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艺术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一 一 评 《公 共 空 间 设 计 》

公共空间主要是指供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室内 

与 室 外 空 间 ，室 内 空 间 有 学 校 、图 书 馆 、餐 饮 场 所 、娱 

乐 场 所 等 ，室 外 空 间 有 街 道 、广 场 、公 园 等 。公共空间 

的 设 计 对 于 居 民 生 产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公共空间 

设 计 》一书是融合了公共空间设计的基本理论与工程实 

例 ，并综合当代公共 空 间 的 设 计 理 念 的 学 术 著 作 。该书 

从 公 共 空 间 的 概 念 人 手 ，对公共空间设计的原则和设计 

内容等予以论述。本 书 包 括 公 共 空 间 的 概 论 、发 展 、分 

类 以 及 公 共 空 间 设 计 的 原 则 、环 境 和 程 序 等 ，每章安排 

实 例 分 析 ，另 设 “小 贴 士 ”栏 目 ，补充公共空间设计的 

关 键 要 点 。总 的 来 说 ，本书将公共空间设计的基本理论 

与 工 程 实 例 相 结 合 ，融 入 当 代 公 共 空 间 的 设 计 理 念 ，每 

章 安 排 实 例 分 析 ，理 论 与 案 例 并 重 ，是一本公共空间设 

计 的 重 要 参 考 书 籍 。

《公 共 空 间 设 计 》一 书 提 出 ，公共空间设计包括公 

共 艺 术 设 计 ，而公共艺术即为在开放性的公共空间所进 

行 的 艺 术 设 计 以 及 相 对 应 的 环 境 设 计 。公共艺术设计的 

空间涵盖了广场、车 站 、机 场 、道路等室内外公共场所。 

公 共 艺 术 设 计 空 间 的 载 体 是 公 共 活 动 区 域 ，主要受众对 

象 为 公 共 大 众 。公共场 所 是 所 有 人 都 可 以 前 往 的 区 域 ， 

但 是 公 共 艺 术 设 计 需 要 具 备 一 定 的 文 化 属 性 。从广义界 

定 来 看 ，只 要 有 公共空间就必然存在艺术作品，就有公 

共 艺 术 的 存 在 。然 而 ，当前公共艺术主要是指狭义的公 

共 艺 术 ，是 伴 随 着 城 市 化 发 展 进 程 ，涵 盖 了 绘 画 、雕塑 

等形式 在 内 的 艺 术 创 作 活 动 。从美术馆等制定场所拓展 

到公共开放区域。因此，公共艺术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人们对环境美化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外， 

政 府 的 文 化 宣 传 需 求也催化了当代公共艺术的出现。公 

共空间的艺术作品与私人空间的艺术作品相比有着较大 

的 差 别 。例 如 ，绘画的画框与雕 塑 的 底 座 不 仅 被 去 掉 ， 

在 作 品 的 风 格 、材 料 、形式等方面的选择与使用需要与 

城市 的 周 边 环 境 相 呼 应 。 《公 共 空 间 设 计 》中的公共艺 

术 设 计 的 相 关 内 容 强 调 ，公共艺术设计不仅涵盖了工作 

室 对 艺 术 作 品 的 设 计 部 分 ，同时还要对周边环境进行调 

查 ，对 公 共 艺 术 作 品 的 规 则 、位 置 进 行 考 察 ，并且预估 

公 众 的 反应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公共艺术不仅是 

艺 术 创 作 ，更 加 是 与 建 筑 、规 划 、环境紧密联系的设计 

行 为 。

公 共 艺 术 元 素不仅美化了公共空间，也给服装艺术 

设 计 带 来 了 源 源 不 断 的 灵 感 。服装设计中的雕塑感就是 

服装设计汲取公共艺术元素所开展的服装设计行为。服 

装设计中的雕塑感塑造是充分利用了二度空间与三度空 

间 的 人 体 ，从 空间上实现了服装塑造雕塑感的媒介，通

过灵活的立体剪裁方式，融 合 雕 、

刻 、塑 等 方 式 ，融合公共艺术元 

素中雕塑感的塑造方式。 同 时 ，

人体固有的三维结构与衍生形态 

也给打造服装雕塑感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创 作 源 泉 。服装设计要融 

合 雕 塑 艺 术 元 素 ，就 需 要 从 前 后 左 右 4 个空间方位来进 

行 考 虑 ，以形成具有立体雕塑感的服装作品。而服装要 

实 现 三 维 立 体 造 型 ，就 需 要 依 靠 人 体 ，以人的身体作为 

载 体 。 服装设计中雕塑感的实现需要利用立体构成的基 

本 原 理 ，借 助 前 与 后 、上 与 下 、左与 右 的 关 系 ，考虑到 

面 料 、材 质 、肌 理 、色彩等元素的空间分布。服装设计 

所 要 营 造 的 “雕塑 感 ”空间性与雕塑作品所具备的空间 

性 是 十 分 接 近 的 。 以著名雕塑作品—— 维 纳 斯 为 例 ，这 

一 作 品 中 围 裹下肢的唯美衣裙呈现自然下垂的样式，与 

下 肢 浑 然 一 体 ，和 谐 自 然 。正是由于雕塑人体展现出了 

衣 裙 所 具 备 的 凹 凸 不 平 的 纵 深 感 ，大大丰富了衣裙的空 

间 韵 律 ，看 似 慵 懒 松 散 ，但 却具有 活 力 动 感 。服装设计 

的空间性是二度空间的面料与三度空间的人体的结合， 

这 也 是 服 装 存 在 的 特 殊 性 ，是平面服装设计效果图无法 

展 现 的 。在服装设计中立体剪裁是造型设计的重要手段 

之 一 ，服装设计师可以灵活地利用立体剪裁呈现出万千 

的变化以及丰富的层次感，使得服装的立体/惑更加突出。 

例 如 ，2 00 9 年著名服装设计师维果罗夫在秋冬巴黎时装 

秀 中 以 希腊罗马雕塑为服装主体，通过立体褶皱来塑造 

具 有 雕 塑 质 感 的 服 装 ；被 服 装 设 计 界 誉 为 “服装界雕塑 

大 师 ” 的玛丽•尼纳在模特身上直接使用面料进行立体 

造 型 ，使 服 装 变 幻出万千形态的纹理，服装整体造型拥 

有雕塑般的优雅气质。公共艺术中的雕塑在设计时需要 

高度关注几何体的立体空间感并强调人体的健壮美。服 

装 三 维立体造型需要显露出人体的形态，将人体的曲线 

展 现 出 来 。例 如 ，文 艺复兴时期女性着装以束腰、裙撑 

为 主 ，使得裙子能够在细腰下鼓胀起来。这种通过人为 

方式对人体局部特征进行夸张处理的方式转变了人体曲 

线 的 外 观 表 现 方 式 ，同时还丰富了服装的立体效果，进 

一 步 强 化 了 人体塑造服装的雕塑感，进而以人体为基准 

获 得 更 多 具 备 “雕塑感”的服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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