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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紧紧围绕服装专业的特点和相应的训练要求，将基础图案与服饰图案的内容相结合，在造型基
本功训练和创造能力培养的基础上，系统而明晰地阐述了服装装饰的基本原理、特殊规律和设计方法
。
书中就服饰图案特性的五点总结、构成规律的四个归纳、应用与设计的详尽分析以及对基础训练内容
所作的选择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和独到的见解。
该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的内容以及明确的教学针对性而受到服装院校以及相
关专业人士的认可与好评。
为适应时代发展和新的教学形式的需要，基于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检验和积累，我们对该教材进行了修
订。
新的修订本将以更大的力度投注到教学创新的探索上，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学科的改革成果和新的教学
模式的基础上，对原来不够完善的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增加了有关新型装饰语言和表现
手法的介绍，补充了服饰图案比较与赏析等内容，在紧扣时尚前沿的同时强调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
以及其他民族民间服饰的关注与认知，突出前瞻性和经典性。
修订本内容具体、丰富，综合体现了基础理论与设计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力求更加切合教学实际
，适应社会需求，符合新时代的发展。
书中的插图和附图也作了较大幅度的更新和补充，并尽量配以图片说明，增强其参照性和可读性。
修订本还选用了北京服装学院一些学生的作业，这些作业虽难免有稚嫩之处，但不乏创意，作为课程
教学的缩影，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出我们的教学思路。
由于书中图片较多且来源繁杂，以致难以一一注明详尽的信息（包括不少冠以“学生作品”的图片）
，在此谨对原作者深表歉意。
同时也希望原作者能鼎力相助，告知有关信息，以便将来有机会时弥补不足。
由于时间紧促以及其他种种困难，图片选用未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恳请谅解。
本书的修订再版要特别感谢中国纺织出版社的领导和李春奕女士的信任与支持，感谢北京服装学院相
关领导的关怀，感谢王越平老师、公亮、时佳、冯妍同学的帮助。
希望此书能够给服饰图案教学以及服饰设计学习者、爱好者以借鉴和帮助。
书中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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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高校教学及装饰艺术、服饰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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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编写《经典图案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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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服装时报》、《中国纺织报》、《纺织教育》《艺术教育》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四
十余篇。
主持北京市教委项目《新型纤维服装面料装饰设计》《当今民族风格服饰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项目《民族风格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首都服饰文化与服装产业研究基地项目《贵州安顺屯堡汉族
服饰研究》、清华大学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汉族传统服饰研
究》、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概念服装服饰创意设计与虚拟展示平台建设
”子课题—《汉族经典传统服饰图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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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形式美基本规律变化与统一规律是构成服饰图案形式美的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服饰图案
中的具体体现。
没有变化的图案是不存在的，图案本身就是人们求美、求变化的产物，图案中各种形式要素结合在一
起，就会构成一个丰富多变的整体。
但图案的变化并非没有限度，要使变化在一定的形式中体现美感，就必须使其诸因素保持恰当的关系
，符合一定的秩序规范。
而统一正是规定、制约变化的手段，是对图案整体关系趋向一致的把握，是将变化的因素条理化、谐
调化。
没有统一，图案会变得零乱、无秩序、无主调。
但只追求统一而没有变化，图案又会显得单调、呆板、沉闷。
所以，变化与统一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的，只有将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完美的、理想的
效果。
而这种“恰当结合”正是“在统一约束下的变化和在变化基础上的统一”的对立统一关系。
所谓“统一约束下的变化”，即以统一为前提，在统一中找变化。
具体到图案上，则表现为大的格局确定后，尽可能在个别局部作些变化处理。
在相同的造型、色彩、组织结构、质感等因素中加进不同的成分，如曲中有直、长中见短、虚中带实
、疏中间密、静中寓动等（图2-2-3）。
图2-2-3.倾向于统一（《门神》，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所谓“变化基础上的统一”，即以变化
为主体，在变化中求统一。
具体到图案上，则表现为多种互不相同或截然相反的因素，通过造型的一致、色彩的呼应或组织结构
、表现手段的协调处理而统辖起来，使变化的形象归为有序，使多样的元素趋于一体，达到“异中求
同”、“乱中求序”的效果（图2-2-4）。
在图案中，统一与变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上。
设计服饰图案时，不但要处理好图案自身的局部与整体的变化统一关系，更要考虑图案与服饰这一大
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在这里，图案是变化的因素，服饰是统一的前提。
局部的变化因素永远是与整体的统一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比较的。
服饰图案若脱离了服饰这一装饰对象，就很难判断它的成败。
也许一幅原本看来十分单调的图案（如条纹、网格等图案），运用到一件恰当的衣服上，会立即显得
富有变化、充满朝气。
而一幅色彩绚丽、形象优美的图案若与服饰的总基调相左，则只能是“画蛇添足”，使原有的美失去
了意义。
所以，艺术设计要始终重视局部与整体的变化统一关系，严格遵循这一形式美基本规律（图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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