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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构成》

前言

　　本书是由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的第一章由易桂姣、宋一程编写；第二章、第四章由宋一程编写；第三章、第六章由朴毅、宋
一程编写；第五章由易桂姣编写；第七章、第八章由朱丽编写；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由满懿编
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由胡伯忠、朱丽、宋一程编写。本书主编为吉林职业师范学院艺术系副教授
宋一程；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乌密风担任本书的主审工作。本书的很多图片由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摄
影师、美术师张效杰先生协助拍摄；书中的图例选用了各参编院校学生的部分优秀作业。　　在本书
编写中，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得到了许多师长的帮助指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自
出版以来，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进一步提高质量，编者在原教材的基础上，对发现的错漏之处进
行了挖改和重排，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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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构成》

内容概要

《图案·构成》是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全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教育部规划教
材。《图案·构成》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基础图案、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基础图案部分主要阐述了
图案的规律和形式美法则；图案的写生、变化方法；各种类型图案的构成格式；图案的设色与表现方
法；服饰图案的构思和创作过程。
平面构成部分主要研究了点、线、面构成的基本形象，以及平面构成的各种形式，如重复与渐变、发
射与结集、特异、对比与统一、空间构成与肌理构成、平面构成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立体构成部分主要介绍了立体构成的涵义、分类、要素，并分别介绍了线材、面材、块材等不同的构
成形式。
《图案·构成》可作为高职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服装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还可作为广大服装设计业余爱好者的自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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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构成》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基础图案　第一章　服饰图案的概念及其特征　　第一节　服饰图案的概念　　第二节　服
饰图案的特性　　第三节　服饰图案的风格　第二章　图案形式美的规律及法则　　第一节　形式美
的基本规律　　第二节　形式美的基本法则　第三章　服饰图案形象的塑造　　第一节　图案造型的
途径与方法　　第二节　图案的造型方法　第四章　图案的构成　　第一节　独立形构成　　第二节
　连续形构成　第五章　服饰图案的色彩　　第一节　服饰图案色彩的特性　　第二节　图案色彩的
主色调　第六章　基础图案的表现方法　第七章　服饰图案特殊装饰手段　第八章　服饰图案的应用
　　第一节　服饰图案的构思方法　　第二节　服饰图案的创作过程第二篇　平面构成　第九章　平
面构成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构成　　第二节　平面构成的材料与应用　第十章　平面构成的造型
要素　　第一节　形象　　第二节　形态的基本要素　　第三节　基本形　第十一章　平面构成形式
　　第一节　重复与渐变　　第二节　发射与结集　　第三节　特异　　第四节　对比与统一　　第
五节　空间的构成形式　　第六节　肌理的构成形式第三篇　立体构成　第十二章　立体构成基础　
　第一节　立体构成的涵义　　第二节　立体构成的要素　第十三章　空间立体造型的创造　　第一
节　立体构成的材料　　第二节　线材构成　　第三节　面材构成　　第四节　块材构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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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构成》

章节摘录

　　服饰图案具有“实用”与“审美”的双重属性。在研究服饰图案的特性时，要充分考虑到服饰图
案的装饰形式在服装上的具体运用，也就是说，它除了应具有图案形式的共同特点之外，还必须受到
具体服装或服饰品款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一、多样统一性　　多样统一性是从服饰的形式美的
总体组合关系上来认识的。某个时代、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地区，它的图案风格应该既是多种
多样的，又是统一的，这才符合宇宙间的客观规律。不够多样则显单调；不统一则显杂乱，这都会破
坏服饰图案风格的完美。　　多样统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强调
统一的服饰和强调变化的服饰所产生的风格截然不同。其中只要注意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主次分
明，就可以创作出完美的服饰图案。这是在服饰图案设计中应掌握的多样统一的原则。　　二、从属
性　　服饰图案是依附于服装和服饰品上的装饰，服饰艺术又是美化人体的艺术，所以服饰只有和相
应的人体结合，才能显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因此，对图案的选择、装饰的部位、图案的设色及表现
形式，都要依据穿着者的需要来决定。　　服饰图案虽属造型艺术，但与绘画造型艺术不同。画家在
画布上作画，雕刻家在木料和石块上雕凿，完成具有观赏价值的创作任务，抒发艺术家个人的感情，
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应。而服饰图案如果脱离了服装这个载体，就不具备独立的艺术观赏特点，图案
也就无法达到其装饰作用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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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构成》

编辑推荐

　　《图案·构成》的编写完成，是十余年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实践与经验的总结。在编写中，
注重了专业教材的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特别强调了能力的培养，并突出了高等职业教育及师范
教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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