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 评 《现代服装设计文化学》

服装是传统与时尚的媒介，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环境 

下 服 装 承 载 着 东 方 文 化 与 西 方 文 化 的 碰 撞 。服装设计师 

在进行服装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时间维度的差异， 

更 要 处 理 空 间 维 度 的 冲 突 ，跨 越 时 空 的 审 美 情 趣 ，创造 

出 满 足 全 球 审 美 情 趣 又 富 有 文 化 底 蕴 的 服 装 潮 流 。可以 

看 出 ，服 装 设 计 与 文 化 之 间 有 着 密 不 可 分 的 关 系 ，而我 

国 是 一 个 传 统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的 国 家 ，在进行服装设计的 

过 程 中 更 加 应 该 积 极 借 鉴 参 考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文 化 ，让 

服 装 成 为 继 承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的 载 体 。我国现代服装业 

日新月异，现代服 装 设 计 理 念 的 发 展 同 样 要 紧 跟 时 代 的  

步 伐 ，顺 应 潮 流 。 《现 代 服 装 设 计 文 化 学 》重点分析了 

现 代 服 装 设 计 在 社 会 政 治 、经 济 、历 史 、文化等背景的 

影 响 下 ，从 哲 学 、美 学 、社 会 心 理 学 、艺术学以及与服 

装 相 关 的 边 缘 学 科 人 体 工 程 学 和 卫 生 学 等 的 综 合 角 度 进  

行 论 述 和 研 究 。该 书 共 分 六 章 ，介 绍 了服装设计历史发 

展过程和东西方服饰文化的比较，分析服装设计的目的、 

内 在 因 素 和 变 迁 规 律 。该 书 理 论 基 础 详 实 ，案 例 丰 富 ， 

对 于 探 索 现 代 服 装 设 计 与 文 化 之 间 的 关 系 有 着 重 要 的 参  

考作 用 。

《现代服装设计文化学》一书中 指 出 ，文化是文明的 

沉 淀 ，是 历 史 的 见 证 ，我 国 传 统 文 化 资 源 十 分 丰 富 ，不 

同 地 域 的 文 化 特 色 千 差 万 别 、缤 纷 多 姿 。地域文化的形 

成 是 长 时 间 过 程 的 结 果 ，地域文化又可以演变为城市文 

化 ，成 为 城 市 历 史 演 变 的 见 证 。每一个城市的文化都具 

有 特 殊 含 义 ，是 城 市 文 化 发 展 到 一定 程 度 的 表 现 ，是反 

映 城 市 社 会 生 活 、经 济 环 境 的 载 体 。从不同角度来观察 

分 析 人 类 创 造 的 各 类 实 践 活 动 时 ，大量的城市文化都蕴 

藏 其 中 。在服装设计中如何表达 独 特 的 城 市 文 化 不 仅 要  

理 解 城 市 文 化 的 实 质 意 蕴 ，同时还需要善于对文化进行 

借 鉴 与 转 化 ，通 过 城 市文化来展现服装设计作品的精神 

面 貌 。城 市 文 化 丰 富 多 彩 ，形 式 多 样 ，主要可以分为外 

在 表 象 与 内 在 本 质 两 大 范 畴 ，不论是外在的表象亦或是 

内 在 的 本 质 都 可 以 成 为 传 递 城 市 文 化 的 重 要 素 材 。城市 

文 化 的 外 在 表 象 就 是 视 觉 造 型 元 素 中 显 性 符 号 化 体 验 ， 

例如色彩、图案 、材质等，其具有一定的直观识别作用。

城市文化的本质是地域文化、地 域风貌、地域精神， 

是 一 种 非 视 觉 的 符 号 ，主 要 表 现 形 式 有 风 俗 习 惯 、生活 

态 度 、宗 教 信 仰 等 ，均 为 隐 性 符 号 。而在服装设计中必 

须 要 通 过 有 形 的 、直 观 的 载 体 ，通过设计的形式展现出 

来 ，因 此 ，将城市文化运用在服装设计中必须要提炼出 

城市文化的符号，才能够将其具象地运用在服装设计中。

《现 代 服 装 设 计 文 化 学 》认 为 ，城市文化符号形态首先 

要 针 对 城 市 文 化 的 主 体 形 态 进 行 提 炼 ，其中包括颜色的 

提 炼 与 形 体 的 提 炼 。例 如 ，以重庆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

运 用为例，重庆的饮食文化以火 

锅最为著名，如何突出重庆的城 

市文化特质则需要对火锅餐具以 

及麻辣的味觉进行提炼，在提炼 

过程中明确文化符号所具备的性 

能 ，要符合直观传达的要求，让 

人 们 可 以 一 目 了 然 地 得 知 服 装 设 计 的 主 题 。可以选择火 

锅 用 餐 中 的 器 皿 来 作 为 城 市 文 化 符 号 ，将其作为服装中 

的 纽 扣 ，使 得 服 装 更 加 具 有 重 庆 特 色 。突出重庆火锅文 

化的服装设计色彩选 择 上 还 可 以 以 火 锅 锅 底 的 麻 辣 锅 底  

和 三 鲜 锅 底 的 红 色 和 白 色 作 为 色 彩 搭 配 ，让服装更具活 

力 色 彩 。例 如 ，以 北 京 文 化 在 服 装 设 计 中 的 运 用 为 例 ， 

可 以 选 择 北 京 文 化 中 经 典 的 饮 食 文 化 、建 筑 文 化 、戏曲 

文 化 等 将 其 运 用 在 服 装 设 计 中 。在服装设计中可以将京 

剧 脸 谱 作 为 图 案 运 用 到 服 装 设 计 中 ，直接将京剧移植到 

服 装 设 计 中 ，直 观 突 出 北 京 的 戏 曲 文 化 。又 例 如 ，以杭 

州 文 化 在 服 装 设 计 中 的 运 用 为 例 ，可以选择杭州文化中 

的 独 特 色 彩 运 用 到 服 装 设 计 中 。城市文化中色彩是十分 

重 要 的 构 成 部 分 ，杭州的色彩审美早在宋朝已经奠定了 

基 础 。宋代儒学复兴使得杭 州 审 美 情 趣 偏 好 清 淡 素 雅 的  

中 低 明 度 纯 度 色 彩 ，注 重 和 谐 统 一 ，色彩主要集中在蓝 

色 、绿 色 、紫 色 等 冷 色 调 区 域 。杭 州 市 民 偏 好 黑 、白 、 

灰 等 色 彩 的 服 装 ，即使需要选择其他颜色也会选择明度 

和 纯 度 相 对 较 低 的 彩 色 ，往往会通过装饰配件等细节融 

入 小 面 积 的 彩 色 。江 南 布 衣 是 杭 州 本 土 服 装 品 牌 ，该品 

牌 服 装 色 彩 以 自 然 为 主 ，将 杭州文化中朴素淡雅的色彩 

文 化 表 现 得 生 动 形 象 ，可 以 通 过 江 南 布衣的服装来领略 

杭 州 文 化 的 底 蕴 ，感 受 江 南 自 然 的 素 雅 气 息 。江南布衣 

这 一 服 装 品 牌 的 色 彩 选 择 充 分 反 映 了 杭 州 地 区 服 装 色 彩  

的区域'性与文化性。

总的来说，城市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方法十分广 

泛 ，城 市 文 化 资 源 也 十 分 丰 富 ，更加证实了艺术设计无 

所 不 在 的 理 论 。在 服 装设计过程中服装设计师要着眼于 

城 市 文 化 的 提 炼 ，累 积 丰 富 的 服 装 设 计 素 材 ，这样不仅 

能 够 使 得 服 装 设 计 作 品 文 化 内 涵 更 深 厚 ，同时还可以继 

承和发扬城市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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