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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服装内空间的三重涵义及服装形态与内空间的关系*比较了立体性服装与平面性

服装在空间观念上的差异*指出：内空间设计是服装艺术的真正核心，也是未来服装设计发展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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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觉艺术中，形是用平面边界将自身与别的

区域或背景隔开的可见区域*形态则是包括了轮廓

与空间在内的立体的视觉成分*任何形态的形成都

可以看作存在于空间而占据着空间*日本板仓寿郎

认为：“服装通常是通过人们穿着才会体现其自身

的形态———造型*如果从服装是人体的‘包装’这一

角度来看，可以说，服装是以人体为基准的立体创

造*所以，服装具有立体性*也就是说，服装是一种

空间造型*”

@ 服装的空间性

服装是由外空间、内空间共同界定形态的产

物*现代服装是构型的，设计中一切点、线、形和多

种塑造手段的综合运用，目的都是创造三维的立体

结构*立体结构存有空间*空间给人以自由———活

动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创造的自由*美国建筑评论

家乔弗莱·斯各特认为：建筑的目的是围成空间供

人活动、使用*从实用的意义上讲，服装的实体形态

与此相似，是由某种材料围绕而成的“壳”，一个内

部有空间可以容纳人体的“壳”*因而服装也仅是人

们为了取得空间的使用、承受而利用的手段而已*
用一定的材料把自然空间围隔起来，形成适应人体

的新空间形式，称为服装的内空间*

A 服装内空间的涵义

内空间是服装艺术的真正核心，这个空间有可

能大，也有可能小，甚至接近于无*空间小或无有两

种可能：一方面是支持服装本身重量的需要，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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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调整外形轮廓线张力的需要!空间大则有"
种可能：生理性的内空间，出于人体卫生的需要；活

动性的内空间，出于人体动作的需要；装饰性的内

空间，出于人体形态的需要!
!!" 生理性的内空间

适应外界气候的变化是人赖以生存的前提，主

要手段是通过穿用适当的服装!体表皮层内有许多

敏感的感应器，能够感觉细微的面料刺激和温度变

化!自然气候变化剧烈，而人体肤面的小气候以温

度#$!#%&，湿度’$(!%$(，气流#%)*／+时最

为适宜!服装成为皮肤周围小空间与人类活动大空

间的间隔，因而具有“第二皮肤”的作用!服装与皮

肤之间的空气层与面料的含气性能一起，营造出比

较稳定、舒适的肤面气候，成为调节体温的必要的

保护!不同的内空间结构会影响到内部气候!如服

装只有下端开口，内空间空气层厚度为,!-’**
时，就会阻碍空气的流通，充分隔离两层布料，因而

有最小的散热量，就比较保暖，宜作冬季服装!若服

装两端开口，空气层的厚度达到-%**时，穿衣与

裸体有同样的散热量，人会觉得凉爽，宜作夏装!保
持人体肤面的理想气候是服装内空间卫生所需要

的!另一方面，人体在静态和动态时保持服装外形

和感觉舒适的各部位的宽裕量称为舒适量!成年人

作深吸气时胸围的变化量为$!,!’!.)*，均值为

#!-)*!作深呼气时，胸围的变化量为/-!$!$!#
)*，平均值为/$!.)*!所以呼吸舒适量和皮肤弹

性是款式设计、制定原型时必须要考虑的一种细节

因素!
!!! 活动性的内空间

人的四肢，颈、腰等人体躯干的连接部位，是人

体的姿态之源!与建筑空间或者物品包装空间比

较，服装空间包容的是一个能够自由活动的人体，

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平面性裁剪服装（二维体）在人

体的胸、背、臀等处形成不贴体的内空间，人体两侧

空隙大而前后空隙小，具有上下运动的自由度，而

左右运动的舒适度不足!立体性裁剪通过省、褶、分

割等结构形式，以及归、拔等熨烫工艺形成立体服

装，前后左右均有一定的空隙，因而有多方位的舒

适功能!
服装给人留下的活动性空间必须在一个允许

的范围之内，太多或太少都会对人体的动作形成制

约!资料统计表明：当人步行、上楼梯、上较高的台

阶和上公交车时步幅会引起膝围尺寸的变化!见表

-!

表" 人行动时步幅引起的膝围尺寸变化

#$%&" #’()$*+(,-./,’(0+1(23+.2./,’(42((35**.520+26
7$53(0%-3,(83 )*

步幅 膝围 宽松平均量

普通行走 %$!0$ $.1!-$$ $,"
上楼梯 #1 $,,!--1 -$%

上较高的台阶 "# -#"!-’$ -"#
上公交车 ’0 -#.!-’% -".

比较数据后发现：膝围的最大需求约是-".
)*，而最小的要求是,")*，太小就会牵制下肢的运

动［-］!在服装设计中，为了突出人体的挺拔感与上

升感，通常把裙子设计成紧身美人鱼形或郁金香

形，但裙摆开衩的高度必须高于膝盖!可见服装活

动性内空间是设计裙子结构的必要参考因素!
!!9 装饰性的内空间

装饰性空间是以结构方式代替人体或强调人

体，其形态取决于设计师的要求，以及材料的质地

是否具有良好的可塑性!
!!9!" 支撑 为了获得超出一般的较庞大的内部

空间，使服装的外形轮廓符合脱离人体的要求，或

者为了支持服装的重量，而在人体的局部设置的空

间，比如婚纱，《天鹅湖》式的芭蕾舞裙等!图-所示

是已故日本设计大师君岛一郎的作品，短裙内空间

的形成借助于大量硬质纱类支撑物!

图" 短裙内空间的形成借助于支撑物

:+6&" #’+3;.*41$0(%-,’(0(7($3(0<$8$2(3(0(3+62
1$3,(*=>?><>?@，,’(/.*1./,’(3’.*,34+*,’3
+22(*38$7(0(8(203.2A.,3./,’(’$*03588.*,3

!!9!! 填充 为了强化人体的某个部位而加以填

充，使局部特征更加显著!比如为了表现女性的优

美的身体曲线，迪奥的“新外观（2345667）”用臀垫

来突出臀部，使裙子在臀部位置向外凸出!更多的

设计师用加强胸部填充的手法强调女性的胸腰差

别!图#所示服装有意识的强化肩线以反映中性化

的服装倾向!
!!9!9 叠加 在服装的基本轮廓形之外附加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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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两者看不出必然因果，几乎可以看作两个

形态的连接!比如赛马会上争奇斗艳的女帽，要么

宽大，要么高耸!宽大者可以形成帽饰对体型的对

比感、压迫感，使身材看起来更苗条；高耸者可以在

纵方向上产生延伸感，使身材看上去更挺拔!图"
所示为法国妇女佩戴的“比葛坦”帽!

图! 以填充强化肩线的中性化服装

"#$%! &’()(*+,-.#+/0,(112’#3’#)+()1#4#(1+’(
1’5*.0(,1(-6

图7 叠加式的“比葛坦”帽

"#$%7 &’(1#.8’-+2(-,#)$9/",()3’256-)#)
+’()-+#5)-.4(1+#:-.1

!!7!; 减缺 服装的两个体量部分彼此分离，但

可以看作是一个大体量与一个小体量的减缺!减缺

的部分是一个虚拟的体量!一个形态在原有的位置

上不复存在时，就产生空白或空间的概念!减缺使

图; 部分减缺的服装

"#$%; &’(1(<-,-+(03.5+’#)$-)0)-8(0-9056()
’-:(+’(1()1(54+,-)1<-,()+

内空间的形态更加多变%图#所示服装的 上下部分

有明显的分离，中空的腹部有透明感，似乎皮肤之

外有一层无形的空间可供自由想象!

7 平面服装与立体服装的内空间差

异

内空间合理性的注重与强调，是服装现代化的

标志!追求建筑感与雕塑感统合的立体风格，表明

现代服装开始独立于装饰艺术而成熟!这种风格深

刻的表达了现代艺术从平面装饰走向空间构造，走

向多元结构的变化趋势与要求!
7!= 对人体的正确认识

人体是三维的空间体!服装是人体的“壳”，因

而也是立体的 !也就是说，服装不仅有正反两面，还

有侧面!人们看人体是重体积而轻轮廓，奇怪的是，

看服装却是相反!人体各部位前后直径与左右直径

的百分比称为矢横径比（即矢横径比$前后直径／

左右直径）!经测量可知：成年女子的胸围、腰围、臀

围的矢横径比分别为%&!’，(#!#，)%!)，可见人体躯

干是从上到下逐渐变得扁平的!也就是说，人体至

少在胸围部分正面的宽度与侧面的宽度大致相等!
成年女性的胸围断面，接近于圆或正方形，并不象

习惯思维反映的是接近于一个扁的椭圆!
7!! 对文化差异的反思

空间感的不同表现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

个阶级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和社会条件下不同的

世界观和对生活的最深的体会［*］!中国的传统中，

平面观念较强，立体观念较弱!中国服装仅是一个

近似平面性的空间，不具备明显的深度!它只有依

赖于人体时才会体现出微弱的立体尺寸、立体效

果!在习惯思维中，由于肩部的尖狭、胸部的平坦、

手臂的宽，延展了人体正面的宽度!而且一般认为，

人体的自然形态不是表现的重点，服装的精雕细刻

才能显示质地的精良、工艺的娴熟、地位的显贵!
“衣必锦绣”是传统观念上对服装表面进行装饰性

处理的最高评价标准!表面装饰的图绘风格与雕塑

性风格相比，显然在语言表述上与服装现代化的要

求有相当的距离!绘性装饰让视线停留在表层，破

坏了三维感，限制了想象的深度!而用雕塑与建筑

的方式来建构、装配服装，无疑表现出了对服装形

态与空间的进一步的理解!从而使服装总体风格从

图绘向构成方向转变!
7!7 对工艺技术革新的动力

工艺美术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统一体!工艺材

料、技术与艺术性，是工艺美术的主要构成要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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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也不例外!材料是结构形态的基础!没有材料就

不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形态；工艺技术则是材料与人

理想实现的中介，没有工艺技术也就没有形态!
服装文化是由技术的、社会的、观念的"个子

系统构成的，技术系统是决定其他的基础，技术进

步也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因!文化进步又要求技术

适时的跟上自己的发展!服装曲面结构的处理方法

不断深化，使工艺加工之后的材料可以拟合人体，

达到贴体、美观和舒适的目的!工艺技术表现为一

种手段，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保证!
!!" 对服装目的的重新审视

现代科技以人为本，艺术也是以人为本!在服

装的目的中，便于人的活动是最基本的原则，美的

装饰在其次!服装的外观由复杂转为简单，装饰成

分在逐步的减少!装饰性的空间能在形态上强烈地

改变人的观感，却往往不能在生活实践中获得认

可!相比之下，活动性内空间的阈值对形态的要求，

以及生理性内空间的舒适性（以服装保暖、吸湿、透

气性、含气性为主要指标），成为服装现代化的主要

研究方向!

" 结 语

现代服装有着神奇的结构，有变幻的空间，有

纪念碑式的雕塑性、塑造感，既有丰富的技术内涵，

又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它在传统的表达方式基础

上，侧重于内部空间的塑造与再塑造，靠内部空间

的特殊处理来维持和确保外部形态的立体效果，将

现代人的时代意识与敏捷多变的生理、心理感受以

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
立体结构也是服装向深层发展的起点!日本设

计大师三宅（#$$%&’(&)*%）创造的独特式样，给服装

带来了新的空间概念———一种源于日本传统服装

的非三维性的空间形式与观念!事实表明，服装的

内空间正在走向文化界限不明的模糊科学状态!
总之，追求服装内空间的合理将产生强大的内

驱力，支配着新生代设计师进入未来的构型世界

———一个抽象的、多元的形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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