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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构造方法的历史和地域特征

张皋鹏
四川大学 轻纺与食品学院 四川 成都  

摘  要  就构造方法而言服装可分为经过精确裁剪缝制的西式服装和非西式服装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西式服装

是由非裁制的服装逐渐发展而来 并成为当代人普遍穿着的日常服装 ∀同时 非西式服装仍然存在于当今许多国

家传统的民族服饰中 其多样的构造方法仍然对现代的时装设计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分析和研究了服装构造方法

在历史上的演变及不同地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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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结构的角度而言 服装可分为西式和非西式

服装 ∀西式服装指起源于欧洲 裁剪和缝制技术完

善 造型精确合体 结构稳定的服装 ∀西式服装由于

造型稳定 !穿着方便而逐渐流行于世界各地 成为现

代社会日常服装的主流 ∀非西式服装指起源于中

东 !亚洲 !非洲及南美等地区 在各民族地域文化背

景下发展起来的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服装 ∀非西式

服装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结构特征 但总体而言存在

结构简单粗略 合体性和稳定性较差 穿着繁琐等问

题 ∀非西式服装作为各民族的传统服饰 在相当多

的场所和范围内依然为现代人穿着和使用 并对现

代时装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 ∀

无论是西式还是非西式服装 服装构造方法有

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也因各个国家和地区

物质和文化发展背景的不同而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形

式 ∀从历史和地域的角度分析各种类型服装构造方

法的特点 可为服装设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

1  西式服装

西式服装发源于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文明 其源

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年前 ∀从古代披挂式服

装到现代精工裁制的服装 西式服装的演变有着清

晰的发展历程 大致可分为披挂式 !半合体式 !合体

式 个发展阶段≈ ∀

111  披挂式服装(公元前 3000 ∗ 公元 300)

孕育在古埃及 !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地区的古地

中海文明中的古代服装 其结构上没有精确的裁剪

及合体的造型≈
着装的方法主要是将具有简单几



何结构的正方形 !长方形或半圆形面料在人体上通

过披挂 !缠绕等方式进行造型 其中各种不同的造型

方式取决于不同区域和时期的文化背景 !生活习俗

和生产技术水平 而扣针和缝制手段则极为有限地

应用在着装时需要固定的部位≈ ∀

图 所示的/ 0是古希腊时期最典型的长

袍女装 它由一块长方形的羊毛面料构成 其长度为

手臂平举时从左肘关节到右肘关节间隔距离的二

倍 穿着时将布料对折围裹身体 上半部分的面料向

外翻折形成装饰并从肩部披挂而下 用扣针将前后

块布料固定于人体的肩部≈ ∀

图 1  χηιτον
 

  图 所示的古罗马服装/ 0是另一种典型的

披挂式服装≈ ∀其结构为半圆形 穿着时将布料的

端从左肩部覆盖胸前披挂而下 布料的直线边缘

尽量靠近颈侧 其余部分从肩部绕后背 经过右腋窝

下 斜跨前胸上至左肩 将布料的  端绕过左肩抛

悬于身后 ∀

图 2  τογα
 

象/ 0和/0这种通过披挂或缠绕等方式

进行构造的方法还应用在围裙 !头巾 !斗篷 !束腰外

衣等古代服饰中 ∀

112  半合体式服装(公元 300 ∗ 1300)

从公元 世纪到 世纪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

及君士坦丁和拜占庭帝国的兴起 西欧国家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东移 罗马时期的/0等服装

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东方特色

的/0 !/ 0和 / ∏0等类型的服装 ∀

随着东西方物质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和发展 具有简

单裁剪和缝制结构的束腰外衣 !衬衣和斗篷等服装

逐渐流行 随后影响到西欧国家 最终成为整个欧洲

的主流服装 ∀

如图  所示 / 0是一种最基本的束腰外

衣 具有简单的裁剪技术和紧身的长袖结构 

/ 0是一种宽松飘逸 更具亚洲风格的长袍

外衣 而/ ∏0则是一种宽松无袖服装 ∀这些类

型的服装在构造上虽然采用了简单的裁剪和缝制工

艺 有的服装甚至还采用了腋下增设/裆布0的立体

造型结构 但总体而言技术还是很有限 主要造型呈

简单的/ ×0型结构 不够合体≈ ∀

图 3  ταλαρισ和 δαλµατιχα
 

  但相对于早期服装 这一时期的服装裁剪和缝

制等造型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 构造上有一定的合

体性 穿着时其稳定性较高 便于人体自由行动 但

立体造型与人体的结构特点仍存在较大差异 与平

板式中国古代服装的构造极为相似 属于半合体式

服装 如图 所示 ∀由于受到构造技术水平的限制 

这些服装的款式变化仅仅表现为衣或袖的长度及宽

度的变化 ∀

图 4  半合体式服装结构
 

113  合体式服装(公元 1300以后)

公元 世纪以后的欧洲主要指法国和英国

服装日益追求豪华奢侈 !高贵华丽之风尚 如长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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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尾裙用来表现贵族们高贵尊严的气质 ∀服装材料

的用量和质量自然成为区分富贵和贫穷 甄别社会

等级的重要指标 ∀这一时期妇女穿着的/ ∏0也

演变成造型更加合体的/ 0 ∀

在技术方面 公元 世纪以后 人们逐渐开发

并掌握了通过几何线条设计服装裁剪图的构造技

术 使服装在结构上更加精确合体 经过随后的不断

探索和发展 到 世纪 服装的构造技术已相当完

美 其中极其精美合体的公主裙结构便是其典型的

代表 如图 所示≈ ∀至此以后 服装的构造技术日

臻完善 逐步形成当代裁制精美的合体式服装的构

造技术 ∀

图 5  合体式服装结构
 

合体式服装在构造上以人体结构造型为基础 

将服装分解成衣身 !衣袖 !裙 !裤等部件 加上精确的

尺寸设计 使服装对人体形成定性和定量的拟合 服

装穿着时既保持了静态时的稳定性 又满足了人体

运动时的功能性要求 ∀

2  非西式服装

非西式服装是相对于裁剪精确 造型合体 穿着

方便 结构稳定的西式服装而言提出的一个概念 特

指历史上曾经出现或目前尚存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

传统民族服装 ∀因为这些服装种类繁多 并且主要

分布于非西方国家的民族服装中 故称之为非西式

服装 ∀

非西式服装因各国家或民族的差别呈现出极其

丰富多样的风格 为研究方便 根据构造方法的特

点 可以把它们归纳为/披挂式0和/平板式0二大类 ∀

类似古希腊时期的/ 0 /披挂式0服装主要指结

构简单 通过披挂或缠裹等方法穿着的服装 其典型

的例子是印度的民族服装/纱丽0 ∀ /平板式0

服装是指构造方法简单通常为平面化的裁剪结

构 造型宽松不合体的服装 最典型的代表是日本

的民族服装/和服0 ∀

211  披挂式服装

披挂式服装是通过对布料的折叠 或布料在人

体上的披挂 !缠绕 !盘结等方法进行服装的构造 服

装与人体的结合较为松散≈ ∀历史上古埃及的

/ 0 !古希腊的/ 0 !古罗马的/ 0以及当

代尚存的印度的/ 0 !南美一些国家的/ 0和

马来西亚的/ 0都属于此类服装≈ ∀下面以印

度的/ 0为例研究其构造的方法 ∀

印度的纱丽通常为  ∗  长 1 宽的

布料 其构造方法是将布料的大部分缠绕并固定于

腰间 形成悬垂的褶纹便于行走或装饰 再通过缠绕

构成裙或裤 其余部分则覆盖上身 披挂于肩部悬垂

而下 有的还可以遮盖头部作为头巾之用≈ ∀如

图 所示 ∀

图 6  纱丽的构造方式
 

的穿着主要通过缠绕和披挂  种方法进

行 具体方法是将布料沿长度方向从前腰的左端起

围绕腰部垂挂 上边沿固定于衬裙腰间的松紧带内 

绕过左侧及后腰回至前腰 用左手将布料的 Π至Π

部分打成褶内扣于衬裙腰线内 将其余的布料横向松

散地悬挂于左侧臀部 再沿后背而上盖过右肩 斜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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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胸前 最后将布料的末端固定于前腰左段的衬裙

内 ∀有的可将布料盖过头顶作头巾之用 ∀当然 

因地区和部落的不同还有很多其它的穿着方式 ∀

212  平板式服装

源于东方国家的传统民族服饰如中国古代服

装和日本的和服都属于平板式服装 这类服装虽然

其结构有裁剪和缝制的成分 但结构设计上并非依

从人体的曲线造型 整个服装主要由几片长方形布

块构造而成 造型上呈现出简洁通直的外形轮廓 穿

着时形成宽松飘逸的视觉效果≈ ∀因此它既不属于

毫无裁制的披挂式服装 又有别于裁制精确 !紧身合

体的西式服装 ∀由于这类服装结构平整 故称之为

平板式服装 ∀平板式服装可与西式的半合体式服装

相对应 ∀

以日本的和服为例 和服虽然是裁制服装 但与

西式服装有很大的区别 在结构上没有弯曲的袖窿

线和袖山线 没有为达到一定的立体造型效果而设

置的省道 !褶或裆布等构件 服装各部件如衣身 !衣

袖都由横平竖直的结构线构成 其中包括前 !后衣

身 衣袖 对襟等部件各两片 衣领一片 ∀衣身由后

中线及两侧缝制而成 前中线附上对襟 加上衣领和

衣袖 便构造成了完整的和服 如图 所示 ∀和服构

造简单规整 几乎全为长方形结构 制作时几乎不产

    

图 7  和服的结构及成品  

生废料 ∀在款式上主要通过刺绣 !印染或绘制不同

的花纹 !图案和文字来表现出不同的个性风格≈ ∀

3  结束语

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物质

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发展催生出不同的服装构造方

法 最终演变出当代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通过精

确裁剪和缝制的西式服装 而从地域空间的角度

来考察 众多民族的传统服装构造方法经过长期的

历史积淀 依然存在于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着装

之中 有的还保存得相当完整 并且成为极为重要的

礼仪服装 ∀

根据构造上的特点 服装可归纳为披挂式 !平板

式和合体式 这 种构造方法对现代的服装设计依

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当代时装发展更趋国

际化的同时 传统的民族服装对流行趋势产生着越

来越深刻的影响 其构造方法也成为现代时装设计

极为丰富的灵感资源 ∀

传统的民族服装构造方法与现代工业化生产技

术的结合必将为现代的时装设计注入用之不尽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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