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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造物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可行性、研究价值、研究意义三个方面尝试分析

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与现代服装设计间的关系，为服装设计方法提供新的思路，也为造物思想在服装设计

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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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reation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at-
tempt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thought and modern fa-
shion design from three aspects: feasibility, research value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provide new 
ideas for fashion design method, as well as ideas of creation in the clothing design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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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服装设计被纳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为服装设计理论

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随着服装设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设计灵感、

设计方法、设计知识的研究逐渐成熟。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理论研究是基于服装设计是一种“舶来品”

为研究出发点的。国人眼中的“时装”、“时尚”更多的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被群众所熟知。另外，

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人们对于服装的需求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通过服装表达个人情感与文

化认同。因此，探析传统造物思想中的服装设计方法，也就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从“量体裁衣”到服装设计 

中国“服装设计”的概念最初表现为“裁剪”，进行裁剪缝制的人被称作“裁缝”。《周礼·天官·内

司服》中有“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2]。清代顾张思《土风录》卷

六中记载“成衣人曰裁缝……盖本为裁剪缝缀之事，后遂以名其人”[3]。古时的裁缝在进行制衣时关注

的是结构的准确以及合体的程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服装款式未曾有大的变化，这种师承性

质的技艺对于服装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国外服装造型概念特别是日本“原型法”制版理论传入中

国，服装设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款式的丰富、色彩的流行、面料的多样使得服装设计由传统的

量体裁衣向着多样化、系列化、标准化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服装的需求也从基本的生理、生活需

求向审美需求、自我需求提升，服装设计的主要任务除了创新服装款式、根据流行选择色彩、尝试新型

面料、用新手法装饰服装之外，还要考虑穿着者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以及社会认同等。服装设计工作

变得复杂多样，对设计人员的要求也变得更高。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消费者对于服装的需求不仅是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更要承载穿着者的个人情

感，体现穿着者的个性特征。网络时代的信息以爆炸式的速度传达到消费者身边，如果说以往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再思考以及“古风”潮的兴起可以从传统造物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会热点

以及网络热词中，都可以找到传统造物思想的影子。例如当下流行的“锦鲤”概念，在以往的认知中是

传统吉祥图案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现在已经演变成一种网络俗信，并由此延伸出一系列文创产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有针对性地挖掘和提炼消费者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有效地转化为可以盈利的产

品，成为服装设计研究的新课题。 

3. 运用造物思想进行服装设计的可行性 

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文献《考工记》中提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

后可以为良。”[4]天气的更替，地理的样貌，材质的美感，技巧的熟练，这四者有机结合才能制作出工

艺精良的器物来。而这四者结合也是人与自然的结合，体现着人与自然共生的设计思想。从这一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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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作为一种基于人而造物，通过改造自然最终满足人的需求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行为过程，

必然也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使服装已经不仅仅作

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出现，服装的社会维度也不再局限于“吃穿用行”的基本生活范畴。同时，

服装设计所面临的条件也多样化，服装设计方法不明确，特别是将中国传统元素“乱设计”、“糙设计”

的情况时有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中国传统造物思想，将其转化为服装设计的理论方法，有着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传统造物思想绵延千年，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人物的观点、不同概念的界定。从中国造物思想

古籍的角度看，有《论画》《古画品录》这样的艺术理论文献；有《陶记》《髹饰录》这样的陶瓷、漆

工文献；有《营造法式》《园冶》这样的建筑、园林创作文献，但并没有出现一本关于服饰相关的论著。

所以，从诸多的造物思想中发掘、梳理、归纳有关服饰类的造物思想十分有必要。另外，本研究所涉及

的方法论，并不是世界观层面的哲学研究，而是设计灵感与设计方法的思考，目的在于解决具体的设计

问题。理论愈是抽象，转化为具体实践的难度亦愈高。同样，服装设计的灵感来源愈是抽象，那么转化

为具体的服装款式、色彩也就愈困难。因此，从既有的造物思想出发，除了探究运用于服装设计的可行

性，还要对具体实施有指导性。通过对造物思想的梳理与整合，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探索构建服

装设计方法的基本思路和实现途径。 

4. 构建服装设计方法论的理论价值 

服装是一种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服装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款式、色彩、面料、装

饰和工艺。除了艺术与技术的层面，还要受到更高一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服装设计理论的构成应该是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完整知识体系。不可否认，设计师在长时间的实践过程中

通过直觉、经验和借鉴等方法同样可以进行设计，单纯依靠设计师的“灵感”进行设计在系统性、逻辑

性上愈发暴露了设计方法的不足。 

4.1. 思维价值 

构建服装设计的设计方法论，重要的是构建起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对设计方法的认

知处于一种依靠想象和感觉等主观因素，或是突发式与偶然式的思维方式，认为设计思维是不可理论化

的，甚至认为设计思维是一种神秘感的不可知思维。实际上设计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当下的设

计必然与当下的客观存在相吻合，由当下的现实引出。服装设计作品必然与当下市场相统一，服装设计

师的思维也必然与当下社会文化相统一。例如，2018 年“双十一”期间由旺仔牛奶和 TYAKASHA (塔卡

莎)合作推出的一系列旺仔元素服装，就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联名设计”方法。“旺仔”集团

是一家食品企业，本与服装并没有多少联系，但旺仔系列产品在年轻群体中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将旺

仔的品牌形象、包装、标识等融入到服装设计中，设计出让人似曾相识又眼前一亮的服装设计产品，消

费者由主观上认可旺仔食品，进而在客观上推崇有着旺仔元素的服装。由此可见，服装设计过程中的主

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是交叉统一的，任何一方的过分依赖或置之不理都有可能造成设计上的偏差。 

4.2. 传承价值 

秉承哲人的智慧，设计可以诠释生活的真谛，传统也能演绎现代设计的奢侈品[5]。设计行为是一种

造物的过程，在整体的过程中又分成了若干阶段，每一阶段又需要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支撑。设计

师需要充分发挥主观意识，对各个客观要素进行优化整合，而不是单凭主观意志随性而发，设计方法就

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设计”已经逐渐被世界认可，中国制造也逐渐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转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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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装设计要更进一步，就必须有自己的设计理论体系作为支撑。由传统造物思想出发研究符合中国设

计的设计方法论，可以进行探索和尝试。 

5. 运用造物思想进行服装设计的意义 

5.1. 实践意义 

服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任何一家服装企业要想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摸清消费者真实

的需求和痛点，进而快速反应，推出真正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以往的设计流程冗长，一个品牌根据

流行元素设计、制版、试样、修改、定稿，然后推向市场，观察市场反应进行二次设计，如今“快时尚”

的兴起和“反向定制 C2M”(Customer to Manufactory)的出现使得研发周期大大缩短，也给服装设计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设计水平与效率进而使服装产品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如何通过优良的设计

增加销售、减少库存，已经成为企业关注的问题。将中国传统造物思想运用到设计运作方法中，对于解

决上述问题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从一方面来讲，传统造物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方法，是祖先历经千年留给

我们的智慧结晶，借古用今，可以使设计尽可能少地走弯路，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优的设计效果。从另

一方面来说，传统造物思想在设计实践中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和可行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国

人生活的理念、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或多或少受到造物思想的影响，由此设计出的产品也易于被消费者

认同。 

5.2. 学术意义 

服装设计与其他设计领域(视觉传达设计、动漫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相比，最大的特点是服装设计

专业的学习不仅需要艺术学科的知识，还需要理科、工科相关知识的交叉。例如学习服装效果图，需要

一定的美术功底；学习服装结构设计时，需要精确的计算。这种学科的交叉与设计中“技”与“艺”的

关系十分相似。艺术须以一定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这种形式或是视觉的，或是听觉的，而这种听觉的或

视觉的艺术则又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展现出来，古典时代如此，现代更是如此[6]。技术是艺术外在形式

的支撑，艺术是技术内在功能的美化，两者相辅相成，和谐处理设计中的各种关系。在服装设计专业教

学过程中，有时过分突出“艺”的部分，而忽略了“技”的部分。从学生的角度看，大部分设计专业学

生是以艺术生的身份进入学校，文化课部分相对文理科生较薄弱。从传统造物思想中汲取理论营养，理

清“技”与“艺”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平衡，有助于促进服装设计专业教学。 

5.3. 文化意义 

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凝结的造物思想，不仅指导了古时的技艺，也启发着当下的设计；不仅传承着

器物的制作方法，也凝结着民族精神。传统造物思想超越了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总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

情，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7]。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传承是现代服装设计的源泉，用传统造物

思想指导服装设计行为，挖掘传统造物思想的现实意义，将其用现代语言表达，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找回民族身份。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有深层

次的文化意义。近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跃居世界前列，但文化发展滞后，究其原因就

在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还有待加强。以传统造物思想为载体探析服装设计方法，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6. 结语 

借鉴我国传统造物思想并将其转化为现代服装设计方法，一方面需要继承传统造物思想的精髓，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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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还需要运用现代设计手段、设计材质与之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整合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建立

起协调统一的思维方式以及处理各种矛盾关系的方法。要真正将传统造物观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设计方

法，还需要进行详细的和长期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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