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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设计教育的发展不可谓不红火，能办的学校都办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客观地说是促进了中国设计的向前发展，人多力量大，不发展都不行；但凭这种批量生产的设计师，
是否真的达到了预期的设想？
我们只需看看市面上流行的大量粗制滥造的设计产品（作品），似乎可以做一些反思——设计究竟是
什么？
是绘出漂亮的效果图？
或是满足客户要求的折中设计？
或是翻翻资料做些改良，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设计？
我们从各式各样的设计教材和课程设置上几乎都可以找到答案。
即便引导学生的师傅虽可称各怀绝技，但拿出来的菜单佐料都一样，口味又相去何远？
　　其实设计就是感触生活，是创造一个真实物件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条信息、一篇文章或一张效
果图：是实实在在地联系着现实的概念，是关联着行业和人的精神。
我们可以把粗制滥造归因于制造业、工程的施工等，但人们对设计的评价不是图纸，而是设计的结果
，是产品。
为了我们的公民不致被酸果弄得龇牙咧嘴，果树尚且要疏枝疏果，设计产品作为心血果实怎能不精耕
细作？
　　中国设计业的发展，要摆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的现状，要形成中国的设计风格与文化，需要改
变中国设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浮躁之风，因为设计就是一门诚实的劳作，需要树立至善至美的设计理
念与工作态度。
罗素曾说过：“中国人不同于日本人，他们希望从我们这儿学习的不是那些带来财富或增强国力性的
东西，而更多的是具有伦理和社会价值的东西，或者是纯学术性的东西。
”的确，中国人从一开始向西方学习时，就不像日本人那样是从实用性着手的，而是显得比较虚无或
浪漫，或者再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从“道”入手，而不是从“术”入手。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早期在向西方学习时较中国卓有成效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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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的今天，东西方文化碰撞非常激烈，反映在服装界，一是服装的国际化特征和地域性特征共存
，二是服装设计师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中挖掘灵感，对民族风格作出新的诠释，这种新的诠
释包括对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和对异域服饰文化的挖掘和整理而运用于设计中,最终形成的新样式。
　　该教材即是探讨对作为服装设计灵感之一的民族服饰语言的借鉴方法，给学生提供一个可操作的
设计路线，用具体的可视的图例给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经历一个从对民族服饰文化解读到收集素材
再到创作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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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服饰文化解读　　传统与时尚，是时尚界既新又老的话题，时装从20世纪初走到今
天，不断的变化翻新成为其显著特点。
各个品牌的服装设计师在为各自的服装风格寻找设计灵感的时候，总希望捕捉一切能带来新的设计灵
感的感觉、幻象和事物（包括生活环境、现实社会、科技成果、艺术现象、历史民族服饰等）。
即使把眼光转移到过去，也是时有发生的事，即从民族历史服饰中寻找一些启示。
从20世纪初波阿莱、埃尔蒂开始从东方民族传统服装风格中吸取灵感；到六七十年代服装界认识到各
民族传统服饰所体现出的不同内涵，而呈现出的传统与时尚价值；再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
民族风格在服装、配饰、家居和旅游产品等设计中的涌现，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时代的脚步从来
都是裹着历史的风尘而一刻不停地向前迈进。
民族传统服饰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文化不尽相同，当我们关注它时，它所带来的历史
的联想和差异性的文化的联想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也是文化多元化一个不可忽视的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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