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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装 材 料 与 服 装 设 计
。

欧阳静

( 工业设计系 )

服装材料可以概括地分为两大类
,

即面料与辅料
。

服装设计就是以服装材料为基础
,

以

活动的人体为对象
,

将设计师内心的构思和意念
,

通过美学原则的应用 (比例
、

均衡
、

夸张
、

韵律
、

节奏等 )
,

表达为具体的服装造型与形态
。

因此服装材料与服装设计之间的关系极为密

切
。

如果离开了材料这个物质条件
,

设计无疑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 同样
,

如果离开

了设计这个表现手段
,

材料也就无法得以充实和丰富
。

所以材料与设计是相辅相成
、

互为依

存
、

互为发展
、

互为促进的
。

早在远古时代
,

我们人类的祖先为了适应自然环境
,

求得生存
,

利用当时当地丰富的 自

然资源制成合适的装束
。

如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妇女
,

为适应极地的严寒和长途的跋涉
,

用保温性强的动物毛皮制成宽大的
,

带有长长后摆的挡风衣
。

设计这种款式的作用有两个
:

其一是宽大的空间可将婴孩安全可靠地背在其内
,

其二是长长的后摆可当防寒防潮的坐垫
。

由此可见
,

早在原始时代
,

服装材料与服装设计就是相连的
。

今天
,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

科学技术的进步
,

人类审美观的提高
,

这两者的结合就显得更为紧密和重要了
。

服装材料的历史源远流长
。

人类对天然服装材料的利用要远远早于化学合成服装材料
,

而在天然服装材料中
,

毛皮
、

皮革的利用又早于对棉麻丝毛纺织材料的应用
,

化学合成材料

的应用则是本世纪才出现
。

不同的服装材料经过不同的纺织 印染整理加
_

工处理后
,

具有不同

的性能特点和质地风格
。

如织锦缎光泽明亮柔和
,

色彩艳丽美观
,

质地平滑挺括
,
风格华贵

富丽
。

正是这些不同的颜色光泽
,

图案花纹
,

质地风格
、

性能特点的整体组合
,

就构成了种

类繁多
、

性能各异的服装材料的大千世界
,

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和发挥服装设计开拓 了广阔的

新天地
。

现代服装设计是以满足服装的实用性与美观性要求
,

充分表现着装者个性
,

以达到追求

综合美为目标的
。

而构成服装设计综合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基 础要 素 就是
“
材料美

” ,

其内涵有材料的实用美
、

质地美
、

色彩美
、

图案美
。

在现代服装设计中
,

如何

科学合理地选用服装材料
,

充分展现和发挥服装材料的美感是尤为重要的
,

下面就服装材料

的实用
、

质地
、

色彩
、

图案花纹等方面来认识服装材料与服装设计之 间的联系
。

1 实 用

服装材料的实用性是指它通过裁剪
、

缝纫工艺加工成服装后
,

能够满足 和 符 合 适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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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

保护身体
,

便于活动的服装功能
,

具有护体舒适方便保健的实用功能性
。

实用性包括强

度
、

弹性
、

耐磨
、

耐热
、

耐气候
、

耐霉姓
、

吸湿
、

透气
、

保温等对人体活动的适应性和人体

穿着的舒适性
。

服装材料的这些实用性与它本身的性能特征及纺织染整等加工工艺所引起的

织物性能直接有关
。

比如
,

吸湿性取决于材料本身的内部结构
,

纤维材料内部结构较疏松
,

所含亲水基团较多
,

则吸湿性就较好
,

象天然纤维和人造纤维这类材料
。

而保温性则受织物

的结构影响很大
,

织物内部所含干燥静止的空气愈多
,

保温性就愈大
,

象含气量大的卷曲
、

膨松
、

起毛这类材料
。

在服装设计中
,

应注重材料的这些实用性能
,

充分利用和展示材料适

合用途的实用美和功利美
,

和古代的传统服装相比较现代的服装设计更是注意这一点
。

服装因用途的不伺可分为许多不同的种类
,

不同种类的服装又有着不同的设计因素
,

在

众多的设计因素中
,

护体的舒适性是首先必须考虑的实用因素
。

比如设计内衣时
,

因内衣直

贴皮肤
,

故需具有保护身体所需的舒适保健的实用功能
。

所以一般宜选用具有良好手感和卫

生性能的材料
,

如棉麻丝织物和带有天然纤维混纺的织物或针织物
,

而最普通泛用的是柔软

吸湿性较好的纯棉织物
。

为适合季节气候的变化
,

符合人体生理的需求
,

设计夏服时
,

就一

般宜选用细纱粗织
、

针织
、

凹凸
、

给纱等一类疏松
、

透气
、

吸湿放湿好
、

不粘 体 的 轻薄材

料
,

如双给
、

乔其纱
、

泡泡纱
、

人造棉
、

富春纺
、

纯棉
、

麻类织物等
,

以 达通 风
、

驱热 散

热
、

凉爽舒适的目的
。

而设计冬服外衣时
,

选材则要考虑到保温性
,

一般宜选用透气量小
、

含气量大
、

保温性好的材礼 如不易透气的皮革
、

编织密实的绸缎
、

保温性好的粗纺呢绒
、

起毛
、

羽绒
、

双重织物等
。

衬料
、

里料
、

缝线
、

钮扣等各类辅料决定着服装的保形和穿着状

况
,

它们的选用也关系到服装的护体舒适与否
。

选用时应与服装设计相符
,

注意不同辅料的

不同实用性能
,

以使服装造型和穿着取得较好的效果
。

这一切都是说服装设计首先得具备护

体舒适的实用性
,

如果脱离了实用性
,

设计价值则难以存在
,

服装也就无法成立
。

2 质 地

服装材料的质地是针对其外观而言的
。

在种类繁多
、

形态各异的服装材料 的 大 千 世界

里
,

由于纤维原料
、

纱线结构
、

织物组织及后整理工艺的不同而形成了软
、

硬
、

厚
、

薄
、

刚
、

柔
、

皱
、

挺
、

松
、

紧
、

粗
、

细
、

稀
、

密
、

轻
、

重
、

光
、

毛
、

光泽等多种不同的质地
,

这些不

同的质地
,

通过视觉和触觉又给人 以不同的感觉
。

如就纤维原料来说
,

棉 布的质 地柔软轻

便
,

给人 以纯朴亲近的感觉 , 麻布的质地粗硬刚挺
、

给人以粗犷豪放的感觉
,

呢绒的质地丰

满
,

弹性优良
,

给人以平稳深沉的感觉 , 丝绸的质地轻盈飘逸
,

光泽柔和
,

给人 以华贵富丽

的感觉
,

皮革的质地光滑细洁
,

纹理自然
,

给人 以潇洒高贵的感觉
。

就织物来说
,

有三种基本

组织
,

即平纹组织
、

斜纹组织
、

缎纹组织
。

平纹组织的质地紧坦
,

给人 以平整板实的感觉 ,
.

斜纹组织的质地挺括
,

斜路清晰
,

给人以严谨整洁的感觉 , 缎纹组织的质 地 柔 滑
,

富 有光

泽
,

给人 以艳丽高雅的感觉
,

由这三种基本组织的变化和混合就能产生不计其数的其它组织

和相应的质感
。

就后整理方面来说
,

、

不同的后整理工艺更能对织物产生多种不 同 的 质感变

化
,

如轧光轧纹整理
,

使布面 呈现光泽和纹理
,

给人 以华丽新颖之感 ; 起毛整理
,

使布面形

成一层丰满的绒毛
,

给人以厚实温暖之感 , 水洗整理
,

使布面产生折皱
,

给人以 自然随意之

感
,

等等
。

材料的不同质感一旦与合适的服装造型相配
,

更能显出材质的新颖感
,

突出服装

的独特感
,

产生一种科学与美学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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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质地与穿着场合
、

穿着者
、 一

季节有关
。

一

如在办公场合
,

应选用挺括庄重的质地
,

以使人产生稳重信赖感 ;
·

在休闲场合应选用柔软弹性的质地
,

以体现轻松愉快感 , 体胖者不

宜用太薄而又柔软下垂的质地
,

也不 宜用太厚而又硬挺发光 的质地
,

以避免增 加 体 积膨胀

感 犷 轻薄软爽的质地适合于夏令时节
,

以产生凉爽感
,

,

而厚重密实的质地则适 合
一

于 冬令时

节
, 以产生温暖感

。

当然材料还与款式有关
。

款式主要在于轮廓线条
,

这是服 装 设计 的重

点
,

因为服装的轮廓线显示了其用途和外型
,

表现了服装的美感
。

然而对轮廓线的形成起决

定作用的就是材料的质地
。

服装上显露的轻飘柔和纤细的轮廓线条完全取决于 轻 薄软 的质

地
,

而沉重刚硬粗大线条的产生则完全有赖于厚重挺的质地
。

此外充分利用各种不同质地的

材料相互镶滚拼贴
,

这也是服装设计 中常用
一

的一种方法
,

如呢和缎
、
棉和丝

、

光面革和绒面

革等
。

只要运用合理
,

配置得当
, 就能使不同的材质在相互对比烘托下更加突出醒 目

,

平添

几分情趣
, 既美观又经济

。

由此可见
,

材料的质地与服装设计息息相关
,

紧密联系
,

根据质

地来设计
,

就能将被动的选材变为主动地构想
,

在造型
一

、

结构
、

装饰等各方面均能获取事半

功倍之效
,
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

。

为此当今服装设计非常重视发挥和表现材料的质地特点
,

善于运用和强调材料的肌理效应
,

以体现服装的实用功能和艺术效果
,

,

反映 时代 精 神 和风

貌
,

这标志着服装设计的一个重要变化
,

也是现代服装设计的二大进步
。

3 色 彩

色彩是光投射在物体表面上经反射后所产生的一种物理现象
。

它对人的视觉神经有着强

烈地刺激作用
,

给人留以深刻的印象
,

并由此使人产生各种联想和感觉
。

如红色使人联想到太

阳
、

火焰
、

喜庆
、

。

胜利
,

·

产生温暖兴奋的感觉
,

绿色使人联想到春天
、

一

绿野
、

生命
、

和平
,

引起自然安全的感觉等等
。

人们对服装材料和由其制成的服装的第一观感就是色彩
,

其次才

是质地花纹
、

款式结构
、

细部等一些形状和特征
。

这就是说
,

与质地花纹
、

款式结构相比
,

色彩的感染力要强烈得多
。

因此在消费中
,

对色彩的好恶就直接左右着消费者对材料和服装

的取舍
,

在加工和设计中
,

染色的好坏
,
色彩的协调和配色的优劣与否又直接影响到子材料

的价值和设计的成败
。

如一块品质 昂贵的材料会因其染色加工的欠佳而影响到它的价值
,

相

反即使是一块平淡无奇的材料也合因其不同寻常的迷人色彩而生辉夺目
。

色彩运用处理得 当

的服装材料
,

必然倍受服装设计师的注目和青睐
,

一

有助于大大提高材料品质和服装档次
。

可

见服装材料的色彩及其在服装设计中的作用相当重要
。

服装材料的色彩是通过染色加工而产生的
,

它与一般的色彩不同
,

即除了具有色彩本身的

感觉外
,

还与材料的质感紧密相联
。

,

相同的色彩用于不同的材质上
,

使人产生不同的感觉
。

如同样的黑色用于富有光泽的丝织物上
,

使人产生高雅华贵感
,

而用于棉织物上就有一种沉

静朴实感
。

因此服装设计就不能忽视材料质地对色彩感觉的影响作用
,

灵活巧用材料色彩进

行服装配色
,

是服装设计的关键
`

、

服装的色彩是通过其材质色彩表现出来的
,

它既体现了实用性
,

又体现了审美性
,

然而

在这两者中更是侧重于体现后者
,

这是由于爱美追求美是人类精神生活之首要
。

所以在服装

设计和配色中
,

应通过对其材质色彩的选配组合来充分体现服装色彩的实用和审 美 这
_

两重

性
。

比如在烈 日炎炎的盛夏季节
,

一

为了增加服装的抗热性
,

_

所用材料的色彩一般常常选配对

太阳热线反射量大 的白色或明度高的浅淡色
,

一

在严寒冰冷的隆冬季节
,

为了增加服装的 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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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材料色彩又多用对太阳热线吸收量大
、

明度低的深暗色
。

又如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

我

军穿上与大自然中树林山野色彩相似的迷彩作战服
,

有效地起到了保护 自已
、

杀伤敌人的作

用
。

再如医院的医护服选配白色
,

具有清洁卫生的作用
,

但手术工作服却选配 柔 和 的 蓝色

调
,

以利在水银灯下顺利进行手术
,

等等
。

这些事例都证明服装色彩具有实用性
,

它与服装

实际的使用功能相关连
。

而服装色彩的审美性则是与服装艺术的美观功能相关连的
。

服装配

色只要 与穿者的形象气质
、

穿着的环境场合
、

季节气候
、

材料质地
、

服装款式相协调
,

具有

整体感
,

秩序感
、

韵律感和时代感
,

必然会产生强烈地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
。

对材料色彩的

选配组合常用调和对比的方法
,

以获取自然和谐统一的艺术美感
。

如利用同种色的深浅或明

暗差别配色来产生一种统一的和谐美
,

形成端庄沉稳的服用风格 ; 而对比色的恰当运用则会

产生一种变化的韵律美
,

构成活泼明快的服用风格
。

因此材料色彩在服装设计中占有重要地

位
,

同时服装设计也离不开材料色彩
,

只有这两者 的巧妙配合
,

相互依托
,

才能表现出材料

色彩的活力和时新服装的魅力
。

4 图案花纹

_

服装材料上的图案花纹是用印染
、

绣花
、

织造
、

后整理等多种工艺方法形成的
。

其中广

泛采用印染和织造这两种工艺方法在单色面料的表面上
,

利用印花色浆印染出动物
、

植物
,

人物
、

风景
、

几何形体等各种图案
、

以及在织物上利用纱线配置和组织结构的变化织造出凹

凸纹
、

人字形
、

条格
、

透孔
、

提花等各种花纹
。

这些千形万态
、

多姿多彩的图案花纹在人们

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在精神生活上
,

它能装点社会环境
,

增添人

生乐趣
,

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
,

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
;
在物质生活上

,

它有助于提高人们的

物质生活水平
,

这是因为材料上题材繁多的图案花纹不仅可以遮掩服装面料在原料和织造上

的缺点
,

弥补织物外观上的某些不足
,

’

为材料增加新的实用性能
,

而且还可以丰富和突出材

料的质地色彩
,

消除素色织物上的单调感
,
为

,

材料增加美的视觉效果
。

服装材料的图案设计与其质地有关
。

质地不同所采用的图案花纹就有所不同
,

从而使材

料的用途也随之不同
。

如一般在质地轻薄柔软的棉布丝绸上适宜装饰生动活泼
、

艳丽明快的图

案花纹
,

以做年轻女性的夏服材料
;
而在质地厚重挺实的呢绒上则以规整严谨的条格点等几

何纹样点缀为宜
,

以用于中年妇女的秋冬季服装材料
。

材料图案花纹的 良好效果
, 只有在与

面抖质地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协调中
,

才能体现出来
。

在衣着生活中
,

有图案花纹的面料被大量用来设计制作成服装
。

当利用这类材料进行服

装设计时
,

必须考虑到成衣后穿着的适用性和美观性
。

所以这就要求材料图案花纹的选用必

须与穿者的体型年龄
、

穿着环境
、

服装造型结构等因素结合起来
。

如果面料图案花纹在服装

上的位置安排得 当
,

处理手法巧妙
,

与服装的造型色彩相协调
,

则势必能调节穿者体型
,

调

和服装色彩
,

横生图案妙趣
,

达到增加美感的目的
。

为此在服装设计中
,

常用图案花纹给人

带来的视错觉来调整人的体型
,

弥补形体比例上的某些缺陷
,

起到美化人体的作用
。

如体胖

者的设计重点在于增加高度
,

减弱宽度
,

故应避免使用大花大格
、

横宽条纹
、

曲线形或圆形
的图案

,

以使之看来挺直
、

纤细
、

修长
;
而体瘦者的设计应设法增大体积

,

故一般宜选用横

条
、

方格的图案
,

以使体态具有丰满健壮感
。

利用印花面料与素色面料之间的镶拼组合来增

加图案和服装的趣味性
,

体现强烈的时代感
,

这也是多用的一种设计手法
。

印花面料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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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拼组合
,

在其图案色彩上应注意突出重点
,

有统一整体感
。

将大小不一的花纹
、

宽度不等

的条纹
、

相互呼应的图案以及色彩相近或相补的两种印花面 料
,

相互搭配组合在一起
,

均能

产生较好的效果
,

几种不同方向的条纹镶拼
,

显得 活泼丰富
,

富有动感
。

印花与单色面料的

镶拼
,

则烘托了花样的柔 美
。

此外在设计中还采用材料图案花纹与服装造型结构
、

穿着环境

取得相互适应配合协调的方法来增加服装的观感
,

提高生活情趣和工作效率
。

如裁缝时
,

对

有条格
、

团花
、

倒顺花图案的面料需要精确地对条对格对花和顺花
。

花型较大的面料一般适

合制作宽肥舒展的长裙
,

而中小型花适用于面积较小
、

曲线变化较大的上衣或窄小的裙子
。

造型结构复杂的最好选用呈散点布局 的图案花纹
,

反之可用满地花纹样
。

欢乐的环境需用自

由奔放
、

生动活泼的纹饰来点缀
,

严肃的环境则以小型严谨的纹样较合适等等
。

所有这些都

说明了图案花纹是服装材料的一个重要因素
,

它对体现和突出材料的 自然美和设计美及服装

的穿着效果有很大的影响
。

在服装设计中
,

只要重视 图案花纹的合理运用
,

并结合以富有活

力的色彩
,

则定会使花
、

色相映互衬
,

为服装添花增色
。

总之
,

服装材料的实用性
、

质地
、

色彩
、

图案花纹与服装设计都密切相关
,

这四者之间

相互结合
,

相互烘托
,

统一存在于材料中
,

成为构成材料美的重要因素
。

在物质文明和科学

技术高度进步发达的今天
,

服装新材料的大量涌现和纺织服装业的 日新月异
,

给服装设计带

来了深刻全新的变化
。

加强材料和服装的结合
,

注重利用材料美来显现服装美
,

力求达到材

料与服式的高度统一
,

为当前服装设计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服

装材料
,

努力掌握和善用材料特性
, 积极探索材料与设计之 间的有机联系

,

以设计出更多地

实用舒适
、

美观新颖的服装来满足人们衣着文化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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