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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服装设计共生美学观

崔荣荣 高卫东
江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 无锡  

摘  要  介绍共生方法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分析共生美学的内涵特征是客观 !科学和辨证的 ∀服装设计共生美学

观的核心理念是把辨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用于服装设计美学 是对服装文化和历史的继承与创新 历史与未来 !民

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融 是科学与艺术等对立面的统一与共生 其表现性和再现性 !艺术性和技术性以及品调性

等方面的辨证互动共融的共生美学构成特性是现代服装设计美学的理论精髓 对现代服装设计具有很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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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生0一词源于希腊语 早在 世纪中叶就已

提出 ∀共生的概念首先是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

  在 年提出的 定义为不同种属

生活在一起 ∀ 5现代汉语词典6的解释是 种不同

的生物生活在一起 相依生存 对彼此都有利 这种

生活方式叫做共生 ∀

共生理论和方法在 世纪中叶以来开始应用

于社会领域 在医学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已不把药

物治疗放在绝对的位置 把精神 !心理的调治作为一

种共进的医疗手段 ∀共生方法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

用 首先体现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 人与人

之间 人与物之间已经结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

体 ∀在此基础上 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种

共生方法的理论来设计社会生产体系 强调社会生

产体系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与关系 ∀

1  共生美学观的内涵

共生美学观就是科学 !系统地分析客观存在的

多种美学观的方法 即对古典主义的再现性和现代

主义的表现性之间的矛盾 !统一的辨证关系的认识 ∀

首先 共生美学观是唯物的美学观 著名艺术家柳冠

中认为/共生美学观承认不同社会和不同民族在不

同生产力 !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持不同美学观的客观



性与历史的必然性 如同一切事物无不具有多重性 !

多向性 !多元性一样 各种因素相互依存 !互为补充 

在矛盾中趋于统一 !在统一中展现矛盾 达到新的 !

更高层次的统一 ∀0≈

其次 共生美学观是辨证的 ∀柳冠中认为/共生

美学观以立足现在 !规划未来为目的继承传统 达到

更高层次的人性复归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反对

躺在传统象牙塔上 沉溺在祖先赐给的宝库中徘徊 

提倡表现美学观中革命的一面 对传统持分析态度 

推陈出新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越过前人观察思考的

−视平线. 抛弃在支流上−扎猛子. −找冷门. 玩弄技

巧的陋习 鼓励艺术家插上科学家的翅膀 戴上系统

论的望远镜综观历史长河中的渊源和峰谷 ∀0≈

2  共生美学与服装设计艺术的渊源

共生美学观与服装设计艺术有着很深的渊源 

设计艺术是生命的一种形式 审美是人性的外化表

现 艺术与审美实际上是人与自然 !社会 !生活的矛

盾的多层次的统一 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就是社

会与人的发展关系的积淀过程和将人的生理器官升

华为感知文化和文明的器官的过程 人类总是在人

与自然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反复实践 从中寻求能

够协调统一的途径和元素 从而激发设计艺术的生

命力即共生美的爆发 ∀因此 服装设计共生美学观

是积极的 有创造性的 !多次元的哲学艺术观 ∀

服装设计共生美学观的核心理念是把辨证法和

唯物主义观点用于服装设计与文化和历史的继承与

创新 !历史与未来 !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融 !科

学与艺术等对立面的统一 对于设计视觉表现形式

之间的规则体现在服装的适应性与矛盾性 !多样性

与个别性 !繁复性与简约性 !复杂性与单纯性 !统一

性与对比性 !协调性与冲突性等等具有对立面元素

的共融 ∀因此 服装设计共生美学观具有辨证唯物

主义共生美学观的内涵和外延特征 ∀

3  服饰共生美学观的再现性和表现性

设计艺术的再现性和表现性的交互是设计师对

于视觉刺激的积极反应 其具有  个方面的渐进

含义 ∀

再现性是对客观的对待传统审美形态和表现

对象的审美规律 塑造物体应具备的了解对象的一

些基本规律 如比例 !透视 !立体观念 !结构等等 ∀在

服装设计中再现的是服装在客观世界中被设计者所

描绘的具体视觉形态 也是设计者对自然生活的再

现造型表达 是直接形式的仿生设计 是形象的仿

生 力求以最大限度真实记录和描绘生活中实际的

形象 其设计风格生动活泼 !直观明朗 ∀如燕尾服 !

喇叭裙及蝙蝠衫等造型即是形象仿生设计在服装设

计中的直观体现 ∀

设计艺术的表现性是设计艺术表现主观的主

体审美情感 ∀艺术表现论认为 艺术起源于情感的

表现 艺术的本质也在于情感的表现 ∀它是设计者

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而产生的感情体验及由此而迸发

的创作热情 !激情和冲动 ∀服装设计同样是以人为

主体的造型和装饰艺术 ∀同样以仿生设计为例 这

是另外一种仿生形式 ) ) ) 间接仿生 更多的是概括

自然形态和人造自然形态 它虽不完全直观地反映

自然形态的表层内容 但能深入到自然形态的本质

和规律 ∀直接形式的仿生呈现为对自然界偶然 !随

机的自由形的模拟 注重外在的结构设计和刻画 间

接形式的仿生正好相反 是对自由 !随意形的再塑

造 它更注重塑造新形态的过程 ∀因此 它的内在意

蕴和表现力在再塑造的过程中 由于设计者或艺术

家的感情和爱好等元素的介入而变得更丰富和富有

情趣 这种仿生设计是现代服装设计中常用的表现

方法 主要就是由抽象和意象形态构成 ∀比如说 抽

象仿生设计是以大自然之造型作为形式造型之源

泉 从细密的 !具体的 !形象的形状逐渐演变成为单

纯的 !抽象的 !富有理性的形状 然后采用联想 !创新

的思维来运用于服装设计的各个要素中的构想 ∀就

典型的抽象仿生设计而言 其造型是从自然形态中

提炼的一种不对称形态 以此再塑造出新的 !简洁的

几何型 抽象 !概括的形态 这些形态既能衬托出着

装者的高贵气质 又能体现时代的艺术背景 是深入

到对象物体内部充分分析并理解其本质 进而上升

到精神境界的艺术 是对生活的认识和情感的抒发 

是一种可以用以创造性地表现意念 !自主意识及发

挥创作者思想感情的手段 也就是人为状态的/再造

型0≈ ∀因此 由主观写实性和客观抽象性结合描绘

的物体形象 更能够准确深入地表达客体的形态 !结

构和空间关系 形式上更趋于情绪化 !意境化和表

现化 ∀

在服装设计共生美学观中 再现性和表现性不

是对立的 是互相融合的 再现中有表现 表现中有

再现 二者既是矛盾又是统一的 表现的形式不一

样 但是二者结合表现的目的是一致的 ) ) ) 服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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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审美深邃的文化意韵的表达 ∀

4  服装设计共生美学的构成

411  服装设计中艺术与技术的共生
服装设计美学是以着装者作为审美主体 把设

计构思 !灵感 !方法通过视觉形态表现出来的艺术作

品作为审美客体 ∀首先是感受到服饰整体的艺术设

计风格 然后是表现它的文化价值和艺术内涵 二者

综合折射出的是服饰独特的符号化审美艺术语言 ∀

这独特的符号化审美艺术语言是由服装技术美与艺

术美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融合所决定的 是表现形态

层面上的共生 ∀

艺术美源于创造性的表现形式和方法 是体现

以人为主体对象的创造 是以创作思维和社会文化

背景为纽带 以空间概念为创造媒体 以造型 !色彩

和结构形态为传达方式 综合创造了服装的二维或

三维空间状态下的艺术表现语言和审美规律 ∀创造

性始终贯穿于整个服饰设计视觉形式语言的塑造过

程中 ∀首先 创造性来源于从观察到灵感和悟性的

形成 ∀马蒂斯曾说过 观察本身是一种创造性工作 

是费力气的 ∀人们日常生活所观察到的一切 或多

或少都会受到后天习惯观念的影响而变形 ∀这一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更为明显 很多招贴画以及杂

志每天都向人们展现着大批现成的形象 这些形象

之于眼睛如同偏见之于心灵一般 ∀准确无误地观察

事物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 服装设计的创造思维包括

设计者的设计审美潜在的理想趋向 !创作构思 采用

的方法是联想 !想象和象征 其次 从形体结构的塑

造到由此抒发设计者的感受 !理念 !情感 !个性 !风

格 !创意等无不是创造的构成范围 创造采用的方法

也是多元化的 一般有风格设计 !移情设计 !仿生设

计 !主题设计等等 ∀吴家骅认为 /个性和独创性是

永远要讲的 因为它们是设计艺术的灵魂 ∀0≈可以

说 好的 !新颖的 !具有独创性的构思是创造服饰艺

术美的根本要素 ∀

技术美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李泽厚在5美

学四讲6中对科技美的论述非常精辟 技术美不是美

的本质的直接披露 ∀美之所以是自然的形式 不也

正是通过技术来消除目的性与规律性的对峙 以达

到从心所欲 恢恢乎游刃有余吗 庖丁解牛是古代

个人的故事 现代科技工艺不正是整个人类将要处

在或正在追求的这种自由的王国吗 服饰设计艺术

以自然的形式为基础 以科学技术来表现设计细节

的文化价值 最终追求的是形式和规律的统一 !造型

和细节的融合以及设计文化的个性诠释 ∀

因此 现代服装艺术美的前提是建立在现代科

技和现代工艺技术基础之上的 包含了自然艺术和

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时尚共融 古典浪漫艺术和现

代时尚美的共生 平面和立体几何线条与曲线美的

穿插 形象艺术与抽象符号语言的对比协调等等 共

同构成了艺术和技术互融共生的美学内涵 ∀

412  服装设计中美与用的共生
这是从功能性的角度阐述服装设计审美中的共

生关系 ∀人类最基本的服饰生理需求是能够护体 !

遮蔽 !保暖 这是低层次的消费美学 随着物质生活

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服饰的消费已经不能满足单

纯的基本生理需要 更多是体现服装的商品性和时

尚性的统一 ∀既然是商品 就要满足符合商品的基

本特性 实用功能性 !品质性 !价值性 !艺术性和文化

性 服装已经成为实用物品和艺术品相互交融的结

合 是一种文化消费的缩影 ∀因此 商品性与文化性

互相穿插交融影响着现代服装设计师的创作思维和

现代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服装的消费成为一种享受

型的消费 属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中高层次的消费

需要 ) ) ) 服装要穿得健康 !环保和舒适 要穿得好看

和漂亮 要讲究搭配和装饰艺术 要穿得有个性和文

化品位 ∀如服装设计中天然纤维面料的回归 大量

模仿自然肌理以期达到穿着舒适性和健康性的需

求 而采用大量珠翠等非服用材料装饰和传统的绣

贴镶滚工艺的运用是为了设计艺术美的个性需求 

二者的结合共同诠释现代服装设计审美内涵 ∀所以

说 /美的基本层次 好用的首先才是美的 第二层次

的/美用一体化0体现的是价值功能与装饰审美的统

一0≈ ∀这就是美与用的共生与互融关系在现代服

装设计审美中的表现 ∀

413  服装设计品调的共生
所谓品调 就是品位和格调的综合 ∀品位 是人

与生俱来或通过后天习得的审美品格和文化蕴含 

是艺术家艺术造诣 !文化修养 !审美情趣和艺术表现

力的生动体现 是人们对某种文明境界和文明素养

的执着追求 以及在这种追求下形成的习惯性行为

方式 使艺术作品具有了美学品格和思想情调 ∀选

择什么样的服装和穿着方式实际上也是在选择自己

的文化理念 古典 !浪漫 !休闲 !典雅 !随意 !前卫 !甜

美 !深沉等等 ∀因此 服装品位表达的是穿着者或创

作者的审美情趣 !艺术追求 !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的

自然流露 ∀格调则是针对创作对象表达个性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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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 表达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 是细微文化和时尚

的组合 格调可以反映出创作者或艺术家的情操 它

首先取决于创作立意 是生活中真 !善 !美与假 !恶 !

丑等因素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 ∀一般来讲 正确的

世界观 !积极的人生观 !健康的审美思想以及符合社

会的时尚趋势是表现格调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中国

艺术也一直十分强调作者的思想品质对创作的直接

影响 所谓有/人品不高 用墨无法0之说 即艺术作

品与人品 !与美与善等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上的影

响是分不开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品位是影响格调

的重要因素 从创作角度看 格调是作者思想境界和

艺术境界的最高体现 从欣赏角度看 格调是艺术批

评的重要的标准之一 ∀

所以说 品位更多的是表现人的要素 格调更多

的是体现作品本身 二者相辅相成 是主观要素和客

观要素之间的互融共生关系 服装设计体现的是人

本身 设计和搭配出有品位的服装并不是每位设计

师和穿着者都能够做得到的 也并不是越时尚的服

装就越有品位 只有设计出符合目标消费者个性特

征的 或者是穿出适合自己的服装才是有格调的 如

针对身材较胖的人可以通过深颜色 !竖线条纹路的

搭配来使身材显得苗条 通过色彩情感属性的运用

来表现穿着者的爱好和情趣等等 如此设计师将着

装者的兴趣 !爱好 !修养 !品位与个性渗透在设计作

品中 由此诠释的意蕴和情调与形式之间形成互融

共生关系 ∀而服装品调美就是品位和格调的综合 

是服装设计艺术与形态 !文化内涵的统一 是设计师

或穿着者的品位和透过形态折射的内容所显露的意

境共生展示出的格调和谐 ∀这是从文化角度来深入

解析服装设计艺术中内在的共生理念 ∀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雅俗共赏 ∀品位和格调都有

高低和雅俗之分 雅与俗是衡量服装设计审美品位

与格调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一件服装如果只是迎

合世俗的流行 那仅仅是满足于视觉刺激 这样的作

品就会被贬斥为庸俗浅薄 但如果在思想内容和艺

术内涵上能使公众乐于接受 这样的设计就会被誉

为格调高雅和富有品位的 才是真正具有审美情趣

和艺术境界的 因此 通常情况下流于视觉表面形态

的艺术被认为格调和品位不高 具有深邃文化内涵

和表面形态相统一的艺术被认为高雅和格调高的 ∀

而在现今文化消费的推动下 设计个性化和多元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 服装设计是商品也是艺术品 应当

满足人们对于个性品位和格调的追求 所以 传统的

品调标准已经不适应现代人个性化的需求 应当重

新审视品调美的衡量标准 ∀雅与俗往往是互动的 

设计师和消费者对审美 !品位 !格调 !什么是雅 !什么

是俗都有独到的理解 服装设计审美是在雅俗共赏

的平台上创造艺术性与商品性 !个性与共性的相互

穿插与共生共融 雅与俗的矛盾性 !混沌性和模糊性

的交融与共生提供了服装设计审美已进入多元化和

个性化时代的理论依据 ∀

5  结束语

服装设计是介于视觉艺术 !工程技术和审美文

化之间的共生性 !综合性以及实用性极强的学科门

类 因此 历史与现代的共生 !民族文化的共生 !古典

与现代美学观的共生 !自然与人类在发展中的和谐

与共生等等都是在对立中求统一 在矛盾中求协调 !

重叠 !交融 !综合 一起奠定了服装设计共生美学观

的基础 科学技术和视觉传达艺术的共生 !艺术与工

程的共生散发出服装设计艺术传统与创新的发展

方向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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