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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的服饰语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审美的提高而不断更新，因

此具有时代性、超越性和融合性。表现手段不断地演变、转换，反映

了社会的变迁与审美的需求，因此能够反映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特

征。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言语时期，图形时期和文字时期，在原始社

会，人类就将图形作为记录情感进行沟通的主要方式，图案符号语言

的发展跨越时间、空间进行广泛而准确的传播，使人类文明得以传承

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图形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

大，各种标识、标记、符号、具象、抽象纹样的产生，丰富了图形的

形式与内涵，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丰富有寓意的图形符号，服装设计师

更多的是善意刻画人类深层文化内涵的表象化，设计师试图将设计和

传统图案元素创造性地运用到服装设计中，使其服装具有视觉上独特

审美、文化传承及艺术特征。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图案构成和服饰设计两部分，图案构成部分以

图案构成要素、形式美法则、构成的形式与方法及图案的造型规律与

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讲解，服饰设计部分主要以图案设计在服饰领域

中的运用、服饰图案的设计和构成、图案设计在服装中的运用、图案

设计在服饰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讲解。从而启发设计者的设计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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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直观、更形象的方式展示传统图案及现代图案的设计魅力。

本书主要由长春工程学院丁英翘与吉林建筑大学张耀天共同编

著，其中丁英翘编写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

八章；张耀天编写第一章、第三章和第九章。由于时间、条件的限

制，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请专家、同行及广大读者见谅。在本书编

制过程中也得到许多社会友人及专家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

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感谢为本书编写提供帮助的张桂玲教授、关卓

教授。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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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图案的基本概念

图案是一种装饰手段，它通过艺术手法，把生活中的装饰需要用造型的

语言描绘出来，其特征就是把人们生活中的观察、愿望、理想和自然美，以

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的象征手法，再通过它特有的形式与色彩装饰成理想化

的图像表达出来。中国的传统图案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图案”一词是在20世纪初叶从日本传入我国工艺美术领域

的，以下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对图案的概念做一个基本介绍。

在图案的广义概念中，“图案”就是设计一切器物的造型和一切器物

的装饰方案。狭义的“图案”概念即我们常说的“纹样”“花纹”，总体

来说，现代图案设计中基础图案的研究与创作的主体对象，事实上就是装

饰纹样的构成。在图案的创作过程中，设计者不但要考虑创作对象的审美

性，而且还要兼顾其实用性，图案设计是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一

种美术形式。

          图1-1　广义的图案造型　　图1-2　狭义的图案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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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陶器造型及表面的装饰纹样

第二节　图案的造型规律

一、造型特点

写实造型与图案造型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

两者都是以客观对象为艺术创作依据，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多地侧重

于对客观物象的如实描绘，因此“像”与“不像”成为其重要的艺术评判

标准，即要求表达对象要在形状、明暗、空间、透视、质感等方面与客观

物象越接近越好；而后者则更强调创作者为了某种理念、用途或工艺、材

料等的特定需要而对客观对象的形态、色彩、结构等给予某种主观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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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形态可以做简化、变形、解体、适形、重复等造型艺术处理。而

对色彩可以进行人为地变调或繁简等理想化表达。因此可以这样说，图案

造型是主客结合的产物，并颇具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意

味。通常那些被称之为图案的造型作品多呈现出主观的、想象的、浪漫的

面貌特征，似与不似之间是对图案造型的最好注解，这也是图案艺术魅力

无穷之所在。

二、创作原则

“ 图 案 ” 的 造 型 均 具 有 夸 张 的 艺

术特征。同属夸张变形的造型艺术，除

图案艺术外，还有漫画、卡通画等，不

过它们与图案有着本质区别。图案艺术

对夸张手法的基本要求是“浪漫而不离

奇，变形而不丑怪”。意指创作者在进

行图案设计时，其创作思维触角可以海

阔天空，变形手段可以多种多样，然而

却不能因为想象力过于丰富，变形手法

过于多样而把将要表达的客观对象变化

得面貌全非，例如，不论我们如何变化

一朵玫瑰花，其始终都应在保持玫瑰花

特征而非他物的同时，还应当比其自然状态时更美才对。这是因为凡属

装饰艺术的造型，在强调对象特征的前提下，都颇具赏心悦目的视觉美

感。总之，无论图案艺术如何夸张，都是以人们的主观想象为创作前提

的，而这种想象如果超出了人们知识系统的接受程度的话，那么这种夸

张就会显得无足轻重。在图案创作中，根据所夸张对象特性的不同，又

可将之具体分为体现形态特征的形态夸张，体现动作特征的动态夸张，

体现精神特征的神态夸张等多个层面。

图1-4　卡通图像《小熊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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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图案的造型类别

一、造型性质上的分类

从造型性质上划分，图案可分为基础图案和专业图案两类。

基础图案主要是指图案创作的共性原理、基本概念、构成规律、表达

技巧等，而不涉及实际应用的图案造型设计，通常基础图案的实际成果虽

可以成为专业设计的设计基础或素材，但并不限于此，它更多侧重于装饰

感觉、装饰思维、装饰技巧的训练与培养。

基础图案在造型风格上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在遵循装饰艺术共性创

作原则的基础上，目前图案设计具有向个性化发展的大趋势，这其中尤以

绘画风格的图案造型最具影响力。这种图案风格打破了传统的“平面、呆

板、整洁、甜美”的创作模式，给人更具空间感、趣味性、想象力、时代

感、个性化的审美印象。不同专业图案，即可结合特定用途、工艺、材料

等方式创作完成图案造型。

图1-5　单独图案　　              　　图1-6　标志图案



005

第一章　概论

图1-7　牛（剪纸）

二、空间形式上的分类

从空间形式上划分，图案可分为平面图案和立体图案两类。

平面图案是指在二维空间中创作的图案作品，如在纸面或布料上创作

的图案造型。而立体图案则是指在三维空间中创作完成的图案造型。

   图1-8　立体图案　 图1-9　布面上创作　   图1-10　纸面上创作
　　　　    　          　       　　　　的平面图案     　　 　    的平面图案

三、构成形式上的分类

从构成形式上分，图案可分为单独图案、适合图案、连续图案及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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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图案。单独图案是指一个与四周无联系，没有连续和重复的装饰个体纹

样。适合图案是具有一定外形限制的纹样，图案素材经过加工变化，组织

在一定的轮廓线以内。连续图案，指由一个或几个基本单位纹样根据设计

意图按照一定的骨骼线向上下或左右连续，抑或向四方拓展的图案构成类

型，如花边图案或花布图案。综合图案，是指将单独图案、适合图案和连

续图案中的两种以上的表达类型综合组织在一起的图案构成形式。

图1-11　单独纹样

图1-12　适合图案

图1-13　二方连续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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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四方连续图案　　      　　图1-15　综合图案

四、造型风格上的分类

从造型风格上划分，图案大体上可分为具象图案、意象图案和抽象图

案。

具象图案，指具有较完整客观对象特征的图案造型，包括自然（花鸟

鱼虫等）具象图案和人工（亭台楼阁等）具象图案两类；抽象图案，指非

具象的图案造型，通常为纯粹点、线、面的构成形式，如蒙德里安的绘画

等；意象图案，主要是指将客观对象几何化的图案造型，或者将抽象造型

赋予某种具象特征的图案造型。

图1-16　抽象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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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意象图案

图1-18　人工具象图案

图1-19　自然具象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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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学习基础图案的意义

一、培养图案的造型感觉能力

要想有良好的装饰造型的感觉，设计者首先应在生活中保持高度的洞

察能力，而这种敏感主要体现在对客观事物所蕴涵的装饰美的自觉感知能

力上。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现象可以为图案设计提供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及灵感来源。在艺术创

作中实物、临摹、采风、图库、展览、网络等，可以加深初学者对图案美

学价值的直观感受并开拓专业视野。

二、强化图案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培养装饰造型感觉对图案美认识与发现过程中，挖掘思维的创造

力就是我们创造图案美的过程，优秀的图案艺术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大多都

在创造力方面别具匠心，图案艺术的发展最排斥的就是因循守旧、墨守成

规。在吸收以往国内图案设计教学得失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

共同的问题，即在图案造型训练中只重视求同思维，而忽视求异思维；只

强调逻辑思维，而轻视想象思维。这些问题使初学者在图案创作时思路

闭塞、想象贫乏，都是不注重创造力培养和调动的结果。对于图案艺术而

言，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任何图案造型变化都是来源于设

计者对客观事物的艺术夸张，而变形、添加等夸张手法都是以想象、创造

为先决条件的。要使自己具备良好的想象力、创造力、广博的专业知识和

丰富的装饰图像储备是展开艺术想象的重要平台。总之，在学习图案艺术

的初期，就要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意识。



图案构成与服饰设计

010

三、提高图案的技巧表达能力

在培养图案初学者的装饰造型及创造性思维的同时，还应强化装饰技

法的训练，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图案设计最终都是通过物质材料来实

现的，所以说，图案之美，实际上是通过素材与技术的结合创造出来的。

精纯、娴熟的表现技巧不但能使图案创作意图视觉化，而且也能够使设计

更加丰满、真实，并使创作者得心应手。否则，即使立意再好，判断力再

强，不具备表现环节中的技术与技能因素，也难以流畅而完整地表达图

案之美。对于图案设计者而言，强调技巧概念和培养技巧能力显得至关重

要。要使图案创作者的艺术表达手段达到得心应手的理想境地，古人主张

的“多则熟、熟则精、精则升华”就成了操作技能水平最应遵循的训练标

尺。

总之，研究基础图案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学习者能够发现展示图案美的

途径、拓宽创造图案美的创作思路、掌握驾驭表现图案美的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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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图案的构成要素和色彩要素

第一节　图案的构成要素

一、图案的形态

图案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形态，形态构成了造型规律，那我们就应该

对形态进行分析研究，挖掘出它的使用功能。世界上任何的形态，都可归

为现实形态和概念形态两类。

1．现实形态

图案的现实形态主要包含自然形态和人工形态。

图2-1　图案的现实形态（自然形态）      图2-2　图案的现实形态（人工形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