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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磷硖，198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系，现任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授“服装款
式设计”、“服饰设计”、“服装设计表现”、“服装风格设计”等课程。多年来，在服装设计方法
、民族服装设计、服装画设计表现方面，形成了独特成熟的设计风格。先后出版《现代服装画表现技
法》、《现代旗袍设计》、《女装设计》、《中式服装的设计与裁剪、制作》等专著，曾获得原纺织
工业部“图案设计”二等奖、“全国首届服装设计绘画大赛”金奖、优秀奖和“全国服装绘画大赛”
银奖、铜奖等。有多篇服装专业论文在全国性的核心期刊发表。应邀到法国巴黎及欧洲各国学习交流
，其设计绘画艺术作品受到了众多的国外学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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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临摹法 临摹是最为常见的服装效果图学习方法，正如很多绘画的学习都是
从临摹开始。学习国画时，可以从笔、墨、色的临摹中领悟大师的技巧，品味传统文化精髓。如张大
干就是个临摹高手，他临摹的作品能以假乱真。再如李可染有一枚印章是“十师堂”，其含义是以古
今十位大师为临摹学习国画的老师。现在人们学习艺术通常都是通过老师的教学指导进行，其实一本
书、一张画就能成为临摹学习的“老师”。人们在临摹与思考过程中可以悟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一、临摹对象的选择 设计者在学习服装艺术表现之前都有不同的基础，所以可结合个人情况选择不同
的临本，通过临摹学习形成个人风格。而人们所掌握的素描、水粉、水彩、速写及装饰等基础仅是绘
画技法，只有在夸张服装人体并融入服装时，才是服装艺术表现。因此，在临摹前要先翻阅国内外有
关资料，选择喜欢的高水平作品为临摹对象，这样才能起点高、不盲从、学以致用（图5—10）。 二
、临摹原则 临摹是练脑与练手相结合的学习方法。练手不动脑，画得快但水平提高慢；练脑不练手，
眼高手低表现有困难。服装艺术表现是一项手脑结合的工作，临摹学习不仅是掌握技能，更要思考感
悟。 （一）“先读后回” 在传统绘画和书法艺术的学习中，读帖、读画是画家和书法家普遍的学习
方法。而生活中人们认为只有书中的文字是可读的，其实画、字、图同样具有可读性。而学习服装艺
术表现更要“先读后画”，也就是读图、读画，读懂之后再临摹学习。所以选择好临摹的范本后，先
分析作品的优缺点再进行有收舍的学习。 （二）临摹的目的 临摹前要了解临本的艺术特点进行有目
的的临摹。盲目的临摹只能在外形上相似，而丢失了原作最本质、最生动的美。服装表现的临摹，是
借鉴、吸收各画种的表现技法和风格，是有思想、有目的的吸收借鉴。如临摹国画将形成国画风格的
服装表现技法，临摹装饰画将形成装饰风格的表现技法。所以临摹必须要有目的性。 （三）临“似”
不临“像” 齐白石曾对弟子说：“像我者死，似我者生”。而“似”就是学其精神然后形成自己的风
格。所以要学“似”不能学“像”。在服装的临摹学习中也要临“似”不临“像”。“似”就是临摹
时要抓住对象美的本质进行临摹学习，忽略细节上的“像”，如衣纹和褶皱等，抓住整体动态美。很
多人在临摹画时完全追求“像”，如同“郑人买履”，丧失了学习的灵活性。临摹学习的初期就是要
认真地去临摹，才能抓住画面中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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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好看的书，只是里面，有的感觉并不中国民族感。
2、非学识渊博的研究者难出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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