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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装材料是服装设计师进行创作的物质载体，在服装款式日益趋向多元化、个性化的今天，一门介于
服装材料与服装设计之间的材料再造课程就应运而生了。
服装材料再造课程教学的目的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服装设计和满
足人们个性化的需求。
服装材料运用与探索课程，是要求学生探求服装材料的缝合、印染、综合处理相结合的可能性，以激
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力；通过学习服装材料学、传统手工技能与现代材料的综合运用知识，从而培养
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他们在服装设计中对于材料再设计、材料应用与款式搭
配方面能够游刃有余。
材料再造是将现有的工业生产面料进行改造，通过解构重组，重塑材料的肌理效果。
它往往能打破常规，创造新奇，因而使服装在材料运用上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空间，使之具有很强的视
觉冲击力和震撼力。
与此同时，还应不断充实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的流行趋势预测的知识，学习与掌握纺织面料专业，利
用材料学的染色、组织结构等理论与技术，根据不同面料的特性和后处理技工j，采用褪染、抽纱、压
烫、扎、挤等方法将现有材料进行重新设计。
通过这些不同的艺术与技术的表现手法，有意识、有目的地改变面料外形的同时，有助于开阔服装设
计思路。
采取模拟、仿生的手法，都是灵感的来源。
因此在设计构思上不仅要有独特之处，而且在表现形式和制作上要追求完美精致。
要根据设计主体着意表现材质的光滑与粗糙、凹与凸、轻与重、薄与厚等肌理效果。
对材料的肌理、质地进行再创造设计，其构思往往是从服装风格的主体要求展开的，因此确定主体风
格尤为重要。
如：自然朴素的服装风格，材质设计多采用棉、麻、丝材料；浪漫风情服装在材质上采用轻、薄或透
的纱、蕾丝、花边；高温压褶材料具有强烈的质感效果，增强服装的立体感，将建筑、雕塑和哲学的
精神蕴涵其中；前卫风格的服装在材质上则利用金属、塑料等非纺织材料的反光和光泽，以体现出神
秘和梦幻的效果；叛逆风格的服装在材质上则采用重新组合。
一旦构思确定就应转向面料的再创造设计方法这一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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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材质设计与服装造型的结合，其美感是否协调，是材料再创造的终极目的。
材质不仅是服装造型的基础，也是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
处理好不同材料质感和肌理感的面料与服装造型的关系，使之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使款式与材质协
调统一。
因此，再造面料用在什么款式上、什么地方、至关重要；这也是整个教学的重要部分。
　　服装材料的再创造，是现代服装设计的精髓所在，它传达的是一种理念、一种感觉，通过对服装
材料的再创造性思维方式的练习，独立地思考、探索和创新。
对面料的特殊性和可创新性有了更深的了解，有助于将各种不同材质的面料巧妙地配置运用，使服装
与面料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要求亦越来越高，服装材料成为人们选购服装的重要因素。
当一种新型服装面料出现时就会掀起一轮新的服装潮流。
有了新的材料，才会有新的服装；同时新的服装潮流又会刺激新材料的产生。
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服装材料再设计的前提，是必须真正认识服装材料，正确选择服装材料和合理自如地运用服装材
料，以及各种不同材质的再设计。
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接触材料实物，收集各种材料，感受不同材料的质地
和特性，在鉴别、选择和运用材料以及在实际设计和制作的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的体会。
这就是本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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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服装材料基础随着社会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各种服装材料相继问世，并始终与服装的发
展相互促进。
服装材料是服装构成的基础，它的设计、生产、运用充分体现了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当今，新型服装材料的诞生，促使服装行业目益繁荣。
同时也促使服装材料进一步更新、完善，以满足人类对服装穿着、服装文化、服装艺术的多层次需求
。
一、服装材料的概念及纤维的分类服装材料是指构成服装的所有用料。
服装是指人体的着装状态，它不仅包括穿着于身体的衣、裤、裙，也包括穿戴于头部、颈部、手部、
脚部的帽子、围巾、手套、鞋、袜等，还包括领带、腰带等。
众所周知，服装色彩、款式造型和服装材料是构成服装的三要素。
服装色彩和材料直接由所选用的服装面料来体现，服装款式造型则需依靠服装材料的特性来保证。
因此，服装材料是服装的基础。
（一）服装材料的分类根据一种材料在服装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可将服装材料分为面料和辅料
两大类。
1．面料面料是指构成服装主体的基本用料和主要用料，对服装的造型、色彩、功能起主要作用；一
般指服装最外层的材料，如风衣、T恤、裙子、衬衫、牛仔裤等所用的布料。
2．辅料构成服装时，除面料以外的所有用料都称为辅料，它起着辅助作用。
辅料包括：里料、衬料、垫料、填充料、缝纫线、纽扣、花边等。
它们在服装的构成中分别起到衬托、保暖、缝合、扣紧、装饰等辅助作用，是服装构成所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二）材质与品种的分类根据材质和品种的组成，可将服装材料分为纺织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他制
品。
具体分类如下：1．纺织制品纤维类：棉、麻、丝、毛、粘胶、涤纶、锦纶、腈纶等纤维；线类：机
织用纱、针织用纱、缝纫线、编织用线；绳带类：扣紧绳带、装饰绳带；织物类：各种纤维组织、加
工的机织物、针织物、非织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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