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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上关于服装结构的构成方法有两种：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
在企业的实际操作中常是两种方法的综合使用。
目前常规的认识认为：平面构成方法（俗称平面裁剪）适用于通过操作者的逻辑推断或经验的借鉴、
运用一定的制图公式或尺寸，能将服装造型（3D）转变为平面的服装结构图形（ZD）的服装类型，
一般来说这种服装类型应是有规则的，能用数学语言加以概括描述的；立体构成方法（俗称立体裁剪
）适用于服装造型变化复杂（常为皱褶、垂荡、波浪、折叠等变化造型），或是材料悬垂性、飘逸性
良好而导致平面操作难度高的服装类型。
由于这种认识的存在，加上两种构成方式的教学成本的差异，所以目前我国的服装构成教育模式基本
上以平面构成为主，立体构成为辅，即在立体构成基础课中讲述服装原型及基本衣身平衡的构成原理
，在立体构成应用课中讲述复杂造型的女装构成方法，这无疑是目前最可行也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模
式。
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提高立体构成课程的比重无疑是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样的观点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目前发达国家如英、法、日、美等国的服装名校的教学都是以
立体构成为主，平面构成为辅，这种共性自有其深层的理性的考量；二是从实践来看，立体构成不光
是一种构成服装布样的技术方法，而且是一种在人体模型上直接设计服装造型的艺术构思手法，这种
直观的、能将人体、素材、造型三者密切结合成一体的艺术构思手法是其他任何设计手法所不能比拟
的。
这种构成方法对设计者在灵感萌生，想象能力方面的启迪，对艺术类的学生来说尤其重要。
因此，我国的服装结构构成教育的模式应该逐步与国际接轨，至少应该尽快将艺术类院、系的课程教
学过渡到以立体构成为主，平面构成为辅的模式，逐步地提高工科类院、系课程的教学中立体构成的
比例。
这对于实现我国高校服装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服装立体裁剪》是国家教育部“十一五”本科重点规划精品教材，亦是《东华服装精品系列教材》
的组成部分，分《基础篇》和《提高篇》两个部分。
《基础篇》分析了服装立体构成的历史，所需的用具及前期准备工作，示范了各类基本造型的操作方
法，重点解析了操作要领；《提高篇》分析了服装立体构成的技术原理、艺术方法，示范了各类变化
造型的操作方法，重点解析了操作要领。
《基础篇》由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刘咏梅副教授撰写（其中第一章 由王云仪、子小利协助编写），《提
高篇》由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张文斌教授撰写。
本书汇集了作者二十多年的教学心得、研究成果，凝聚了作者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成果。
《服装立体裁剪》具有知识系统化、原理突出化的特点。
既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亦有很高的理论性；既填补丁国家级教材中此类教材的空白，较之国外同类教
材又显示出更强更系统的理论性。
希望此书能在百花齐放的高校服装专业教材的苑园中绽放，同时得到广大服装设计，技术人员的喜爱
。
在此谨向所有为此书的撰写、出版付出关爱和劳动的前辈、同辈及后辈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张文斌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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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立体裁剪》是国家教育部“十一五”本科重点规划精品教材，亦是《东华服装精品系列教
材》的组成部分，分《基础篇》和《提高篇》两个部分。
《基础篇》分析了服装立体构成的历史，所需的用具及前期准备工作，示范了各类基本造型的操作方
法，重点解析了操作要领；《提高篇》分析了服装立体构成的技术原理、艺术方法，示范了各类变化
造型的操作方法，重点解析了操作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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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般来说，服装造型设计由款式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作为中间环节
的服装结构设计，承担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方面，结构设计是款式设计实现的必经之路，通过对服装的外轮廓、内造型进行解析，将其从三维
造型转换为二维样片，实现服装造型的塑造；另一方面，结构设计又与工艺设计相接，为服装的裁剪
、缝制提供样板，确保成衣的准确加工。
服装结构设计的技术手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立体裁剪技术；另一类为平面裁剪技术，这两类技
术手法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交替或组合使用，共同实现款式设计的造型塑造。
立体裁剪是选用与面科特性相接近的试样布枓，直接覆盖于人体模型或人体，进行服装样片解析，塑
造服装造型，获取服装样片以及拓印获得纸样的服装结构设计方法。
立体裁剪技术随着服装造型的发展而发展，在现代服装的造型设计中得到越来越广泛而且深入的运用
。
东方服饰文化受到人与空间协调统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传统服装基本上是以平面结构的衣片形状为主
，在平面结构中设置足够的松量适合人体的立体形态及其运动的需要。
因而，传统东方服装虽然在局部造型也有使用立体造型的技术，但在整体服装造型方法上更多侧重于
平面的构成技巧和裁剪方法。
如：中国的汉服、日本的和服以及印度的沙丽等。
而在西方服装的发展中，服装被看作是人对空间的占据，强调人体曲面形态的塑造和审美追求，强调
服装的三维立体造型。
立体裁剪技法在服装的造型构思设计和造型塑造实现中得到产生、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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