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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的推进，我国的形象设计业也随着全球的形象设计热而热起
来，短短几年已呈普及之势。
2004年8月20日，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形象设计师职业，使从事人物形象设计的设计师正式
成为我国社会中的新职业。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行业的发展逐步进入深层次的发展阶段，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剧增，加之关
于举办职业高等教育政策的推波助澜，我国部分大专院校陆续开设形象设计专业，成为我国近几年发
展速度最快的热门专业之一。
据统计，迄今为止，国内陆续开设形象设计专业（系）的大专院校已有近百所。
为此，我们感到无限欣慰。
但是，任何事物超速度的发展如果没有充实的营养补充，没有科学的指导和规范就会适得其反。
由于经验不足和一些历史原因，许多院校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方针及教学方法上，还都存在
着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尤其是专业教材的不规范性和不系统性对形象设计的曲解，直接阻碍了形象设计专业的教学和行业的
发展。
如何解决形象设计专业教材的不规范性和不系统性，是我们每一个形象设计教育工作者需要身体力行
扎扎实实去做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个想法，我们编写了高等院校人物形象设计专业一《服饰设计与形象塑造》作为其中的一
本，紧紧围绕形象设计专业特点，系统地阐述了服饰设计的基础知识、方法、造型、色彩、配饰、专
题设计以及与化妆造型、形象塑造的关系及应用等。
在知识上力求概念清晰明确、简明扼要，结构层次清晰，图文并茂，涵盖面广，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
，可对服饰设计与形象塑造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与认知。
本书由海口经济学院艺术学院周生力主编，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朱琴、湖北科技职业学院安婷婷任
副主编，海南大学钟恒，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王可亲、何娟、肖慧，海口经济学院陈枋、任鸿
等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
许鹏、张清心、隋淑倩、李迪、张振等同志在编写工作中也积极参与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在此一并
表示感谢。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的论文、专著及图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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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紧围绕形象设计专业特点，系统地阐述了服饰设计的基础知识、方法、造型、色彩、配饰、专
题设计以及与化妆造型、形象塑造的关系及应用等。
在知识上力求概念清晰明确、简明扼要，结构层次清晰，图文并茂，涵养面广，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
，可对服饰设计与形象塑造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与认知。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服装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从业人员及大众
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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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何人（who）由于每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文化修养、气质特征、社会地位、职业范围以及
经济条件不同，对服装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2）何时（when）一般分两种情况：一是指穿着的季节，即春夏秋冬；二是指一天中的白天或夜晚
，白天有晨礼服、午后礼服，晚上有晚礼服等。
（3）何地（where）主要是指场地和环境，场所主要是指车间、办公室、宴会厅、商店等，环境主要
是指地理环境、南方、北方等。
（4）为何（why）穿着的目的和用途不同，对服装的要求自然不一样，如宾馆制服、接待外宾、出外
旅游等，在穿着打扮上就要分别对待。
（5）穿什么（what）说到底，大多数公开场合下，服装并不是为自己穿的，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以期满足被认同被爱的心理需要。
在考虑以上五个条件的基础上，还要考虑色彩、面料、纹样、造型、工艺、配件、辅料、价格等因素
，再加上设计师的个性及天赋，才能设计出出色的、成功的作品。
T.P.O三个字母分别代表Time（时间）、Place（场合、环境）、Obiect（主体、着装者）。
（1）T（时间）不同的气候条件对服装的设计提出不同的要求，服装的造型、面料的选择、装饰手法
甚至艺术气氛的塑造都要受到时间的影响和限制。
同时一些特别的时刻对服装设计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例如毕业典礼、结婚庆典等。
服装行业还是一个不断追求时尚和流行的行业，服装设计应具有超前的意识，把握流行的趋势，引导
人们的消费倾向。
（2）P（场合、环境）人在生活中要经常处于不同的环境和场合，均需要有相应的服装来适合这不同
的环境。
服装设计要考虑到不同场所中人们着装的需求与爱好，以及一定场合中礼仪和习俗的要求。
一件晚礼服与一件运动服的设计是迥然不同的，晚礼服的设计要符合华丽的交际场所这一环境的礼仪
要求（如图1.1-19、图1-1-20）运动服的设计必须是轻巧合体且适合在运动场所运动的需求。
一件优秀的服装只有与环境的完美结合，充分利用环境因素，才能在背景的衬托下更具魅力。
（3）O（主体、着装者）人是服装设计的中心，在进行设计前我们要对人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归类
，才能使人们的设计具有针对性和定位性。
服装设计应对不同地区、不同性别和年龄层的人体形态特征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并对人体工程学方面
的基础知识加以了解，以便设计出科学、合体的服装。
从人的个体来说，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个性与修养、艺术品位以及经济能力等因素都影响到
个体对服装的选择，设计中也应针对个体的特征确定设计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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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服饰设计与形象塑造》：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教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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