装。这
类服装的流行其实希望体现的是“健康”这个理念，比如
身体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等。“除了这种短款紧身衣，最近
两年还比较流行穿着瑜伽服出街，一些与瑜伽有关的品
牌也比较火，瑜伽服也是比较贴身的，这其实都是传递的
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给人一种喜欢健身、刚健完身、身
体健康的感觉，也反映出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现在有网友质疑这些衣服尺码这么小，是在给女性
制造身材焦虑，罗杰认为这可能是部分人对这类服装有
误解。“网上会有这样的误解，可能是与现在崇尚以瘦为
美的风气有关。”

至于网友提出的女装尺码“离谱”的问题，罗杰说，
有关尺码其实国家有统一的标准，但每个品牌面对的消
费者不一样，在尺码设置方面也是不同的，因此在试穿
不同品牌服装时，型号会有一定偏差。另外，由于服装
设计版型的不同，也有可能导致穿同一品牌服装不同款
式型号不一样的情况。 据上游新闻

女性身材不必被尺码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