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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装的“型”与“线”是从事服装设计的前提基础，“线”是服装“型”的内部设计，两者是互相

联系，互相贯通的。“线”的设计必须尊重“型”的设计。 

[关键词]  型；线；服装的外轮廓；人体体型；结构线条；变化；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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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 model” and “line” in clothes 

Deng Wuying  Chen Zhang-xiu

( Department of Art,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3 )

(Technical profertional of China)

Abstract:  The“model” and “line” are the foundation in Contour Design. The “line” is th

e inner designing of the clothes “model”,both of  them are interrelated and linked up each o

ther . The design of “line” should value the design of “model”. 

Key words:  model； line；the outline of contour；shape of body；structural line；change; inne

r structure

服装的外型即服装的外轮廓，它的变化对服装的款式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型相同的服装，如用同一衣料制成

的中山装、军便装、学生装等，由于外型相似，即使领袋、式样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引人注意。而

外型不同的服装，如用同一衣料制成的西装裙、长裤、背心等，由于外型差异很大，即使口袋、腰头等式样

相同，它产生之间的差异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在服装的款式的流行实质上是服装外型的流行和色彩的流

行，虽然色彩占有相当的作用，但外型结构的变化不容忽视，我们作为设计者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而

服装的款式又由多种线条组合而成，线条的设计是我们每一个设计者对服装结构设计所必须掌握的基本要

素。 

一、服装的“型”和“线”的关系服装设计作为一门视觉艺术，服装的“型”能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在服装

整体设计中外型设计属于首要的地位。服装的结构线具有塑造服装外型，适合人体体型和方便加工的特点，

在服装结构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服装结构设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即是结构线的设计。服装的结构线即是

指体现在服装各个拼接部位，构成服装整体形态的线。 

 

服装的“外型”和“线”是服装设计的前提。所谓“型”的设计将目的物做成什么形状——设计物的特征，

而“线”的设计是对现有的“型”的内部设计。两个问题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融的，而是相互贯通的。

“线”的设计必须尊重“型”的设计。反之，处理不当，就起到破坏作用，如晚礼服的外型呈柔和性，其内

部结构也应采用柔和、优美、流畅的线条。 

所以，服装内部线条的设计必须服从整体效果，只有在强调“型”的基础上，才能提高内部价值和意义。 

二、 服装的“型”和“型”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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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型”的设计的主要课题就是将目的物做成什么形状。它的“型”状是指眼睛所能把握物体的基本特

征，它涉及的是物体的外部形象——物体的边界线。因此，服装“型”实质就是指服装的边界线——轮廓。

在服装设计中，轮廓是衣服的根本，是设计新鲜和魅力所在。如果我们将人类最初的服装与现在的服装的外

型作一比较，不难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服装“型”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视觉、感觉。可见“外型”对视觉、

感受和印象——新鲜感起一定的支配作用。因此，服装设计首先是“型”的设计，“型”是服装设计的基

础。然而，不同的“型”往往具有不同的风格、个性。如何在具体的设计中灵活运用，更好地实现设计意

图，是每个服装设计工作者应该引起重视的。 

通常，服装的“型”具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 年轻、活泼型：通过外型可感受到青春的朝气和活力，显得矫健轻快。 

（二） 通俗型：一般人可穿用，无明显的年龄界限，平淡、无奇。 

（三） 成熟型：比较优美、柔和。虽然洋溢着青春气息，却不属于少女穿着的类型。这种类型常常给人留

高尚的印象。 

（四） 优雅型：通常用于晚礼服设计，具有典雅、端庄、高贵等特点。适合于成熟的女性在社交的场合着

装。 

（五） 夸张型：造型大胆，奇特，很具有新鲜感和现代气息。属于较前卫的类型，是时髦女子迷恋的造

型。 

总之，每个人的个体和性格不一样，在选择服装的造型方面也各不相同，用几何图形归纳，外型一般又可分

为： 

①方型：外型为方型的服装，其肩、腰围、殿围、下摆的宽度基本相同。如直身材衣、大衣、连衣裙、筒

裙、西裤等。方型服装具有庄重、朴实的美感。 

②正梯型：外型为正梯型的服装上窄下宽。如窄肩放摆的披风、衫衣、喇叭裤等。正梯型服装具有活泼潇洒

感。 

③倒梯型：外型为倒梯型的服装上宽下窄。如夸张肩部、缩小下摆的夹克、连衣裙、大衣等。倒梯型服装具

有洒脱、刚强的男性美。 

④S型：外型是S型的服装外轮廓起伏变化较大，且线条柔和。如西服上衣、旗袍、小喇叭裤等。S型服装具

有温和、典雅的美感并适宜表现人体美。 

三、 服装的“线”和内部设计线的种类 

服装的“线”之设计的基础课题是在现有“型”的基础上进行内部设计，这种设计是通过不同类型的线条，

如对称线、水平线、斜线、放射线等实现的。内部线运用得好与坏，对整个服装装饰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它

往往能使视觉产生“错觉”，使面积发生大小、长短宽窄变化，不同线条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完全不一样。 

服装内部设计线是服装设计工作者经过反复思考后从整体上推算出来的，这种设计线的必须符合整体设计要

求。 

内部设计可分为六大基本类型： 

1、垂直线设计：垂线常常引导目光作上下移动，给人以高度感、优雅感和严谨感。如设计晚礼服可通过打

褶技术来实现垂直设计的意图，创造一种优雅、平静、连绵不断的、无时间性效果，大大增加模特视觉高

度。 

2、水平线的设计：水平线往往削弱垂直线的长度，给人以平衡感、宽度感。它通常引导目光向左右移动。

不过，水平线的数量要是增加的话，性格就随着改变了。因为间隔的水平线一旦增加到一定的数量，就能引

导视线作上下移动从而失去了水平线原有特色。如果在裙子上采用数条水平线的设计，由于横向分割增多，

从而将目光从下向上，渐渐引导出现了节奏的变化，整个设计显得柔和、情趣悱恻。 

3、垂直线和水平线组合设计：它是将垂直线和水平线同时考虑于一个内部里的设计，两种线条的特色都兼

备，给人以平定、柔和的感觉。 

4、斜线的设计：斜线不象水平线和垂直线有各自的稳定重心，而随时有倒下的感觉，常常给人以活泼、不

安定和轻快感。从心理学角度讲，近似垂直线的斜线设计，高度见境，宽度见小。 

5、交叉线设计：交叉线设计是斜线设计的重复体现，它具有斜线设计的同样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单一

斜线更自由多变。 

6、自由线设计：自由线包括波伏线、螺旋线等活泼、自由、富有变化的线条。自由线能给人以天真、优

美、饱满的感觉。这种富有变化的线条，如果没有美观限制，很容易造成比例不平衡和线条混乱。它是一种

难度较高的设计，只要线条设计得当，给人以优美的印象——波浪般起伏多变、无拘无束的裙子，随着波形

的大上给人以优美、轻盈、安详、充满欢快节奏的美感。 



四、服装的“型”、“线”与人体的关系 

服装是美化人自己身的一门艺术。它以人体造物原型，以穿用为目的地。它的重要价值是美化人体。只有当

服装与人体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体现出它的真正含义，即服装的型与人体体型相吻合。服装的

“型”、“线”与人体的高矮胖瘦有着密切的关系。人虽然有相同的骨骼和肌肉，但由于人体及各人先天及

环境的不同和体型的差异，因此，服装外型设计角度上也是因人而异，使服装在每个身上弥补缺陷，发扬长

处，真正体现着装者的个性和气质。 

人的体型一般有高矮胖瘦之分，综合为：高瘦型、矮瘦型、高胖型、矮胖型等四种基本体型。 

身材高瘦的人，一般是比较标准的体型。这种体型姿态优美，比例得当，时装模特来自这一类。这种人要强

调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可选用高领、窄袖、纵向线条、垂直性强的贴身衣服，充分显示自己的身材，表现

出一定的魅力和风采。对于过于清瘦的人，则不宜穿紧贴身的外型衣服，不然就显得骨瘦如柴，而上行直方

向显长。为这种人设计服装外型，应增加身体与服装的间隙，加强腰部与胸部的装饰，中断视线，使横向加

宽，降低高度，衣料也不能过薄过厚。 

矮瘦型的人，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身材矮小的人的服装外型要简洁明快，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装饰

及分割线。为增加高度可采用物理方向，使头发蓬松或头发梳上去扎起，穿较高底鞋，延长纵向长度。另一

方面就是利用设计上的视错原理，利用较长的垂直线呈V字型或A字型线表达，如穿肩部较宽的上衣使整个体

形成V字型，使身材显高一些，穿公主线型、喇叭型裙装，腰节提高，下摆逐渐加大，把线引向斜方，造成

这线比垂直线长也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另外，在服装外型上要适当加肥，表现丰满，可选用略带皱纹质地的

面料，不紧贴身体和不明显暴露瘦小的体型。 

高胖型属于健美的体型。适合穿一般的服装，如果设计外型时得体，可显沉着、坚强、有风度、有气派。如

果穿着不当，也可能形成肥胖、粗大、生硬。这种体型的人，在设计中减少宽度，有增加高度的感觉，降低

高度又有加宽宽度的感觉，所以这种体型的人的设计要利用色彩、图案等几种手法综合使用。比如颜色深一

点，有花纹与素色形成对。应该指出，花纹选择尽量是抽象型、偏中小的花纹为最宜。特大花纹与身体形成

对比，身材高大的人穿着更为显眼，又增加了高大的感觉，因此不适宜用此种设计思维。 

对于身材矮胖的人，设计服装外型要取得姿美漂亮效果是较难的。但是，我们对这类体型的人更应该多动动

脑筋。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体型的人是占有一定比例的。这种体型的人也不能以为满身都是缺点，设计着

装外型得当，也能显示女性的丰满和温柔感。这种人身体结实，一般都具有漂亮的面色，完全可以以脸部为

中心进行设计，加强化妆效果。脖颈的扭动是人体最美丽的动态线，所以要充分研究领与颈之间的关系，展

示人体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对这类人在设计上要考虑领线一般要开得稍大些，领型为V型最佳，设计上不要

繁琐，应在整体感觉上表现素淡，要利用服装外型设计的原理，根据衣服样式和内部轮廓线效果达到整洁大

方的目的。 

随着观念的转变，以往各个单独的服装装饰设计逐渐被整体设计所代替。现代人的着装更讲究服装与服饰的

整体配套美感。不论是着装，还是服装设计工作者，都应使服装外型与人体外型相吻合，通过各种线条运用

及处理，展现每个人内在心理过程，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只要我们从服装的“型”和“线”的比例、均

衡、变化等美感角度加以考虑，就能使服装外型和内部线条更为统一、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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