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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服装与建筑的起源、创新理念、科技、美学、心理学等角度探寻了其共性,以促进服装行业和建筑行业的共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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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服装

是流动的建筑[1]。黑格尔也曾把服装看成是“流动的

建筑”、“贴身的建筑”。建筑理论家沃纳·布拉瑟曾经

给出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2]:“我们居住在三种壳中:
皮肤、衣服和建筑。前者是自然界给予的礼物,而后两

者则是我们自己的设计。”一件衣服,可以被视为“移动

的私人建筑”;一栋建筑,也可以被视为“固定的‘宽大’
衣服”。由此看来,服装与建筑的不解之缘贯穿始终。

1 服装与建筑的起源

多年来,人们对服装起源争论不休,但是有很多都

是现代文明人以自己当代的意识观念去揣测的,如遮

羞说、纯粹为了美、为了艺术等。《西方服装史》一书中

指出,20世纪初,欧美一些学者深入非洲、澳洲、美洲

以及太平洋岛屿等处尚存的原始人部落考察,他们以

大量着装事象说明了服装产生的诸多可能,总结归纳

了御寒说、劳动说、保护说、吸引异性说、巫术说等

等[3]。这些基于现实的学说显然更贴切事实。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初的建筑同样主要是人

类为了遮风避雨、防寒祛暑而营造的,是人类为了抵抗

残酷无情的自然灾害而自觉营造起来的第一道保护屏

障,只具有实用的目的。随着物质技术的发展和社会

的进步,建筑才越具有审美的性质。因此,建筑的起

源,依然是由于人类为在大自然中自保生存。服装与

建筑的起源都是人类为了在残酷的大自然中生存自保

的自发探索行为的结果。

2 服装与建筑的创新理念与表现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利

用当代的高科技手段表现运动、力量、速度、技术和信

息,利用电子元件和计算机系统描绘出了对未来世界

无限的畅想。同时,颂扬与关注人性、关爱与呵护生命

成为当代最重要的设计创新理念之一,如情感化设计、
交互性设计、体验式设计等,备受推崇[4]。同样,在20
世纪末出现的生态环保理念也迅速发展成为创新设计

所关注的焦点。在当代,无论服装设计还是建筑设计,
都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可归结为高科技未来主义、人
性化情感关怀、生态环保三个主要创新理念,他们彼此

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当代服装与建筑

创新设计,体现时代特征,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创新设计

作品。

3 现代科技对服装与建筑设计创新的影响

人们常说,近一百年的发展顶得上过去几千年发

展,以此来形容现代社会的“大爆炸”式发展速度,其实

这一点都不夸张。现代科学技术给设计注入了各种神

奇的功能和活力,满足了人们来自生理、心理、审美、健
康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带来了设计创新的新视野、新素

材、新天地;带来了设计生产的高效能、设计产品的高

质量、设计发展的高速度和高水平。

3.1 巨大推进作用

现代科技对服装与建筑创新起到了巨大地推进作

用。人们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可以获得比以往更多、更
迅速、更全面、更生动的信息。

3.2 广阔视觉空间

现代科技为服装与建筑设计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

间,能让我们看到以往仅凭肉眼无法企及的视野和世

界。它所提供的崭新视觉空间,为服装与建筑创新提

供了新的活力。服装与建筑设计师可以通过网络等多

种现代科技手段,畅游于历史与现代、现代与未来,以
及世界各地、各民族、各领域、各层面,在微观、宏观、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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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现实世界中翱翔,汲取创作营养和灵感。

3.3 便捷表现手段

现代科技为服装与建筑创新提供了便捷的表现手

段,计算机的复制、修改、虚拟、编辑、存储功能等帮助

服装与建筑设计师实现了无需因色彩、修改而反复进

行描绘工作的愿望。最常见的是服装与建筑设计师利

用现代网络技术和数码技术,收集各种信息及细节构

成元素,分门别类地建立款式或风格设计素材、材料材

质、配饰装饰等数据库,设计师可以随时调用,进行各

种可能性的设计组合,既直观形象,又快捷便利。

3.4 创新人才培养

现代科技将服装与建筑创新人才带到了时代的前

沿,令其具有与时俱进的含义;现代科技将服装与建筑

创新人才带入了信息的高速公路,令其畅游信息海洋,
具有高效快捷的特点;服装与建筑创新人才对现代科

技的掌握和科学的逻辑性思维方式是其基本素质。
从表面上看,现代科技只是高新的手段或技术,但

是它的内在却汇聚着时代的精髓,是时代的象征,孕育

着突破与创新的超大能量,有着能改变人的观念、思
维、行为方式的潜力。总之,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为服

装与建筑设计创新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机遇和

挑战。

4 服装与建筑的形态美法则

服装与建筑设计者具备了一定的技巧和修养后,
又熟悉了设计到制作成形整个过程,这仅仅是具备了

最基本的能力和条件。要想真正使设计成为高品位的

艺术创作,就必须掌握设计的形态美法则[5]。

4.1 形态美法则

服装与建筑造型上涉及的形态美法则非常多,如
点、线、面、点线面的立体以及立体、定形与无定形等,
都是设计中必然要掌握的纯粹形态的理论,有关形态

的美学规律更要掌握,如整体和局部、秩序和无秩序、
黄金分割率的应用等。

4.2 色彩

服装与建筑都离不开色彩,为了维护服装和建筑

本身的整体性,往往需要选择一个主要颜色作为基调,
而色彩运用既能体现设计师鲜明的设计风格,又能体

现出使用者的个性气质。然而孟子曰:“尽信书,则不

如无书。”最适用色彩的选择,只有在实践中摸索,并逐

步培养起个人的色彩设计能力与风格,才可能得到最

理想的结果。

4.3 肌理

肌理就是材料表面所呈现出的组织构造,包含材

质和纹理等内容。因此,只要是接触材料,就必须考虑

肌理。服装设计的肌理效果,主要依靠面料的质地和

纹理,这种质地之美、纹理之奇源于纤维的原质,又出

自人工织造。建筑设计中表现肌理效果,也主要依靠

质地和纹理,其质地之美、纹理之奇出于人工营造的比

重更大一些。

4.4 纹饰

纹饰是人工所为,并非天然纹理。服装上的纹饰

也可称图案,建筑上的纹饰也可称装饰,具有一定内容

和一定形象的纹饰为服装增添了文化意蕴和审美价

值。无论是服装还是建筑,只有当纹饰的出现使其更

完美而不是令人感到赘余时才是合理的。
服装和建筑最后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而造

型、色彩、肌理、纹饰共同创造的美,就构成了整体的综

合形象美,因此各因素的美必须统一在一种风格之中,
才能达到综合形象的和谐美感。

5 服装和建筑的心理认知

人们去歌剧院参加音乐会时,本能地就会穿上尽

量好的礼服,几乎没人会穿休闲装去参加盛大的音乐

会;人们去体育馆的时候,本能就换上运动装或宽松透

气的衣服;当人们去公司上班时,当然穿职业装了。反

之,歌剧院的音乐会结束,从里面出来个人,你看见他

(她)穿礼服,你会觉得正常,如果穿的休闲装,你肯定

就会诧异了;去体育馆,你会惊奇竟然有人穿皮鞋和正

装来;下班看见从办公室出来个穿着休闲装的,你会好

奇的多看两眼。这些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只要留心观

察,比比皆是[6]。去不同的建筑代表了去不同的场合,
决定了你的心理认知,从而决定了你的服饰行为,反之

亦然。
服装与建筑的心理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6 结语

服装与建筑永远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探

索服装与建筑之间的共性,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

时代下为服装与建筑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创新点。
随着现代社会的明确分工,学科的发展也越来越

细化,我们不可否认明确分工带来的专业化,但新世纪

人才更要求举一能反三,触类可旁通。因此,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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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面发展也不可或缺。服装与建筑天然存在大量共

性,对其共性的研究将促使两者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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