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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行业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服装作为应用载体所提出的需求和精彩的呈现。培养一个合格的服装设计

师，除了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之外，还需要与时俱进地把握技术进步带来的纺织行业的新材料，消费者

对纺织服装产品的各种迭代的诉求，更需要在使命感的召唤下不断历练服装设计师的人格以及深谙可持续设

计概念在设计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而这一切，都能在此书中找到答案。

——孙瑞哲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

中国的服装设计专业教育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至今日趋成熟，而设计本身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

调整着时尚的步伐。本书从基础知识出发，既涵盖了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每一个环节，又重点围绕服装设计的

创意方法，将各知识点辅以大量服装案例配合解读，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讲解。这都是本书不断修订再版、成

为经典的核心。

——李当岐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林教授是我国服装设计教育领域的前辈，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创办人之一，服装设计教育家。作为

值得尊敬的服装设计教育前辈，史教授将她在服装设计教育实践中的研究成果编撰成《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第

1 版）》《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第 2 版）》，其中《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第 2 版）》曾获得“2014 年度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优秀出版物二等奖”。现她的女儿清华大学宋文雯老师在《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第 2 版）》

基础上修订出版人美版高校精品教材《服装创意设计教程》，值得欣慰和期盼。服装设计的科学思维、技术手段、

面料工艺、消费认知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但关于服装设计教育的底层逻辑似乎并没有改变。此书从多

个维度对服装设计创意予以严谨梳理，值得高等院校服装相关专业师生以及所有热爱服装设计的人士习读。

——姜竹松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宋文雯，本科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

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硕士毕业于英国

利兹大学，主修色彩学。AIC 国际色彩

协会专业期刊 Jo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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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中心色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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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色彩应用实践。有专著 Colour Design 

of Company Logos 和《有性格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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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意（第 2 版）》等图书出版。其中《论

我国服装设计的薄弱环节——结构设计》

一文荣获“华东杯金奖”，《服装设计基

础与创意（第 2 版）》荣获“2014 年度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优秀出版物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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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史林教授生前所编著《服装设计基础

与创意（第 2 版）》的修订版。在史林教授的序

言中，她强调了书中的设计创意部分的要点和设

计师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由此，在强化了这部

分内容之后，这本《服装创意设计教程》与大家

见面了。

细读了 8 年前《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第 2

版）》的内容，我深感史林教授对服装设计这一

专业的梳理如此系统，条理如此清晰，不仅涉及

服装设计领域各个层面的专业知识，更将每一个

基础层面有机结合，以此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生

动的、不断演进的服装设计专业的形象，体现了

史林教授的高度专业性和作为一名资深学者的严

谨治学态度。

书中尤其强调了作为一名合格的服装设计师

所应该具备的品德，这也是史林教授自身形象的

映照。作为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服装设计师的教授，

57 年前的秋天，她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毕业，作为北京市

优秀毕业生自我要求分配到苏州丝绸工学院（现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从此在苏州这个安静的江

南城市开启了人生最丰富的历程，培养了一代又

一代的学生，将此生奉献给了她钟爱的教育事业。

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中，她见证并创造了各种进

步，这一切都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发展相印证。

1981 年，史林教授用她上学时老师传授过

的服装设计知识，在讲授染织美术的同时也开启

了服装设计的教学，最终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

州大学美术系成立了服装设计专业。苏州大学也

成为中国第一批培养服装设计专业人才的“黄埔

军校”。当年的很多学生，现今早已成长为业界

有影响力的杰出人才。在此后的服装设计教学中，

史林教授和老师们摸索着前行，推出完善的教学

大纲，这纷纷成为其他学校效仿的榜样。例如，

“服装结构设计”课程名称就是史林教授首次提

出并在教学中得以实践的。

1988 年，史林教授赴日本君岛株式会社研

修高级时装，成为中国第一批在海外受到系统训

练的服装设计教育工作者。学习归国后，史林教

授在苏州大学成为负责服装设计教学的带头人，

她将所学服装设计理念融入教学中。随着改革开

放的浪潮，她见证了中国服装设计教育和行业实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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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成长。史林教授的每一位学生，不仅接受到

了她的专业教育，更因她纯粹的为人和对专业不

懈追求的热忱而感受到前行中的温暖力量。我知

道，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所应该具备的格

局和品德。

行文至此，不禁潸然。史林教授是我此生最

亲的人，是我的母亲。这本书将我和她联结在一起。

通过修订，书中增加了更具时代感的图例，完善

了我从事的色彩专业领域的知识和色彩在服装设

计中的和谐搭配应用、色调应用等知识，以及可

持续发展的概念下服装设计的现状和未来等内容。

期待不断延伸史林教授专业经验的时间轴，以此

惠及新一代的服装设计师和服装设计爱好者们。

感谢好友张延推荐的服装设计师王玉涛、王

子二位无私提供的作品以及服装设计师房莹、罗

峥、赵丽妍、芬兰品牌 Ivana Helsinki 提供的设

计稿分享，也谢谢我的同事邱丽欣帮忙整理图片。

感谢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胡姣为此书付出的辛勤

努力。母亲能陪伴每一位翻开此书的人，这就是

她生命的价值。

2022 年 3 月 19 日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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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基础一类的书已经不少，本书尽量

少做重复，并力图写出一些新意。“服装设计师”

这个称号曾经感动过许多年轻人，他们被T型台

上的鲜花、掌声、镁光灯等所迷惑，觉得做个服

装设计师是多么荣耀的事。但是，现实当中他们

却并不是那么如意，于是就想改行、跳槽。这种

结果的形成很有可能是他们对服装设计师应有的

素质不了解所造成的。为此，本书对这一问题做

了详细的阐述，重点在于告诉年轻人，服装设计

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学习很多的知识，而且

还要有与人合作的精神，所以说要想成为一名服

装设计师先要学会做人，谦虚、谨慎、好学是设

计师应有的品德。

在高校中教了近二十年的服装设计，我感到

最难解决的还是如何培养学生思维创新的问题，

哪怕是在参考国外设计师作品的基础上，如何让

他们赋予自己作品的创造性的问题。因此，本书

在创造性思维这一章中讲述的内容比较多，而且

在最后一章中以国内设计师的代表作品为例，详

细地讲述了从灵感到设计以及最后怎样完成作品

的全过程，想以此启发初学者的创造性思维。倘

若这本书能在这方面对读者有所帮助，就是对作

者的极大安慰。

本书第十章的文字执笔者为钱孟尧老师，其

图片采用了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和宁波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的作业，在此一一向他们致谢。同时

还要感谢苏州大学许星和李琼舟老师共同为本书

收集图片资料。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继续得到服装

界以及设计界专家、学者的指点。

2014年6月写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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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装设计的由来

在人类的农耕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交

通、通讯不发达，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一种服装

款式几乎延续上百年的时间也不会改变。那时有

钱人家是雇裁缝到家里量体裁衣，而一般人家的

衣服都是自家缝制，缝衣服的手艺也是主妇们代

代相传的。

19 世纪中期的欧洲，一位年轻的英国裁缝

到法国巴黎开了一家裁缝店，专为中产阶级及达

官贵人裁制衣服，同时他还事先设计好许多样

衣，让前来做衣服的顾客从中选购，这位裁缝就

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时装之父”的查尔斯·弗雷

德里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1826—

1895）。沃斯是世界上最早把裁缝工作从宫廷、

豪宅搬到社会，并自行设计和营销的裁缝，也是

第一位能将设计、裁剪、缝制集于一身，多才多

艺的设计师。从沃斯开始，服装进入了由设计师

主宰流行的新时代。（图1-1）

二、影响服装设计的发展背景

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波及了整个欧洲和

美洲，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它结

束了漫长的农耕手工业时代，使人类社会跨入机

械工业生产阶段，并且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

文化、艺术的腾飞。正是在这场产业革命之后才

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设计（Design）。

19 世纪的“沃斯”时代，欧洲产业革命已

接近尾声，法国已拥有 75万台动力织机，飞速

发展的纺织业以机械化大生产的方式，快速生产

着品质优良的布匹。1846 年，自美国人埃利亚

斯·豪（Elias Howe，1819—1867）发明了两根

线运作的缝纫机后，纺织与服装工业就不断涌现

出新的技术革命，这促使沃斯的服装事业产生了

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和商品化现象，人们不远万里

地来到巴黎整箱整箱地购买他的服装。沃斯的高

级时装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虽然他

第一节 服装设计的由来和发展背景

图1-1 沃斯设计的晚礼服

人们今天所说的设计，其实仅发生在 18世

纪中期欧洲的产业革命之后，至今只有二百多年

的历史。在这之前，所有的手工艺制品是没有单

独的“设计”意识的。服装设计也是一样，过去

缝制衣服的“裁缝”，其实是集设计、裁剪、缝

制于一身的手工业者，而真正意义上的服装设

计，直至19世纪中期才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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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装设计师与流行

的设计并没有脱离古典主义的轨道，但是我们不

难看出，服装设计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推进、社

会经济的变革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0世纪初，一支俄罗斯芭蕾舞团为巴黎带去

了阿拉伯风格的舞蹈《泪泉》，异国情调、宽松

舒适的舞蹈服饰风格吸引并震撼了当时的法国服

装设计师，他们毅然抛弃了延续使用三百多年的

紧身胸衣，吸收东方民族的服饰特色，破天荒地

开创了东西方服饰艺术相结合的设计新思路。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掀起了政治风云

变幻，欧洲女权运动的兴起、女子教育的普及，使

妇女摆脱了做男人花瓶的羁绊，史无前例地离开家

门走向社会。这一切社会变革，都在客观上加速了

女装的现代化设计进程。设计师一反传统美学的既

定价值，结束了有上千年女装历史的拖地长裙，而

代之以简洁、朴实、舒适的服装造型。由此看来，

服装设计的发展与战争、社会政治变革、艺术交

流、文艺思潮等社会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图1-2 保罗·波烈设计的服装

从“沃斯”时代算起，服装设计已有一个半

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涌现出了无数优秀设计

师，而且几经怀旧轮回，服装款式的变化也无比

丰富，一次次地造就和翻新了国际流行时尚。关

于服装的发展史在此我们不一一赘述，但设计师

与流行阶段的关系，却很微妙地经历了以下几个

阶段。

一、个体设计师主宰流行阶段——19

世纪中期至20世纪50年代

自从沃斯开创了服装设计事业，设计师队

伍也开始壮大起来。随着服装业的扩展，法国又

出现了许多设计新人，如活跃于 20世纪初的保

罗· 波烈（Paul Poiret，1879—1944，法国）、玛德

琳·维奥内特（Madeleine Vionnet，1876—1975，

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曾两度风靡世

界的加布里埃·夏奈尔（Gabrielle Chanel，1883—

1971，法国），称雄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克里斯

汀·迪奥（Christian Dior，1905—1957，法国）、克

里斯托伯·巴伦夏加（Cristobal Balenciaga，1895—

1972，西班牙）、皮埃尔·巴尔曼（Pierre Balmain，

1914—1982，法国）等。尽管他们只是设计师群体

的代表人物，然而与现在短期内形成的庞大设计

师队伍相比，当时的设计师仍然是凤毛麟角的。他

们的工作主要是为社会上层名流、达官贵人以及演

艺界成年女性设计高级时装。人们追逐设计师的

时装发布信

息，就像追逐

流星，生怕自

己会落伍而被

人耻笑。这是

设计师在创造

流行、主宰流

行的特殊世

纪，连国家的

权威报纸都把

最新的时装信

息放到头版头

条，由此可见

此时服装设计

师地位的重要

性。（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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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巴伦夏加设计的服装

图1-4 玛丽·奎恩特设计的迷你裙

二、设计师群体主宰流行阶段——20

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了反传统的年轻风暴。

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时装界一贯的做法不

满，他们要为自己设计服装来对抗传统的服装

美学。他们对整个社会体制也不满，对摇滚乐

歌星的崇拜取代了电影明星，留长发、穿牛仔

的嬉皮士、避世派风靡欧美，朋克族成了青年

的模仿对象。这一阶段登台的设计师是一大批

年轻人，他们中的代表有：迷你裙设计者玛

丽·奎恩特（Mary Quant，1934— ，英国）、

安德烈·辜耶基（Andre Courreges，法国）、宇

宙服创始人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1922—

2020，意大利）、波普风格创始人伊夫·圣·洛

朗（Yves Saint Laurent，1936—2008，阿尔

及利亚）、朋克装创始人维维安·韦斯特伍德

（Vivienne Westwood，1941— ，英国）、男性化

宽肩女装创始人乔治·阿玛尼（GiorgioArmani，

1935— ，意大利）、女性化收腰皮装创始人阿

瑟丁·阿拉亚（Azzedine Alaia，1940— ，突

尼斯）等。而且 70年代兴起的高级成衣业，也

催生了一大批新的设计师，如卡尔·拉格菲尔

德（Karl Lagerfeld，1939— ，德国）是欧洲设

计师代表之一，超大风格创始人三宅一生（Issey 

Miyake，1938— ，日本）、乞丐装创始人川久

保玲（Kawakubo Rei，1942— ，日本）等是东

方设计师的代表。受到年轻风暴冲击的高级时装

设计师们，此时也加入设计高级成衣行列。这是

设计师群体主宰流行的时代，他们创造的迷你

裙、热裤、喇叭裤及各种类型的装扮等，一次次

引领着风靡世界的服装潮流。（图1-4至图1-9）

三、大众与设计师共同创造流行阶

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其实早在 20世纪 70年代，英国朋克族的黑

皮夹克配牛仔裤、法国摇滚族、美国嬉皮士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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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三宅一生设计的“超大型”服装

图1-5 阿瑟丁·阿拉亚设计的宽肩皮套装 图1-6 皮尔·卡丹设计的宇宙服

图1-8 乔治·阿玛尼设计的男性化女装 图1-9 维维安·韦斯特伍德设计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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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配牛仔裤等装扮，都是年轻人自己创造的，可

见从那时开始就已经显露出设计师与消费者共同

主宰流行的端倪。

自 20世纪 80年代起，服装款式设计基本是

在怀旧与回归之中徘徊，创造新颖时装的着眼点

已经逐步移向了其载体——面料。人们生活方式

的改变促使休闲风劲吹，消费者追求的是个性化

穿着，并不盲从于任何人。这是一个服装款式混

杂的时代，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服装无处不

在，没有哪个设计师能够左右世界的潮流。

各国设计师阵营不断壮大，世界已形成了

五大时装中心——巴黎、伦敦、纽约、米兰和东

京。20世纪 90年代，老一辈设计师相继退居二

线，百年老品牌逐渐由年轻的设计师掌门，他们

图1-10 约翰·加里亚诺设计的服装 图1-11 亚历山大·麦克奎恩设计的服装

的灵感来自世界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服装，甚

至街头时装、妖艳的妓女装、流浪汉的破衣、烂

衫等都是他们设计灵感的源泉。可以说，这个时

代设计师和大众共同创造着流行。

这一阶段的设计师代表是：迪奥公司的第

五任设计主帅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liano，

1961—  ，英国）、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克奎

恩（Alexander Mcqueen，1969— ，英国）、设

计师让·保罗·戈蒂埃（Jean Paul Gaultier，

1952—  ，法国）、伊夫·圣·洛朗公司的新

艺术总监汤姆·福特（Tom Ford，美国）、路

易·威登公司的首席设计师马克·加克伯斯

（Marc Jacobs，1964— ，美国）等。（图 1-10

至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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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让·保罗·戈蒂埃设计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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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汤姆·福特为YSL设计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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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与人类衣、食、住、行

相关的用品，小到针头线脑、发夹耳钉，大到轮

船飞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可以说样样都是

经过精心设计制作而成的，它们都属于设计范

畴。如此庞大的领域应当如何给它们分类呢？我

们的服装设计又应当属于什么类别呢？关于这个

问题，各国专家学者都曾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其

中日本学者川添登在其 1992年出版的《何为设

计》一书中，将构成人类世界的三大要素——

人、社会、自然作为划分设计类型的坐标点，由

它们的对应关系形成相应的三大基本设计类型，

应当是比较科学的。（图2-1）

一、人与自然之间

人类相对于大自然就像蚂蚁一般是十分渺小

的，洪水泛滥、火山爆发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

灾。远古时代的人类生活在这个大自然中，首先必

须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一方面要学会适应，会寻

找自然界能够维持生命的物品，如食品和水；另一

方面还要用各种方法应对一切危及自己生命的自然

现象和野兽，其中必要的就是制造工具，这是人类

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设计活动就是伴随着制造

工具的人的产生而产生的。例如：距今约二万年前

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山顶洞人就有使用石

器、骨角器具的遗迹，并有石锥和雕刻器等工具，

英文Design的意思即设想、运筹、计划、预

算等，是人类为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创

造性活动。对于现代设计这一概念，1964年“国

际设计讲习班”为其下了一个权威性的定义：设

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目的是确定工业产品

的形式、性质。这些形式既包括产品的外部特

征，也包括产品作为一个消费品的结构与功能的

关系。

第一节 设计的类型与范畴

交流信息（运用文字、
语言、图形、广告、包
装、展示、人造卫星、
宇宙飞船等）

各种人造物、手工艺、工业设计
（家具、服装、日用品、家用电
器、交通工具、文教用品、医疗
用品、农业用品、军事用品等）

环境装备（环境设计）综合文化创造人类
生存空间（城市规划、建筑、室内外设计、
公共环境艺术品设计等）

精神装备
传达设计
精神文化

工具装备
产品设计
物质文化

社会 自然

图2-1 设计的类别与范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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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兽骨磨制成针缝合兽皮裹身御寒，这时已略

有设计活动的雏形，这是人类设计活动的起源。新

石器时代（距今约9000—8000年）由于农业的诞

生，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不必再到处游牧，食物

也不匮乏，多数人可从事分工创造，各种器物随之

产生，使得人类的造型或设计活动进入正式而稳定

的阶段。我国半坡遗址的仰韶文化，就发现陶制的

盆、罐、瓶、壶、钵等物品。人类真正设计活动的

开始就在新石器时代。

在发现了金属之后，人类又用其制造了各种

青铜器、矛头盾牌等。后来，人类不断创造、发

明、革新，并使自己进入了工业社会，于是无数

工业产品便成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有

力工具。面对山洪人们筑坝、修水库，还可利

用水力、风力发电，在土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

菜，地下可以开采矿物、石油，天上可以利用太

阳能，海底还可搜集无数宝藏。由此可见，人类

和大自然的关系是一方面要融入其中，找寻和制

造丰富的物质，用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同时

又要制造各种工具产品，用以应对、利用和改造

大自然。这一切我们都可归于产品设计、工具装

备，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

二、人与社会之间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第一次变革是集体群居而

形成了原始社会，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精神

交流，于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创造了图形、文

字、语言……在现代社会，远距离的交流需要通

讯传达，而远古时期的远距离交流则需要步行或

者骑马送信，马拉松赛跑就是这样诞生的：公元

前490年波斯和希腊交战，希腊人派了快跑能手

斐力庇第斯把胜利的消息传回首都雅典，他从战

场马拉松一直跑到雅典时已经精疲力尽，传达了

胜利消息后便死去了。为了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

和表彰英雄斐力庇第斯的功绩，1896 年在雅典

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设立了一个新的竞赛项

目——马拉松。

人类的精神交流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思

想、政治、道德、法律、宗教等，这些都属于社

会关系。人的发展需要社会。人一旦离开社会就

不再是人了，例如狼孩儿：村子里丢了一个婴

儿，是被一条母狼叼走的，这条母狼出于母爱不

但没有吃掉孩子，反而用自己的奶水把孩子养大

了。但是，由于孩子离开了人类社会，他不会说

话，只会像狼一样嗥叫，不会走路，只会爬行，

不会吃饭，只吃森林里的野果和昆虫，他只有人

类的身体而没有人类的智慧头脑，没有会制造工

具的双手， 因而我们根本不能称其为人。由此可

见， 人类本身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的成长离不开

社会， 反之社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人类。

人们从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发明了造

纸、活字印刷术，于是出现了纸质的书本。进入

工业社会后，聪明的人类逐步发明了照相机、电

话、电报、广播，直至今天的电视、电脑、手

机、卫星通信等，这一切设计应当属于传达设

计、精神装备范畴。

三、社会与自然之间

原始社会时，群居在洞穴里的人类组成了社

会。后来在农业社会有了家庭便有了单独的房子

即农舍，进入工业社会后人们逐步需要在大自然

里创造优美的生存空间和良好的自然环境，于是

庄园、别墅、花园纷纷产生了。城市需要进行规

划设计，城市雕塑、街心花园的设计，花草的摆

放，这一切仍然要与大自然产生联系，即社会与

自然之间需要有环境设计，包括建筑设计、室内

装饰设计、花园设计、景观设计、轨道交通设计

等，这些综合起来就应当属于环境装备范畴。

以上我们将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人类、大

自然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设计做了

大致的分类，这种分类的方法可以说已经囊括了

一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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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绘画不同， 设计必须制造出实用而且

美观的物品，只能画出设计图而制造不出来是不

行的。什么是服装设计呢？当我们有了某种服装

的需求，进入海阔天空的构想，画出自己设想的

服装款式之后，是否就完成了设计任务？肯定地

说还没有。因为你设计的服装款式究竟能否制作

出来，做出来能否穿着合适，这一切都还是个未

知数，而这一切应当是设计师所回答的。所以，

设计师必须将设计图变成实物，经过模特试穿，

不合适还得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首先需要根据设计意

图选择面料、辅料，此时很可能找不到所需的面

料色彩或面料质地，那么只能在尽可能符合设计

要求的基础上更换面料，面料的更换意味着设计

图必须做相应的改变；在进入制衣阶段后，有些

环节很可能又需要设计师给予小变动的配合，这

样，设计图又要有所变动。如此说来，服装设计

就不仅仅是画出设计图就完成任务了，还应包括

许多其他相关的工作，也就是说，服装设计的内

涵与外延应当既包括服装款式设计，还包含着结

构设计、裁剪和缝制工艺设计这三大部分。

现在我们回答服装设计的概念：将服装款式

的设想变成服装成品的整个思维过程就是服装设

计的全部内容。即从开始构思、画设计图到选择

面料、裁剪、样衣试制，直到制作出美观、实用

的服装成品为止，这一过程的全部思维活动称为

服装设计。

那么，服装设计是艺术还是科学？是物质文化

还是精神文化？它在设计领域处于什么位置呢？

第二节 服装设计的概念

第三节 服装设计的属性

在“人类、社会、自然”的三角关系中，服

装似乎应当属于工具装备范畴，因为它是物质文

化产品，人们首先是为了遮羞、御寒而发明了衣

服。但是当我们能从服装的款式和色彩认出这是

哪个行业的工作人员时，这种服装也就是制服，

它传达了某种信息。例如：看到穿着白色长衫的

人我们知道他是医生或者护士，穿着深绿色制服

的人我们知道他是邮电局的工作人员等。从这一

点来说，服装也是精神产品，它能传达某种信

息，能愉悦身心、传达情感，更和精神文化脱离

不了关系。（图2-2至图2-4）同时，服装在美化

生活、装点环境方面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一

座现代化的城市是离不开人们的时尚穿着的，设

想在今天的北、上、广，人们都还穿着蓝、黑、

灰老三色的中山装和对襟衫，那多么不可思议、

不谐调；而在海南热带、亚热带的三亚旅游度

假，面对蔚蓝色大海自然要穿着鲜艳、亮丽的薄

纱裙装，如此才能与周边环境相互协调。从这个

意义上说，服装也可以属于环境装备范畴。

服装是物质文化的产物，是商品，服装经过

设计、裁剪、缝制出来后，必须卖给消费者才算

完成了它的使命。为此，服装设计师必须了解市

场、了解消费对象的需求，懂得服装的第一特性

是实用性，而实用的意义就在于设计出来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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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易穿易脱、便于行动、适合于某种场合并能

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服装又是精神文化的产物，是实用艺术品。

它是随着世界时尚的步伐和艺术潮流经常变化

的，这样，设计师还需不断收集世界流行趋势的

情报和信息，不断搜集和丰富创作素材，如此才

能创造出愉悦人类精神的好作品。

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服装设计是介于工具

装备、精神装备与环境装备之间的边缘学科，它

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有艺术的元素也

有科学的成分。服装设计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之间的一座桥梁，通过设计师的观念和生产者的

双手，精神中的美才能物化到现实的产品之中。

图2-2 服装既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又是精神文化的产物之一

图2-3 服装既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又是精神文化的产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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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服装既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又是精神文化的产物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