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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的思考方式是以“追求立体平衡(比例)之美”的西欧审美思想为基础，在米勒的审美思考
模式中发展形成的。
换句话说，就是以数值的形式来认识立体的人体构成。
在身高和胸围，以及与其他部位的相互平衡(比例)关系中存在着美感，基于这种认识就产生了8头身是
最理想的比例这一共同的审美标准。

　　具体来说，就是针对某一特定的身高，胸围是多少才会最美?或者进一步推论，相对于一定身高的
头部大小，四肢的长短、粗细以及与身高的比例等相关问题。
通常，胸围略大于1／2身高，而其他的部位也同样与身高、胸围的尺寸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
通过实际测量获得大量的数据，以此分析人体中存在的比例关系，并抽取其中最美的比例，并进一步
用数值来解析特殊体型的比例关系，这就是比例计测的思考方法。
米勒的思考方法是试图使用该比例计测的数值，将立体的体型表现在平面的样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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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小野喜代司，1927年生于东京，1950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现任三紫株式会社代表取
缔役社长。
日本著名服装制板师。
其创建的女装制板体系建立在大量实测数据和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将复杂的人体结构和比例关系以科
学、合理、简明的图形方式及计算公式表达出来。
着力解决了“如何在平面样板上表现立体体型”的关键问题，对日本的成衣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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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80年以后，女式成衣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从制板的角度而言，由于使用了立体裁剪这种更能表达感觉的技术手段，并运用了人体美学的研究成
果，使得成衣的品质有了本质的变化。
但是，在制板的实际工作中，许多技术工作者都会为各种实际的问题而烦恼，例如“西服的腋下为何
会出现褶皱”等。
这种现象说明现今的教育理论和技术手法是无法完全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给出合理答案
的。
产生这些烦恼的原因是知识点的理解不够彻底。
为了把立体的人体在平面上以样板的方式加以表现，就必须对立体与平面的关系有一个深入而明确的
了解。
以上面的问题为例，腋下出现褶皱是因为样板的前、侧、后各个面都与人体的立体曲面不相符。
如果不是简单地归咎于缝制的问题，而是从理论上思考“各衣片与人体曲面相对应的关系”、“直纱
方向如何处置，纱向线要通过人体曲面的什么部位才能更好地与人体曲面相符合”等一些问题的话，
答案就自然明了了。
我觉得，迄今为止还没有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系统的思考方法，这方面的教育也是十分欠缺的。
1972 年，为了讲解此类问题，我出版了《女装成衣制板理论与操作》一书。
可是今天回头来看，此书在有关制板的具体方法和针对实务的适用性方面，都还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
地方。
通过研讨，以及为解决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学习，我进一步积累了许多
经验也总结了一些技巧，将这些经验汇总成册，便形成了本书。
这本书的思考方式是以“追求立体平衡（比例）之美”的西欧审美思想为基础，在米勒的审美思考模
式中发展形成的。
换句话说，就是以数值的形式来认识立体的人体构成。
在身高和胸围，以及与其他部位的相互平衡（比例）关系中存在着美感，基于这种认识就产生了8头
身是最理想的比例这一共同的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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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女式成衣制板原理》编辑推荐：国内首次中文引进！
日本五大服装原型之一，制板大师小野喜代司倾囊相授，最严谨、最适合高端成衣生产的板型系统。
体格，体型，TORSO原型，款式原型，设计样板，推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女式成衣制板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