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8  洗涤前后织物的悬垂系数

图 7  洗涤前后织物纬向干折皱弹性回复角

从结构基本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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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品看 原纤化产

品洗涤后的悬垂性将略有变差 而非原纤化产品将

略有好转 ∀织物的原纤化可能是导致织物悬垂性变

差的主要原因 因为   ×和 
 和



织物在洗涤后的悬垂性变差趋势比交织织物更

为明显 ∀

3  结  论

1家用洗涤后 原纤化织物的原纤化现象加

重 并且 纤维会发生纵向纰裂现象 沿纤维

轴向产生纰裂纹 非低原纤化织物在织物表面也

会产生洗涤摩擦起绒 但并不显著 ∀

1洗涤后织物厚度和平方米重变大 体积重量

变小 这说明织物中空隙增多 织物将变得厚重

蓬松 ∀

1织物经家用洗涤后 织物的抗皱性将

变差 但抗弯刚度有所增加 ∀洗涤对原纤化产品的

悬垂性有不利的影响 但非原纤化产品的悬垂性略

有改善 ∀

参 考 文 献

  ≤∏∏°  ≤∏ ≥∏≥2 ¬

≤∏  222¬ •   

≥× ≥∞°  

   ƒ×≤ ƒ  

  衣志刚等 纤维的溶涨性能的研究 浙江工程学院学报 

  ∗  

  衣志刚 纤维的溶涨 !拉伸性能及其织物洗涤性能的比较

研究 浙江工程学院硕士论文   

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

张海泉
无锡轻工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无锡 

 
刘  华

无锡市科技局
 

摘  要 探讨服装面料视觉风格的概念 ∀从视觉的一般规律 !客观与主观三个方面对服装面料视觉风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

关键词 织物  服装面料  视觉风格  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服装面料的风格是面料本身所固有的物理刺激

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的心理反应 ∀从宏观上

讲 服装面料的风格主要包括视觉风格与触觉风格 ∀

随着社会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 服装面料的设计和新

产品的开发更注重以人为本的原则 注重人的心理

反应 因此对服装面料风格问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新世纪是信息化时代 纺织这一古老行业要在信息

化时代求得新生 就必须适应信息化的特点 即人们

大量交流与接触的是文字 !图像而非实物 因此澄清

反映服装面料各种品质 !风格的名词 !概念就显得十

分重要 ∀以往对服装面料触觉风格也就是手感的研

究较多 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与评价体系的研究方面

都有大量的报导≈ ∀就服装面料视觉风格作为整体

进行分析还很少有报导 而服装面料视觉风格的分

析主要集中在面料光泽 !悬垂性等方面 ∀视觉是人

类最重要的感觉器官 人类信息的  是通过眼睛

获得的 ∀就服装面料而言 从人体美化 !装饰的角度

讲 视觉风格更为重要 这些正是本文涉足这一问题

的初衷 ∀

1  视觉的一般特性

视感觉也就是人们对于可见光的感觉 ∀从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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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讲 视感觉是可见光刺激眼内视网膜的结果 

从心理学认识过程的角度讲 视感觉是人对被观察

物体认识的开始 因为进入人眼睛的光线携带者被

观察物体的信息 ∀这种认识过程由低级到高级可分

为三个层次 即 感知阶段感觉 !知觉 感性认识阶

段观念 !印象与理性认识阶段概念 !理论 ∀

感觉是人的各种感官对客观世界个别属性的直

接感受 知觉是对事物许多自然属性的综合直觉 即

所谓知觉的整体性 知觉不仅依赖于现实的感觉 也

依赖于过去感觉的经验 观念是过去知觉过的客观

事物留在头脑中的映象 印象是观念的发展 它不仅

是对客观事物现象的简单概括 而且是对客观事物

感受的初步判断 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的一

般和本质的反映 人们运用概念进行思维推理而形

成理论 ∀

被观察物体的信息经过人的视觉器官传入人的

头脑以后 信息开始分解 产生了两种效应 一是客

观表实信息 二是主观感受信息 ∀表实信息通过观

念 !概念等形式反映事物形 !量 !质等客观存在 而

感受信息通过概念的形式反映着事物的社会涵义及

主观感受 ∀

光本身是一种电磁波 ∀波长在  ∗  之

间为可见光 ∀可见光通过眼睛作用于视觉神经末

梢 再通过传导神经作用于大脑相应功能区而引起

各种心理现象 ∀人的视感觉有三种感受性 一是明

度感受性 这取决于物体表面色彩对光的反射系数 ∀

当然物体受光照射强度 !表面光洁度对反射系数也

有极大的影响 ∀二是色调感受性 色调与物体反射

光的波长有关 色调感受性不仅影响对物体的认识 

而且会影响人的情感 ∀三是空间感受性 这取决于

客体不同部位与主体眼睛的距离 ∀可以根据这种距

离去判断物体的形状 !大小 !方位 !远近和运动变化 ∀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不

仅与面料的各种物理因素有关 同时也与观察者本

身的经历也就是感觉经验和所处社会背景有关 ∀

2  影响视觉风格的客观因素

外部刺激是人体本身产生心理活动的诱因 ∀这

种刺激基本有两种形式 一是客观实体的直接刺激 

二是语言信号的间接刺激 ∀这两类信号系统都能引

起中枢神经的反射活动 ∀这里主要探讨服装面料实

体对其视觉风格的影响 以下对面料不同状态下的

影响因素分别进行讨论 ∀

211  服装面料在静止状态下的影响因素

服装面料在展示时多处于平面静止状态 ∀另外

为了不使问题更进一步复杂化 目前的多数物理性

能测试和质量评比也多在平面状态下讲行 ∀下面就

这一状态下与面料视觉风格有关的因素进行分析 ∀

色彩 人们常说 远看颜色近看花 ∀色彩是视觉

最重要的感受之一 ∀从物理学的角度讲 色彩主要

决定于反射光波的波长 !环境对比度与亮度 ∀色彩

感不仅使人由于物体的颜色区别而感觉物体的存

在 而且会影响人的审美情绪 使人产生兴奋 !雅致 !

肃穆 !恐怖的感觉 ∀关于色彩问题不论是在物理 !生

理 !心理还是在美学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这些规

律同样适合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问题 ∀

光泽 光泽感是视觉的明度对比感受性 ∀它取

决于物体的反射光分布 ∀一般表面越光滑的物体 

方向性反射光越强 光泽感也越强 ∀同样光泽感对

人的审美情绪也有较大的影响 但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远不及色彩深入 !成熟 ∀服装面料的光泽无疑是

影响其视觉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并且有许多研究

报道和相应的主观与客观评定方法 但总体来看还

有许多问题远未研究清楚 ∀

品种与规格 服装面料的品种与规格虽然是人

主观对面料的一种分类 但它反映的是面料的客观

属性 ∀依据感觉经验 人通过视觉往往会感知服装

面料的品种与规格 而面料的品种与规格又对面料

的用途有极大影响 ∀对于不同用途的服装面料 人

们对其视觉风格的要求时常又是不一样 ∀由于经验

与习惯的原因服装面料的品种与规格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面料视觉风格的评价标准 ∀

图形与织纹 服装面料的图形可以通过印花与

编织实现 一般比较大而清晰 ∀织纹是由于编织而

形成的 它与织物组织结构及所用纱线的粗细等有

关 ∀通过图形与线条表达创作者的思想 !感情 进而

去影响观察者 这在视觉美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并

且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 如比例 !平衡 !旋律 !加强 !

统一协调等形式美组合规律 ∀就服装面料的视觉风

格而言 这些规律应该也是适用的 ∀

质地 在观察物品时人们本能地在感知它的制

作材料 也就是质地 进而激起心理的好恶 ∀在视知

觉中视觉产生的质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人类似

乎有一种原始的需求 对天然材料的质感有一种亲

近感 如蚕丝面料的华丽高雅 毛织物的柔和光泽 

棉织物的淳朴质感和麻织物的粗犷风格等 ∀所以质

地对服装面料视觉风格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

新颖性 人们追求服装面料的新颖性就是不断

感觉到社会环境的变化 从而调整其消费观念以适

应时代变化的过程 ∀这一特性也表现在服装面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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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风格的评价中 要求服装面料富于变化 !创新等具

有时代气息 ∀

212  服装面料在立体状态下的影响因素

服装面料多数是在立体状态下使用的 所以其

立体状态下的视觉风格就显得更为实际和重要 ∀对

服装面料立体状态下视觉风格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

下两方面 ∀

悬垂性 服装面料的悬垂性是指面料在自然垂

落的情况下能形成平滑而曲率均匀的曲面的特性 ∀

织物悬垂性的测试如同放在圆型餐桌上的台布 根

据台布边缘坠落时投影面积的大小来评判其悬垂性

的好坏 ∀表示指标是悬垂系数 悬垂系数越小 织物

边缘的投影面积越小 织物悬垂性能越好 ∀悬垂系

数仅反映了面料垂落程度的物理的一面 实际上服

装面料的悬垂性还包含有织物在立体状态下所形成

曲面的审美的一面 这也正是服装面料视觉风格所

反映的内容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由

于在互联网上展示服装面料和服装的需要 对服装

面料悬垂性的研究较多≈ ∀

刚柔性 服装面料的刚柔性是指面料的柔软程

度 ∀面料的柔软程度除了对面料的手感有影响外 

对面料在立体状态下的形状也有较大的影响 ∀它直

接影响到面料的造型性或保形性 ∀从物理角度已可

很好的评价面料的柔软程度 但从视觉风格的角度 

服装面料的各种曲面形状对人心理的影响目前还难

以进行测量 也只能用/缺乏身骨0 !/硬挺0 !/呆板0

等名词来定性地表示这种感受 ∀

可以看出织物的悬垂性与刚柔性密切相关 从

服装面料视觉风格的角度看 也许就不应该将它们

作为两个概念 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研究 ∀

除了以上讨论的影响因素外 服装面料在动态

下变化的曲面 !跳动的状态也会对面料的视觉风格

产生影响 毕竟服装在穿着时都处于动态之中 现在

已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导 ∀

3  影响视觉风格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因素

  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是人对面料的视觉感知 ∀

除了与面料本身这一客体有关外 与人这一主体也

有关系 ∀人都有双重基本属性 一是生物属性 取决

于主体的神经素质 二是社会属性 取决于主体的实

践经验 ∀就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而言 主体的实践

经验除了与基本环境条件有关外 与服装面料方面

的学习与训练程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另外从社会的

角度出发 社会因素对人体心理过程的影响也是不

容忽视的 ∀

从专业角度讲 服装面料包括许多专业知识 从

各种纤维与纱线的性能 到织物的编织方法 !影响织

物性能的各种结构参数与各种后整理方法等 ∀专业

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有很大的差

距 ∀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专业人士对被观察的服装

面料的认识更全面 !更深刻 也就是处于认识过程的

更高级阶段 ∀而非专业人士的认识多处于感知等认

识的初中级阶段 ∀这种认识水平的差距显然会影响

到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的评价 所以一般在评比面

料的视觉风格时 多请专家来进行评判 ∀

人对事物的认识不仅依赖于现实的感觉 也依

赖于过去感觉的经验 ∀人们并不需要每次对遇到的

客体重新去全面感觉它 而是凭借一项感觉就能知

觉这一客体的存在 ∀这是人们依靠过去感觉的丰富

经验的缘故 可见人的认识对过去感觉的经验具有

极大的依赖性 ∀就服装面料视觉风格的评价而言 

有感觉经验与初次见到的人的认识程度显然是有差

异的 ∀有感觉经验的人在不接触面料的情况下甚至

能说出这类面料与皮肤接触时的感觉 这靠的就是

过去的感觉经验 ∀这种感性认识越丰富对事物的认

识就越完整 !越正确 ∀

社会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装面料的社会象

征性 ∀在人的基本需求中 多数人都有扩大自身影

响 提高声誉和社会地位的需要 ∀社会象征性就是

人们赋予商品一定的社会意义 使得拥有某类商品

的消费者得到某种认可 进而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

足 ∀服装面料作为一种普通商品也具有这种社会象

征性 其对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的评价也是有影响

的 ∀

4  结  语

在人体的感觉器官中 眼睛获取信息的能力最

强 因此影响视觉的物理因素也就最多 ∀加之视觉

风格问题与人的心理因素有关 这使得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更为复杂 ∀这里仅分别讨论了一些主要影响

因素 而服装面料的视觉风格是众多影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 ∀如何使这一问题简单化 实际研究成

果实用化将是这一课题今后研究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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