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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料的色彩和图案是决定服装审美、文化和流行的基本要素，有关知识则是专业工作和日常生活
所必不可少的。
　　《新编服装色彩与图案设计实用问答》针对广大纺织、服装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实际需要，全方位
、多视角地介绍了有关面料色彩与图案的有关知识，内容涉及基础知识、文化内涵、设计方法与原理
、工艺技术、制作技巧、实际应用等，并且以问答的形式出现，从而使之更加具体、实用。
《新编服装色彩与图案设计实用问答》分为上下两篇，分别解答了面料色彩和面料图案的常见问题。
为了结合实际，同时考虑知识的基础性、系统性、文化性，《新编服装色彩与图案设计实用问答》对
有关知识进行了全面归纳和提炼并选用有代表性的插图和彩图，做到了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方便阅
读和理解。
　　借助于《新编服装色彩与图案设计实用问答》，广大纺织、印染、服装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
人员可以更好地加强自己的专业基础知识，提高设计、开发、创新水平，以及商品营销和商业推广的
能力；同样，也能够帮助广大消费者提高审美鉴赏力，加强面料与服装商品知识，做到合理消费，紧
跟时尚步伐，塑造更加美好的个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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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服装色彩设计实用问答　　第1章　服装面料色彩基础知识　　1-1　色彩的来源是什么？
　　色彩艺术是一门融合了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心理学以及艺术与美学等领域的学科。
当我们在运用色彩进行创作和设计时，“色立体”只能是一个供我们参考的工具，而真正色彩的感觉
和色彩灵感的来源是生活本身。
我们要带着探求的目光去猎取有色的客观物体对人们视觉和心理所造成的印象，并将这种印象转化为
设计元素，形成独有的色彩的感性形象，从而使艺术作品更加鲜活和饱满。
色彩的来源一般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源于自然组合色彩　　自然色彩是纯自然事物所具有的色彩。
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明月星空、蓝天白云、青山碧水⋯⋯这些来自生态领域的色彩，其本身固有的
性质都包含着美的规律。
如果以宏观与微观两个观察点来观察自然世界，会使我们认识自然色彩的奇妙有了更新的角度。
从飞机上俯瞰苍茫大地，远山无际而万物尽览，宇宙问浩大无比；显微镜下看生物的切片，放大了的
细胞世界，毫厘间多彩多姿；山巅岩石的结晶构成、高山苔藓的孳生状态、树皮的裂纹节理、秋林的
红叶筋脉、花草的盛开和结果、和谐的鸟羽和皮毛、贝壳的斑痕等纹理等都蕴藏着有趣、奇妙的组织
和色彩关系。
向大自然寻求和归纳色彩的规律和原理并借鉴、利用其美妙的色彩关系，是设计艺术中色彩创意的源
泉。
　　我们可以借助于对大自然的写生、大自然的各种照片，尤其是反映微观世界的照片，做色彩的分
析和研究并领会其色彩，找到自己对其色彩的感受和印象，通过色彩的具体技法把它表现出来、强调
出来，通过提炼、组合巧妙地融人设计，从而获取成功的配色。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设计手段的更新，对色彩的研究及表现的手段随之越来越先进。
利用影视技术、电脑技术中色彩处理的多种手段，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色彩进行再感觉和再发现
，在色彩创意的发展上开辟了一条新路。
　　二、主观意象表述色彩　　色彩在视觉审美过程中呈现出的色彩对设计意图进行表述的基本倾向
，但由于设计意图的可变性选择，使色彩表现也常常跟随着我们主观的要求而呈现抽象的特色。
　　把创意的焦点集中到对色彩主观的表现上是每位设计师惯用的手法。
比如，当色彩被我们限定在真实的客观世界中时，色彩的感觉属性往往被物体固有色的表象所局限。
例如，我们提到橘子，就会立刻想到橘子在客观现实中的橙黄色彩，但是，当我们为了作品色彩的效
果与我们的设计意图相符而必须改变上述橘子的固有色时，我们就可以主动地依照整个作品的色彩在
视觉审美上的整体性而改变橘子的固有色，可能是绿或是蓝，在此，对色彩的表达是主观意象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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