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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中功能和情感平衡的方法

帅敏 沈雷
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 无锡  

摘  要  讨论了在服装设计中使功能和情感达到平衡的方法 ∀在服装设计风格多元化和多极化的时代 服装的功

能与情感是服装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装在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御寒保暖功能的同时 同样也起到装饰和美化

人体的作用 ∀现代服装既要有很好的穿着功能 又要能满足人们追求美的心理 ∀一件成功的设计作品 必定要使

两者关系达到一定的平衡 ∀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使服装设计更为完善 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则

要求设计师有较强的能力和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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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帅敏   女 汉 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理论及应用 ∀

  服装设计具有两种不同目的 一种是为服装的

穿着功能而设计 另一种是为满足对服装的审美情

感而设计 ∀服装的功能主要是指实用功能 是人们

通过感觉器官的体验来评价服装在不同环境下满足

人体生理需要的功能 ∀服装的情感主要是指艺术审

美情感 是人们通过心理的体验和社会的评价来满

足对美与个性的本能追求的情感 ∀

1  原始服装的功能与情感

原始服装一开始仅仅是自然的 !随机形成的皮

和裙 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实际的物质需要 ∀但在原

始部落里产生的奇怪的 !不可思议的装饰 最初认为

是有实用功能的 而后来这些装饰则演变为部落的

一种标志或象征 ∀这里的实用功能不仅表现为防寒

护体 同时也表现为护符 !标识等精神上的功能 而

这种表现在精神上的功能很接近于现在的艺术审美

情感 ∀

在最初时期 服装功能和情感的关系是混淆的 

而向现代服装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既非实用品 又非

艺术品或者既是实用品 又是艺术品≈ 0的过渡时

期 ∀虽然这一时期服装功能与情感的概念不能完全

等同于现在 但已经可以明确地看出 它们往往是同

时存在于服装这个统一体当中 在这个特定的时期

里服装功能与情感之间的包容性和渗透性特别突

出 形成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局面 ∀



2  设计大师作品中的功能与情感

  时装形成之后 出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设计大

师 这些大师的作品风格不一 有的偏向于实用功

能 有的则更注重艺术情感的表达 ∀

可可#夏奈尔是崇尚功能设计的大师 她以杜威

的真实即效用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思想依托 以沙利

文的形式服从功能的功能主义建筑设计思想为设计

依据 发表了若干两侧轮廓线平直 !松紧程度适宜 !

装饰简练 !极为注重穿着功能的新式女装≈ ∀夏奈

尔崇尚易穿而生动的风貌成就了今天/如果你不知

道穿什么 那就穿夏奈尔0这句名言 ∀图 为 

年巴黎春夏时装发布会上的一件经典的夏奈尔套

装 ∀款式简洁大方 承袭了夏奈尔崇尚实用的作风 ∀

与可可#夏奈尔相对的克里斯汀#迪奥一直是奢

华和崇尚服装情感的代表 ∀一如他所推出的/新风

貌0 是一种裙长及小腿 臀部加垫 收腰 短装上衣

肩部加软垫的款式 ∀这个/新风貌0在功能上不如夏

奈尔所设计的服装来得自然 便于活动 但是却满足

了战后西方女性渴望重塑女性魅力的心理 是符合

当时审美取向的 ∀图 为 年巴黎秋冬时装发

布会上的一件迪奥女装 ∀奢华而又隆重 透明面料 

爱德华风格的繁复装饰都表达着极为浓重的服装

情感 ∀

图 1  夏奈尔套装
 

图 2  迪奥的奢华设计
 

无论是夏奈尔的经典套装还是迪奥的 / 新风

貌0 它们的流行证明了大众的接受和喜爱 至少在

当时这两种服装设计思路在某种程度上都达到了功

能与情感的平衡 ∀这说明服装的情感与功能不仅仅

是独立存在的 也是相互依存的 同时受制于社会 !

文化 !经济等条件 ∀

3  职业装的功能与情感

  职业装是功能和情感延伸达到平衡的典范 ∀一

方面借助情感设计完善了功能设计 另一方面情感

设计也依托于功能设计背后的技术力量支持 ∀ /实

用就是美≈0这句话明确表明了功能与情感往往是

同时存在于服装中 两者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

不同职业的人因工作内容 !环境 !性质的不同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树立企业形象等一系列的实际

需要 在工作时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着装环境≈ ∀这

说明职业装的设计有很明显的目的性 因此必需将

实用功能放在首位 ∀例如饭店工作人员的制服要考

虑服装面料的易洗功能 医护人员的制服则往往采

用松身型 在关键活动部位都需有一定的宽松度 ∀

这些都是为了方便穿着者的职业要求 充分体现服

装的功能性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尤其需

要依托高科技提升职业装的功能 ∀同时 在服装中

运用流行元素 借助艺术情感设计来美化穿着者 一

方面能增添功能中的美感 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突

出行业精神 ∀

4  服装功能和情感达到平衡的方法

  在服装设计中使功能和情感达到平衡 要紧密

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制作 不仅要考虑服装最

基本的三要素 面料 !款式和色彩 还要考虑经济 !文

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

411  把握整体风格

功能和情感的平衡首先应当把握服装设计的整

体风格 体现出和谐美 !艺术美 ∀服装的款式 !色彩 !

材质 !配饰 要形成整体的 !充满魅力的外形效果 能

在瞬间传达设计的总体特征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达

到见物生情 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

年纽约时装周上 设计师们把握复古风

格 !浪漫主义风格 !古典主义风格等在当今服装界的

流行 发表了一系列代表着怀旧记忆的蓬蓬裙 见

图  ∀过去呈现圆裙形态腰间打细褶的蓬蓬裙发展

至今已变成了/实用版0的现代蓬蓬裙 ) ) ) 字型展

开的大圆裙 短则及膝 长及小腿肚 ∀这种翻新的蓬

蓬裙可以随意搭配西装式外套 !连身可爱小洋装 或

是简单轻松的运动外套 成为一股街头新浪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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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反映服饰文化

功能和情感的平衡还要反映出服饰文化的时尚

主题 ∀服装设计的多样性决定了服装要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人们生活的品位和文化生活方式 也就形成

了每一个时期的服装文化观 ∀郭沫若同志说 /衣裳

是文化的表征 衣裳是思想的形象 ∀0也就是说 进入

文明时代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把服饰看成是一种文化

现象 并且作为文化的服饰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

进步 不同时代的服饰文化总是反映着那个时代的

精神面貌 ∀服装设计功能与情感的平衡应主动关心

和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 体现时代的主题

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时尚追求 ∀两者的平衡既要从自

然界 !历史和传统中去寻找温馨的人情味 又要借助

现代高科技的手段 用前瞻的视野来表现对未来世

界的无限畅想 ∀只有对多种的审美意向持有高度的

敏感性 与时代主题和人们的文化生活相和谐≈
才

能使服装的功能和情感达到平衡 创作出既令人惊

喜又耐人寻味的作品 ∀

413  强调/以人为本0

功能和情感的平衡还在于强调服装 !形象 !气质

的和谐 ∀服装最终还是要通过人来表现其完整性 

为此服装的功能与情感平衡总是要强调 / 以人为

本≈0 ∀这就是说服装要与个人形象 !气质之间达到

和谐 做到衣 !形 !人合一≈
体现人的个性和素养 ∀

服装功能与情感的平衡在于其风格独特而自然 既

能关注到人们的生活 又能反映出服装艺术和服装

文化的内在含义 体现出服装款式 !色彩 !材质 !配饰

之间的完好搭配 ∀意大利服装设计师阿玛尼十分注

重生活的品位 善于挖掘吸引人的年轻元素 成功地

将无拘无束的风格应用在休闲运动服的设计中 使

得 品牌经久不衰 充满活力 ∀图 为阿玛尼

在 年米兰春夏时装周上发布的时装 他将上世

纪 年代崛起的男装女穿风气加以改良 使其摆脱

俗气 展现温柔中不失干练的独特风格 ∀

图 3  现代实用版蓬蓬裙  
图 4  阿玛尼的休闲都市风格

 

5  结束语

  服装作为一种实用型的商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 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在满足最起码的服用功能

时 也可以让人产生精神上的联想 !共鸣之类的审美

体验 ∀在服装最基本的功能之后 人们总能探寻出

很多服装以外的东西 诸如社会心态 !社会思潮 !时

代变迁 !地域文化 !风俗民情 ∀

  社会已经高度发展 物质文化空前繁荣 ∀对于

服装的要求 早已不再局限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

存需要 而更多地追求服装的情感表达 ∀服饰已经

成为一种不断成熟的文化现象 ∀服装的功能和情感

不是绝对对立和独立的 它们是相互存在于对方之

中的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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