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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2版序《服装设计师手册》自2008年出版以来，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有些学校还将其作为服装设计
专业学生设计课的教材使用。
在此期间，我也得到了一些信息反馈：一方面反映该书具有内容丰富，实用价值高，可读性、参考性
强的特点；另一方面则反映书中的部分章节内容比较陈旧，希望能有机会修改后再版发行。
承蒙读者们的厚爱和期盼，中国纺织出版社决定对该书组织修改，再版发行，我感到十分欣喜。
这说明我们写作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得到了读者们的认可，得到了出版社的肯定，对我国服装设计领
域的发展起到了一点积极的作用。
欣喜之余，作为该书的主编，我要对参与编写的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等院
校的老师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对为该书作序的潘坤柔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对中国纺织出版社为该书策划、立项、编辑、出版、发行付出辛苦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尤其是对中国纺织出版社原总编辑郑群女士直接的热情鼓励和支持；策划编辑由炳达、余莉花的帮助
表示崇高的敬意！
《服装设计师手册》第2版着重对第四篇和第五篇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文字和插图都做了相应的更换
与调整，体现了新时代时尚发展的特点。
本书是集体劳作的结晶，参与编写的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陈莹教授、赵轶群副教授、孙静讲师、郑
彤讲师、徐蓉蓉副教授、杨旭东讲师，苏州大学的史林教授、薛企荧副教授、钱孟尧副教授、张茵副
教授、吴志琴副教授，江南大学的张露讲师。
另外，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学院的战冰老师参加了此次修订工作。
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篇&middot;陈莹、史林、钱孟尧、张茵、赵轶群、孙静第二篇&middot;张茵第三
篇&middot;陈莹第四篇&middot;吴志琴、杨旭东、张露、战冰第五篇&middot;薛企荧、战冰第六
篇&middot;陈莹第七篇&middot;陈莹当今世界已进入创意经济时代，服装设计呈现出&ldquo;颠覆
性&rdquo;&ldquo;快时尚&rdquo;&ldquo;情感化&rdquo;&ldquo;大众型&rdquo;&ldquo;跨界联姻&rdquo;
等特征，创意成为整个时代的主题。
一方面，专业服装设计师更加成熟，承担着时尚创新、引领时装潮流的重任；另一方面，大批普通消
费者加入到服装设计的行列，成为自身服饰形象设计的主人，近年流行的 &ldquo;时尚街拍&rdquo;
、&ldquo;时尚淘宝&rdquo;热潮就是很好的例证。
很多人都愿意在自己的&ldquo;淘宝&rdquo;行为和装扮组合设计中秀一秀自己的智慧和美丽。
希望这本书的再版发行，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读者，不仅能够a供专业服装设计师以参考；而且也能够
引起更多服装设计爱好者的兴趣，成为一本有价值的好书！
陈莹2012年6月28日于上海第1版序服装是人类从头到脚穿着打扮的总称。
服装作为人们的生活用品，反映人类的物质文明；服装作为人们的美化形式，反映人类的精神文明；
服装作为人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人类的文化现象。
总之，服装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融合体。
服装设计正是以提升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为职责，以推进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发展为目标的创造
力与表现力的体现。
服装设计师正是担当上述重任的专业技术职务的工作者。
中国自1981年评出第一批服装设计师至今有20多年。
10年前，我曾在《中国服装设计的回顾与展望》（见《装饰》1995.2）中提出：服装设计是服装的一
种造物计划（或称构思），是一个思维过程。
这个过程之所以被称为设计，是因为它除了有一整套系统的理论指导外，还需要通过特定的专业符号
把计划（构思）表达出来。
并且，它至少应包括功能设计、色彩设计、外形及款式设计和穿着法设计，同时要确定材料搭配及装
饰手段，然后，再据此确定结构设计和工艺设计作为造物保证。
服装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必然受到广泛的美学批评角度与经济实用角度的评判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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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对美的鉴赏基本上分为&ldquo;公众的认定&rdquo;与&ldquo;自以为是的认定&rdquo;两类，这更
增加了服装设计作品的可争议性、市场风险性和多角度推敲性。
由此，服装设计师不仅必须具备深厚的服饰文化艺术基础与技术认知程度，而且还需具备丰厚的、多
学科的知识储量，对潮流有较高的驾驭能力、引导能力和创新能力。
这正是做一个服装设计师，尤其是做一个优秀服装设计师的基本条件以及难点所在。
事实上，服装设计师在纷繁的实际工作中常常难于把零散的、具有多方面经典性和经验性依据的资料
查找到并集中起来，因此，由陈莹教授主编的这本《服装设计师手册》便起到了及时提供信息的作用
。
我与陈莹相识并合作至今已有18年，她的最大特点是&ldquo;实&rdquo;&mdash;&mdash;说实话，办实
事。
她不仅有丰富的服装设计经验，而且，发表了多篇关于服装设计、民俗、文化等著述并多次获得国际
、国内服装论文奖，无不处处体现着承前、求新、务实的作风。
此次她在教学与实践的百忙之余，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两校服装专业教
师合作完成的这本《服装设计师手册》，系统化、条理化地涵盖了与服装设计师工作相关的中外服装
史、服装设计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时装摄影、时装表演、时尚信息、中外民族民间服饰等洋洋大观
的内容，为服装同行们办了一件好事，填补了一项空白。
相信此书会成为服装设计师的一本得心应手的工具书，成为服装设计、服装工艺乃至服装工程和纺织
专业师生的一本良好的专业参考书，成为服装自学者和设计爱好者的一本深入浅出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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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作为人们的生活用品，反映人类的物质文明；服装作为人们的美化形式，反映人类的精神文明；
服装作为人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人类的文化现象。
总之，服装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融合体。
服装设计正是以提升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为职责，以推进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发展为目标的创造
力与表现力的体现。
服装设计师正是担当上述重任的专业技术职务的工作者。
中国自1981年评出第一批服装设计师至今有20多年。
服装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必然受到广泛的美学批评角度与经济实用角度的评判与监督。
而社会对美的鉴赏基本上分为&ldquo;公众的认定&rdquo;与&ldquo;自以为是的认定&rdquo;两类，这更
增加了服装设计作品的可争议性、市场风险性和多角度推敲性。
由此，服装设计师不仅必须具备深厚的服饰文化艺术基础与技术认知程度，而且还需具备丰厚的、多
学科的知识储量，对潮流有较高的驾驭能力、引导能力和创新能力。
这正是做一个服装设计师，尤其是做一个优秀服装设计师的基本条件以及难点所在。
事实上，服装设计师在纷繁的实际工作中常常难于把零散的、具有多方面经典性和经验性依据的资料
查找到并集中起来，因此，由陈莹教授主编的这本《服装设计师手册》便起到了及时提供信息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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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高
等学校纺织服装教学指导委员会“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中国纺织服装
教育学会理事；　　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服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会员　　
在研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基于对我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宋锦保护、传承的创新应用
研究（主持人）　　上海市教委项目“服装设计创造性人才培养体系的国际化研究”，获中国纺织工
业协会教育成果三等奖（2011年，主持人）；　　上海市教委文科研究基金项目，“对服装设计及工
程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研究”，获上海市第九届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2008-4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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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款式造型设计 服装款式造型设计是指其式样构成形式，它包括款式、面料、
色彩的搭配组合等因素，最终形成服装的整体外观并以服装设计图的形式反映出来。
造型设计是服装生产的首道工序，它的任务是为服装生产提供依据。
 男装款式造型设计的现代形式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在20世纪初形成的。
围绕男士社会集团的社交礼仪规范形成了相应的衣着准则，而在其款式造型设计方面，特别是在男士
正装西服的基本形式上具有标准化、程式化的设计语言。
了解男装这种设计上的程式特点，结合时装潮流进行设计，才能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和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立足于现代新技术、新生活的基础上，合乎男性消费者个性的设计也应运而生，富有创意
、自由奔放、色彩鲜艳的运动装和休闲装式样大受欢迎，但服装的造型设计总体结构仍保持男装所具
有的基本形态，以简练挺拔为主，充分考虑男装特定的社会角色，在视觉及心理上与女装设计形成对
比。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与男装传统造型模式相抗衡而至极端的新生代设计师，如戈蒂埃、谬格勒、阿拉
亚、蒙塔那等，他们以各自独到的设计观念和手法对传统加以重新演绎，风格前卫、造型别致又富幽
默感，使男装设计走上新的里程。
 （2）纸样结构设计 服装款式造型实际是以服装设计效果图的形式直观地传达出设计者的构思信息，
而要使此造型信息与成品之间产生直接的联系，须经过形式的转换，以实现造型设计的意图。
这种变换方式就是由纸样结构设计加以实现的。
 男性体型曲线变化不如女性明显，在结构设计中共变化的幅度相应也少，因而服装造型线与内部分割
线以直线见多，风骨硬朗，它与女装设计所具有的优雅阴柔气质的曲线设计实际存在着不同的设计要
求和设计原理。
 服装的结构设计不同于服装裁剪工艺，它是连接款式造型设计与成衣产品的桥梁，是服装设计中一个
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优秀的结构设计可以完美地体现造型设计的意图，并能弥补和修正造型设计中不尽如人意之处。
所以，在服装设计中，服装纸样结构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要求设计者既具有美学艺术修养，
又具有丰富的制衣经验和必备的服装缝制知识。
 （3）缝制工艺设计 缝制工艺设计是利用图表、符号及文字说明等方法制定有关服装生产工艺操作流
程，用以指导生产，确保产品规格质量的工作。
它可以分为缝制前期准备、工艺操作流程、成品质检标准等内容。
一般而言，男装种类较女装在用料、配衬上更为讲究，在结构及裁剪工艺的精度和深度处理上要高于
女装。
另外，衣片的归拔、定形处理也更为复杂。
因此，男装的缝制工艺设计有着严格要求，须加以切实留意，以免产生失误，影响成品质量。
 款式造型设计、纸样结构设计和缝制工艺设计是构成男装设计的主要内容，设计者只有通过对上述内
容的分析，才能在把握服装设计的共同要求和共同规律的同时，了解男性特定的社会角色及生理与心
理需求，了解蕴涵于其中的男装设计特性，从中体悟出其设计基点，设计出真正具有男性气质的服装
。
 （4）商品价格设计以及生活消费设计 以上所提到的三种设计主要是围绕男装本身从款式设计到成品
实现的内容展开的。
然而，从商品角度来看，了解市场、了解消费者则是现代时装设计的前提。
时装设计首先要设定自身的目标市场，制定相应的目标消费群的价值波动体系。
由于男装市场具有高度的成熟性，传统的无视消费者的原价累加方式已经落伍，而出现了以消费者生
活方式、经济状况及价值观念为背景的市场导向型价格设定方式。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男装设计的本质乃是对现代生活消费方式的设计，其设计、生产、销售
的不仅仅是衣服，更是在向人们推销某种生活方式。
反之，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将对男装设计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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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装的商品价格设计以及生活消费设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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