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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造型工艺是实现服装设计的基本途径。
它基于设计师的创意思维，是二维绘画效果到三维成衣的造型媒介。
在整个造型工艺中，设计师从对意、型、色、质的再创造出发，将设计的服装形状、内外部结构、材
料艺术本质，结结合人体着装后的视觉美感进行诠释与升华，从美化、保护、遵循人体生存规律出发
，设计出完美和谐的服装。
　　实现设计是借助服装造型工艺方法与手段来完成的。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服饰的粗狂、强硬、纤细、优美、繁复等风格设计，都出于造型工艺对面料、结
构和缝制的诠释和装饰。
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进步促使高级裁剪技术的出现，20世纪功能主义、极简主义、古典主义，轮回时装
多样化，服装造型工艺在诠释奢华、精细、优雅、简练、朴素、浪漫、个性、品位、非凡的过程中，
把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用服装的造型符号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不同的工艺方法与手段把服装美一次又
一次地推向了人类更高的舞台。
　　社会发展到今天，服装与时尚并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作为服装设计行业中的一员，设计师每天都在思索怎样创新服装设计；如何利用造型工艺方法和手段
创造出新与奇的服装；怎样基于创新的服装设计思维，对人体、材料、结构和缝制工艺方法进行合理
的协调造型和创造设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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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文字说明、图片与案例分析，对实现设计——服装造型工艺操作流程进行了专业的讲解。
通过实例对设计创作中的主体思维转换、面料选择、工艺细节处理、方法实施及拓展逐步进行分析。
本书以专业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为注重实践、充满文化内涵的时装业提供了非常直接的技术参考资
料。
 本书为满足从事或喜爱服装设计工作和学习的人，提供了实现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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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穿衣服是人类生活中发生频率最高的行为之一。
服装从原始纺织技术到褒衣博带的裹绕形态，经过漫长岁月的变革与发展，服装行为已经达到以人为
本、崇尚科学、卫生及舒适便利的境界。
无论是原始状态的植物遮体，还是如今高科技时代的鲨鱼皮游泳衣，设计均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
让服装更好地为人的身体服务。
　　众所周知，人体是服装款式设计的基础，人体结构决定服装造型形态，对服装造型起重要的作用
。
人体结构的主架是服装造型时款式设计的形状、尺度参照，也是服装造型空间设计取证的直接设计因
素。
无论设计男装还是女装，服装造型都是在尊重人体体型、身体部位特点的前提下进行的。
例如，男性胸廓体积大，胸部较厚；女性胸廓体积小，但乳房隆起使胸部较丰满。
从人体宽度看，男体骨骼外形粗壮，肩部宽，且肩头略微前倾，俯看整个肩部呈弓形，脊柱弯曲程度
小，窄臀，呈明显的倒三角形或倒梯形；女体肩部窄，肩前倾度、弓形状及肩部前中央的双曲面状都
要较男体明显，臀部饱满靠下，形成腰臀落差大的独特体型曲线。
从身体长度来看，男性肌肉发达，局部表面有块状肌凸起，腰部以上明显结实：与男性相比，女性肌
肉发达程度一般较弱，但有较厚的脂肪层分布在肌肉上，如胸部、腹部脂肪带等。
宽而厚的骨盆、较长的腰、脊柱，使腰部以下呈现发达状态，也使女性躯干部略显长。
　　对于起伏较大的体型特征，面料自身特性无法适应其凹凸状的落差，则要通过纸样设计中“加量
”、“减量”等变换设计来适宜其体型，从而满足服装与身体体型需求和功能需要，以人体构成的要
素为依据，进行空间形态塑造，随人体的运动呈现服装空间的动态变化。
服装的造型空间特性是特定于人体的，并且与人体运动相适应，无论服装如何变化，它都必须穿着于
人体上，保持其结构与人体形态的相互统一，并适应于人体运动的需要。
因而服装包裹人体时必须确立以人体为轴心，顺应、匹配其轴心的一切，适应人体的一切特性需求。
　　在服装造型设计中，人体与服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颈、肩、胸、背、腰、腹、臂、膝、踝、足等都是其造型变化的重要部位，不管服装款式怎样变化。
工艺怎样繁简，它的目的始终服务于人体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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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现设计：服装造型工艺》是一本以实现服装设计为主题对服装造型工艺、操作进行分析与详
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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