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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作为人类文明特有的文化象征，伴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延续和发展。
服装文化是一定的社会形态中，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的反映。
同时，服装文化的发展，对每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的服装事业蓬勃地呈现新的面貌。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服装设计水平，普及服装设计的基本知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设计系
组织教师们编写了这套服装设计教材，其中包括：《服装人体素描》、《服饰色彩学》、《时装画技
法》、《服饰图案》、《服装制图规范》、《服装结构原理》、《立体剪裁》、《服装款式构成》、
《服装设计学》、《服装学概论》、《中国历代服饰史》、《西洋服装史》、《中国少数民族服饰赏
析》、《服装材料学》等十四种。
这套教材撰写完成，既有老一辈服装设计家和教育家长期探索研究的经验总结，也有中青年业务骨干
在教学和设计实践中的专业建树。
他们既注重借鉴外国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也注重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这套服装设计教材，目前在我国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中，是比较注重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教材，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着我国当代服装设计教育的水准。
这套教材不仅适合我国高等院校服装设计专业作为教材使甩也可以作为有关专业的中等技术学校或职
业高中的教学参考书，还是广大在职服装设计人员和爱好者的专业读物。
希望这套教材的出版，能够丰富服装设计专业教学内容，并能够在我国服装设计专业教材建设中起到
推动作用。
在这套教材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单位和许多专家的大力支
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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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设计专业系列教材：服装学概论》是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共同组织
编写的服装设计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服装设计专业系列教材：服装学概论》从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体工程学、设计学等
综合的角度，对服装学这一边缘性学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性探讨。
全书共七章，涉及到服装的基本概念、基本性质、服装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服装的起源与目的
；服装的分类；服装的机能；服装变迁的规律；服装设计的条件和过程、服装设计的美学原理、设计
的方法；流行的本质、流行与时代的关系等理论问题。
资料丰富、图文并茂，视野开阔，深入浅出是《服装设计专业系列教材：服装学概论》的特点。
《服装设计专业系列教材：服装学概论》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服装专业的基础理论教材，也可作中等职
业学校服装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同时，对于服装行业的专业人员和广大的业余爱好者，也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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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当岐，1955年生于河南省灵宝市，1982年1月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并留校任教。
1986年受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派遣赴日本留学。
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服装设计师
协会副主席；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北京市服装协会理事。
1985年曾获首届“花朵杯”全国童装设计大赛特等奖、获第二届文化时装设计大赛优秀奖：1989年被
北京市经委、科委、商委和北京市服装协会授予“首都优秀服装设计师”称号；1992年被评为“北京
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1994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
现主要讲授“服装学概论”、“西洋服装史”、“服装人体工程学”、“服装设计”等课程。
主要著作有《服装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教材中青年奖）、《西洋服装
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获首届服装图书审评二等奖）、《17～20世纪欧洲时装版画》（黑龙江
美术出板社出版）、《从灵感到贸易——时装设计与品牌运作》、《世界民俗农装——探索人类着装
方法的智慧》（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中外服装史》、《西服文化》（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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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什么足服装一、基本概念1.衣裳2.衣服3.服饰4.被服5.成衣6.服装7.时装8.高级时装9.高级成
衣10.制服11.裁剪法12.平面裁剪与立体裁剪13.原型裁剪14.服装表演二、基本性质(一)衣是人的第二皮
肤(二)服装的物质性与精神性1.服装的物质性2.服装的精神性三、服装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一)服
装学与服装教育1.服装学的建立2.我国的服装教育(二)服装学的研究对象(三)服装学的研究方法(四)服
装学的研究领域第二章 服装的起源与目的人类为什么要穿衣？
一、裸态时代二、服饰的始创三、服装起源诸学说(一)生体保护说1.气候适应说2.人体保护说(二)人体
装饰说1.护符说2.象征说3.审美说4.性差说(三)羞耻说四、服装的目的(一)生理卫生的目的1.两种方向2.
服装种类及其特色(二)生活行动的目的1.两种方向2.服装种类及其特色(三)装饰审美的目的1.方向2.服装
种类及其特色(四)道德仪礼的目的1.方向2.服装种类及其特色(五)标识类别的目的1.方向2.服装种类及其
特色(六)扮装拟态的目的1.方向2.服装种类及其特色第三章 服装的分类穿了些什么？
一、衣料简述(一)纤维以前(二)天然纤维的利用1.长纤维时代2.纺、绩技术的发明3.短纤维的利用(三)纺
织技术的机械化(四)人造纤维的发明二、衣料的种类及性能(一)原料类别(二)服用类别1.农物上的区
分2.性能上的区分3.着装上的区分4.功能上的区分(三)织造类别I.从原料上分2.从形态上分3.从织纹组织
上分4.从设计类别上分5.从染法上分6.从用途上分(四)纤维的种类(五)衣料的性能三、衣物的分类(一)从
机能上分1.衣服2.附属品3.装饰品4.携带品(二)从人体上分1.年龄别2.性别3.着装别4.部位别(三)从气候上
分1.季节别2.地域别3.气象别(四)从社会性上分1.职能别2.制度别3.扮饰别(五)从民族性上分(六)从历史
性上分(七)从制作方式上分(八)从材料上分四、衣物形态上的分类(一)从成形程度上分1.非成形类2.半
成形类3.成形类(二)从成形状态上分1.形态依存型2.形态固定型五、服装形态的分类(一)从着装方式上
分1.佩戴型2.系扎型3.挂覆型4.缠裹型5.垂曳型6.贯头型7.包裹型8.体型型(二)从着装状态上分1.轻装型、
重装型2.膨大型、缩小型3.上重下轻型、上轻下重型4.后出型、裾引型、夸肩型、夸臀型5.硬衣型、软
衣型6.重叠型、单衣型(三)从衣与人体的关系上分1.接体型、离体型2.贴身型、宽松型3.紧缚型、开放
型4.前开型、前封型5.覆盖型、裸出型6.分离型、一体型(四)从服装外形上分(五)小川安朗的五种基本
服装类型1.腰布型2.挂布型3.贯头型4.前开型5.体形型(六)现代服装的用途分类第四章 人体若装与服装
的机能如何穿衣？
一、人体与衣(一)人体的基本构造(二)体型的三要素(三)体型的分类(四)人体比例与体型(五)体型上的
人种差(六)体型上的地域差(七)体型上的年龄差(八)体型上的左右差(九)体型上的性差(十)体型观察(十
一)动作引起的体型变化(十二)体型的抽象表达与成衣号型表示(十三)体型的立体表现与服装人台的开
发二、人类的着装行为(一)着装目的与着装心理1.求变心理与求同心理2.追求容仪化的心理与追求安易
化的心理3.自我扩张的心理(二)着装行为1.穿用2.着装状态3.脱农(三)着装方法1.包裹2.装饰3.遮盖(四)人
体的方向性与着装状态1.上方性2.下方性3.前方性4.后曳性5.左右性(五)脱衣行为1.脱农的目的2.脱我方
法3.脱衣类别的划分4.从自然裸态到脱衣裸态三、服装的机能(一)服装机能的分类(二)服装的机能与相
关的学科领域(三)服装的防护机能1.服装的适应气候机能2.服装的护身机能(四)服装的适应机能1.人体
的运动机能与服装的动作适应规律2.服装的环境适应规律3.服装对于住居的适应(五)服装的审美机能1.
形态美2.色彩美3.动态美(六)服装的容仪机能(七)服装的标识机能1.形态标识2.数量标识3.色彩标识4.材
料质感标识5.标识内容(八)扮饰机能(九)耐久机能1.机能耐久2.构造耐久3.材质耐久第五章 服装的变迁
及其规律如何变化？
一、服装变迁的形式二、服装的生态性变迁(一)服装的发生1.服装的自然发生2.服装的人为设定3.服装
的分支派生4.服装的外来移植(二)服装的成长1.形态的成长2.机能的成长(三)服装的盛衰变化1.服装的流
动2.服装的盛衰3.服装的转变4.服装的固定5.服装的分化6.服装的退化、消亡三、服装的历史性变迁(一)
内因与外因(二)气候的制约(三)文明的移行(四)政治变革(五)经济的转变(六)法规的统制(七)宗教的影
响(八)思潮的反映(九)战乱、和平的影响(十)科技的作用(十一)实际生活的需求四、服装的地域性变迁(
一)民族(民俗)服装的发生1.地方性的自然发生2.地方性的分支流人3.地方性的人为设定(二)民族(民俗)
服装的发展和演变1.孤立隔绝环境的影响2.独自习俗的形成和保存3.内部成熟4.民族(民俗)服装的残存5.
民族服装与国际服装的共存五、服装的规律性变迁(一)顺应环境的规律(二)内因优越的规律(三)优势支
配的规律(四)模仿流动的规律(五)渐变惯化的规律(六)逆行变化的规律(七)竞进反转的规律(八)表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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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的规律(九)形式升级的规律(十)格式下降的规律(十一)系列分化的规律(十二)不用退化的规律(卜三)
无缘类同的规律(十四)性别对立的规律(十五)融合消化的规律(十六)停滞残存的规律(十七)孤立烂熟的
规律(十八)不变固定的规律(十九)础型复归的规律(二十)国际同化的规律第六章 服装设计如何进行设
计？
一、设计的概念(一)何谓设计(二)设计的种类(三)设计与诸学科(四)设计的三个阶段二、服装设计与服
装设计师(一)服装设计的概念(二)服装设计的条件1.什么人穿，-，2.什么时候穿3.什么地方穿4.什么场
合穿5.为了什么穿(三)服装设计的过程(四)巴黎高级时装店的组织结构及其设计、经营方式1.高级时装
店的组织结构2.高级时装店的经营方式(五)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服装设计师1.设计师的知识结构2.
没计师的人格魅力三、设计美的形式原理(一)形态的分类(二)点1.点的意义2.点的构成(三)线1.线的意
义2.直线3.直线的构成4.曲线5.曲线的构成(四)面1.面的意义2.正方形3.正方形的构成4.三角形5.三角形的
构成6.圆7.圆的构成8.曲面(五)立体⋯⋯第七章 流行与时代——服装流行的奥秘附录参考文献及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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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平面裁剪中，还有一种直接裁剪（free-hand cutting）的方法在民间应用甚广，即不用在纸面
上画衣片的展开图，而是根据量取的身体尺寸和造型目的，依靠裁剪者的经验加入适当的放松量，直
接用画粉在衣料上（一般在衣料的背面）画裁剪图，留出缝份直接裁剪。
这种方法多用于简单的量体裁衣和既定样式的复制，一般很少用于设计。
13.原型裁剪原型，顾名思义，原本的、本来的型的意思。
服装上的原型是指裁制衣服时（画裁剪图、打样板时）所依据的基础样型。
原型不是空想的，是以具体的人体尺寸和外形为依据，原封不动地把立体的人体体型再现于平面的纸
面上，是人体体表的平面展开图。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原型不含设计的因素，所有的衣服造型设计都是在这个原型的基础上展开的。
根据自己的设计意图，利用原型来展开，完成所设计衣服的裁剪、制板任务，就是原型裁剪。
原型在表现方式上可区分为忠实地、准确地再现人体体表形状的紧身原型和为了便于向各种衣服品种
展开而加入一定放松量的原型。
前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型，多用于泳装、贴身内衣及紧身的夜礼服等特种衣服的裁剪；后者是裁制外
衣时使用的原型。
一般所说的原型裁剪，多指后者。
此类原型，由于所加的放松量及制图方式、表现方式、运用方法的不同，又分化出许多“××式”的
原型，如尽量详尽地计测人体各部的尺寸，依据这些实际测得的尺寸进行制图的“实测尺寸式”（也
称“短寸式”或“直接尺寸式”，自日本流传于我国的“登丽美式”即属此类）；只计测几个主要尺
寸，以某一关键部位的尺寸为基准（一般女装上衣以胸围、下裙以臀围为基准），按一定的比例公式
计算出其他所需尺寸来完成原型的“比例式”（以胸围为基准的也称作“胸度式”或“胸寸式”，流
行于我国的日本“文化式”原型就是一种“胸度式”）。
这两种方式各有所长，实测式的特点是比较适合个人定做衣服，因为这种方式制出的原型只适合于被
测者本人；比例式的特点是测体部位少，客观上减少了因测体方法不当带来的误差，比较适合初学者
掌握，而且由于不是十分精确，所以易于类型化，对体型的覆盖面较大，即凡具该尺寸者大都适合该
类原型，因此，这种原型较适合批量生产的成衣制板时使用。
实测式在成衣界也在应用，即根据设计定位的标准体型或标准人台来进行实测，制作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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