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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装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它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期社会中，人类对服装的需求更多趋向于实用性和功能性，御寒、遮体、防止外物伤害是服装最初
产生的原因，当时服装的物质性较为明显。
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服装的精神性越来越明显，它已
经不单纯是一种物质现象，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
服装作为一种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创造物，不仅反映出入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十分鲜
明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氛围和人们的精神风貌。
现在，服装已不再单纯作为生活必需品而存在，服装功能的外延已经更多向社会文化和精神领域拓展
。
作为人类生活状态中不可缺少的、反映一个人的理想、追求和情操的一种符号和象征，服装已经成为
一种非语言的信息载体，表明了一个人的身份、个陸、气质和价值取向，其较强的使用价值自不待言
，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乃至艺术价值越来越体现于人类对服装的基本需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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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设计中，&ldquo;前所未有&rdquo;是多样性的，既可以是造型的前所未有，也可以是色彩的前
所未有；既可以是材料的独特新奇，也可以是工艺的创新设计。
从造型的不同要素到材料的千变万化，不管哪个环节选择了哪种结果，只要带有&ldquo;前所未
有&rdquo;的特点，都可以具有某个方面或一定程度的设计意义。
　　2.提出设想和方案.　　想象是设计产生的孵化器，但是，想象是非常模糊的纯粹意念形式。
要把想象变成可行的设计，还要提出具体的设想和方案，即思维的具体化。
这是设计必不可少的环节。
提出设想和方案是一个将思维转变成可感知形态的过程，它把朦胧阶段的想象逐步清晰化，在一个较
小的范围和较短的时间内，选择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为人们所感知。
所谓&ldquo;最恰当方式&rdquo;包括对设计程序、表现范围和表达方式的选择、评估及其优化，最终
体现为对由设计而带来的综合成本与综合效益的考核。
这个过程体现了设计的科学性，是现代设计所要求的内容。
　　设计思维的具体化包括对设计元素、制造材料和加工技术的排列、选用和搭配。
比如，以树叶和小装饰品作为灵感来源设计服装产品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设计结果，在构思时就要考虑
具体造型的应用，到了具体应用时还要考虑用在什么品类的服装中，使用什么样的加工技术或者装饰
手法等等。
如彩图1-1中的手套设计，其灵感来源就是树叶和小饰品，设计思维和应用效果都非常富有创意。
　　3.物化的表现形式　　所谓物化，是指将设计思维转变成可以用感官感知的实物形式。
设计不是纯粹意念形式，不经过物化的设计还是意念中的东西，没有变成现实的存在。
对于实物产品来说，它往往要求把计划和构思首先进行视觉化表达，即将设计构思转变成可以用视觉
感知的形态，然后要求将这一视觉形态转变成用听觉、触觉、嗅觉或味觉可以感知的实物形态。
只有当设计思维以某种形式物化以后，人们对这一思维的认知便有了较为统一和明确的标准。
　　由于设计种类的不同，物化的形式也有所不同。
文字、图形、模型、符号、样品等，都是某种设计的物化形式。
比如，建筑设计最初的物化形式是按比例缩小的建筑模型，最终的物化形式是实体建筑物。
在服装设计中，服装设计效果图或者直接用材料表现设计构思的实物都是服装设计思维的物化形式，
具体包括造型元素的排列、材料的选用、色彩的搭配等所有设计构成要素的表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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