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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服饰美术:朱钰敏图文集》作者（朱钰敏）集中整理身边留存的各类画作和文稿，大体按其代表性、
独特点、年份感、教学法和读者群进行初选，继而依据服装与装饰作主线、艺术与学术相交融的基本
思路，筛选确定100幅画（时间跨度1950—1993）和10篇文章（时间跨度1979—2007），梳理成6个篇章
。
内容包括服装造型设计与服装画风、织物图案设计与图案基础、多样化的写生（速写）和素材积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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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钰敏，1934年生于苏州，1945年起私立晏成中学（苏州市三中前身）六年，课余习画，1952年天津
大学土建系房屋建筑学专业一年，1953年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培训一年，1954年起前苏联莫斯科纺织
学院应用美术系织物艺术设计专业五年半，攻读工艺美术师资格（相当于硕士学位），前三年打基础
，机织、针织、印花和服装通学，后两年半主修织物印花图案设计。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毕业回国，纺织部派往上海对口厂劳动见习。
l961年起苏州丝绸工学院（现苏州大学）工作二十年，参与开办美术新专业，编教材，授印花设计课
和部分基础课，带毕业设计，职称讲师（1979），兼工美室副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
1981年起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工作六年，书面建议并实际参与服装新专业筹建，编大纲、教材，授
专业课，带采风实习，职称副教授（1986），兼美术学科主任。
兼任上海市服饰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特约图片编辑。
1987年起中国纺织大学（现名东华大学）工作八年（期间出国访问进修八个月），开设服装造型设计
、服装画技法和采风实习，带毕业设计，职称教授（1993），硕士生导师，兼工艺美术系主任。
兼任上海市服装行业协会技术顾问或专家委员，纺织部服装与纺织品设计高中级职务评委会委员，上
海市长宁区科技专家组成员。
1995年退休，受聘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校授服装设计、图案基础课程，学术研究、专业咨询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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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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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07 图1—7“穿越时空”组合灵感（1991）／008 图1—8材质对比透视套装（198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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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024 图2—2“云雾山景”服饰效果示意图（1959）／025 图2—3丝绸印花图案“彩条新潮
”（1959）／026 图2—4丝绸印花图案“黑森林”（1958）／026 图2—5织物印花图案“几何游戏”
（1981）／027 图2—6印花图案“满地花朵”（1981）／028 图2—7印花图案“单套色大簇花”（1986
）／029 图2—8黑白花卉图案4幅（1978）／030 图2—9圆形图案“雀之灵动”（1986）／031 图2—10方
形图案“孔雀开屏”（1978）／031 图2—11J乙童围胸图案“中国蓝印”（1956）／032 图2—12包袋印
花图案“波兰剪纸”（1957）／032 图2—13方形图案一组（1978—1979）／033 图2—14“57莫斯科世
青节”主题设计（1956）／034 图2—15招贴图案“‘中国旅游”（1973）／035 图2—16建筑初步·图
形练习（1952）／036 图2—17建筑初步·线条练习（1952）／036 第三篇多样化的写生（速写）和素材
积累／037 图3—1站立人体素描（1955）／038 图3—2背影（1957）／039 图3—3人体毛笔速写技法探索
一组（1958）／040 图3—4模特走台模拟（1958）／042 图3—5高尔基石膏像（1950）／043 图3—6女大
学生头像（1957）／043 图3—7俄罗斯妇女头像（1956）／044 图3—8自画像（1962）／045 图3—9傣族
小姑娘（1980）／046 图3—10走亲戚的边寨村妇（1980）／047 图3—11滑雪装扮的姑娘（1956）／048 
图3—12室内景纱裙女（1957）／049 图3—13海外民博馆展示的服饰（1958）／050 图3—14馆藏纳西族
服饰（1984）／050 图3—15馆藏花腰傣服饰（1984）／051 图3—16馆藏基诺族服饰（1984）／051 图3
—17火塘旁的女知青（1980）／052 图3—18中缅边村男青年（1980）／052 图3—19围大头巾的傣妇
（1980）／052 图3—20德宏边村景色缤纷一组（1980）／053 图3—21二楼窗外大树和俄式木屋（1956
）／054 图3—22花卉彩绘一组（1958）／054 图3—23钢笔花卉·绘画性写生（1979）／055 图3—24钢
笔花卉·图案性写生（1979）／056 第四篇设计与纯美术小创作互动／057 图4—1民族姐妹俩（1993）
／058 图4—2安宁的心灵（1993）／059 图4—3过分装扮的爱4g—k—（1993）／060 图4—4追随蒙德里
安风尚女（1986）／061 图4—5欢送工农兵上大学（1972）／062 第五篇有关服饰的著文／063 服装辞条
释文100选（1995—2007）／064 服装系列设计的再研究（1993）／084 试论中国传统服装的设计特色
（1992）／091 上海时装设计思想（1984）／094 怎样根据面料来设计时装（1992）／095 访问归来谈服
潮（1992）／097 苏联早期的服装设计师拉玛诺娃（1990）／100 花卉钢笔画笔谈（1979）／102 第六篇
有关服饰的译文（俄译中）／103 西方20世纪60—80年代时装述评（1983）／104 服装流行趋势研究
（1987）／110 附录：作者发表过的其他文章／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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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关服装设计深入化的辞条释文 13.《服装设计灵感》 服装设计由于受某事物（或
现象）的启迪而激发的一种创造性思路。
它既是活跃的思维活动，又是复杂的心理活动，具有突然性、短暂性、偶发性、模糊性、独创性等特
征。
服装设计灵感可能来自服装名师名作、历代服饰和时装新潮、社会生活和国内外大事、姊妹艺术和娱
乐天地的启发，来自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等科技进步的影响，以及来自包括动物、植物、天体、
气象等在内的自然界的启迪等。
设计师通过阅读、旅行、健身、收藏等个人爱好，可以开阔视野，获取更多的灵感。
灵感一旦闪现，通常应及时以图形或文字记录下来，留储备用，或直接使之升华，设计成服装草图。
 14.《服装设计思维》 又称服装创造思维或服装创新思维。
设计服装时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及过程。
是形象（灵感）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的交叉运作，其本质在于创造。
服装设计主要运用聚敛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
前者属常规思维，对原有服款进行局部修改的翻新改良，具有传统性和保守性，适于制服设计、大众
成衣设计或用于前卫服装设计后期的深化与完善。
后者属非常规思维，多向扩散，拓展理念，使服装具有超前性乃至颠覆性的特点，适宜于高级手工定
制时装、新潮时装和艺术展示服装的设计。
 15.《服装设计主题》 突出服装创作意图和产品风格特质的核心思想。
从原始素材中提炼特定的设计主题，或主题明确后寻找相应的灵感源，塑造服装形象，以唤起联想，
传递情趣，增强产品吸引力。
自20世纪70年代起，设计主题已成为服装流行的主导因素。
服装流行的热门主题如：回归自然与生态环保，怀旧与复古，社会名流服饰，女性魅力、男士风范及
其多侧面性格，职业风采与都市情怀，运动与旅游，超时空和科幻意识，异域情调与民俗风情等。
服装具体标题，往往有感而发，因人而异，以即兴命名居多。
 16.《服装风格》 服装在其内容和形式要素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和艺术特点。
以综合性归纳或个别性表述服装风格。
在区分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域风格的同时，20世纪为种种服装推出四大基本风格，即：古典风格
、休闲风格、梦幻风格和民俗风格。
它们相互交替融合，可增生、派生出其他风格。
也可以按文化群体、艺术流派或名师名品名店来命名服装风格，如吉卜赛风格、哥特风格、罗可可风
格、夏奈尔风格、嬉皮士风格、简约风格、露腰风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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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服饰美术:朱钰敏图文集》由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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