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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立体裁剪的历史较为久远,发展相对清晰,对于我国服装教学具有借鉴之处。结合我国服装立体裁剪课

程的特点,提出了美国立体裁剪的发展对我国服装教学的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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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立体裁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17世

纪初,并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美国的立体裁剪

是从私人裁缝开始使用的,再逐渐实现较大规模的工

业化,并逐步走向广阔市场,形成较强的产业链和产业

标准。一般认为,美国立体裁剪是从平面裁剪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其经历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美国的立

体裁剪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其发展路径对我

国服装教学具有一定参考和启发意义。

1 美国立体裁剪的发展历史

随着英国清教徒进入美洲大陆以及欧洲移民的涌

入,立体裁剪技法逐渐传入美国。早期的立体裁剪是

私人裁缝开始使用的,这种量身定做的方式沿用了许

多年。直到20世纪进入工业大革命时代,制衣业有了

很大的变革,服装开始批量式生产,立体裁剪也顺理成

章地进入成衣业。最初进入美国制衣业打拼的立体裁

剪师以意大利人为主体,他们继承了古代欧洲立裁的

传统手法,为美国的服装业撑起了一片天,所以,在美

国服装业里只要一提起意大利版师,个个都是令人敬

佩的。意大利人将欧洲立体裁剪的技法和文化带到了

美国服装业,不断在美国发展和流传开来,这些师傅们

大都具有扎实的立体裁剪和传统精做西装及奢华礼服

的手艺,他们还有着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孜孜不倦

的敬业精神,为美国跻身和屹立于世界时装之林立下

了汗马功劳。

2 美国立体裁剪的发展现状

美国服装行业分工明确,规范清楚。上身、下身、

晚装、头版、生产版等各有明确分工。立裁打版大都采

用立体和平裁的互动,但立裁的速度要比当下同行稍

微缓慢和规范些,其共同之处是强调精雕细琢符合人

体。
在早期发展的基础上,美国立体裁形成了相对比

较完善的体系,立体裁剪在美国当今社会表现出如下

特点。
(1)对立体裁剪的各项分工逐渐变得模糊。有经

验的管理者对每一位版师及其打版特长了如指掌,但
分配工作时,一个版师既要做头版、改版和生产版,有
的还要应付客人的量身定做等,对版师的各项分工逐

渐变得模糊。
(2)对版师立体裁剪技术的要求日益提高。当前

美国立体裁剪打版的速度要求明显加快,一位打版师

一天只出1个纸样已经不符合要求了,一天2~3个纸

样正在成为不少公司的新常态。对版师立体裁剪技术

的要求日益提高,版师技术要求过硬、全面和熟练,否
则应对不了当下的工作量。

(3)在立体裁剪中使用电脑技术更加普遍。把过

去的先立体,后平面,换成现在的先立体,后平面,再电

脑了。电脑技术的应用,给板房增加了现代科技,也带

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排版、电脑打版,加上电脑版型的

储存管理等都让服装生产行业如虎添翼,今非昔比。
唯独一些不太规范的立体裁剪是电脑“暂时”无法取代

的,这就要求打版师要学习和掌握电脑技术,不断地提

升自我,与时俱进。否则,落伍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

是出局。

3 美国立体裁剪的发展对我国服装教学的启示

3.1 强化立体裁剪的重要性,提高立体裁剪教学要求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服装教育界对设计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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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提拔重视增强,使得中国的服装设计水平不断

提高。设计师的队伍人才辈出,设计水平堪称接近世

界水平。而相对于服装工程和版型工艺技术部分而

言,人才的培养与服装设计相比却相形见绌,状况堪

忧。不少大学、职校或企业似乎都放松对打版师的培

养和培训力度。
大学生入学时大都怀揣着当一名设计师或艺术家

的梦想,而立志做一名出色的打版“小工匠”却是罕见

的。尽管在服装行业里,打版师的需求一直处于供不

应求的状态,尤其那些有专业背景的,基本工过硬的,
有独特的艺术眼光的打版师更是凤毛麟角。与此同

时,在规模相当的服装大企业里,绝大多数的打版师都

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打版课程和立体裁剪培训,加上

媒体界对这个专业认知度的缺乏,在宣传上难免出现

一边倒的现象,也造成了不少年轻人忽视了打版师的

专业和工作,因而就更不可能以此为职业梦想了。另

一方面,那些正在为成为设计师而挥洒汗水、努力奋斗

的年轻人,多半对工艺和打版的学习提不起兴趣,片面

地把眼光放到画好时装效果图的技法上。由此产生的

后果是设计水平的止步不前,使他们与打版师之间无

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结果是在款式设计与成衣的

转换过程中不但无法提升,还可能无法满意。因此,在
教学中,应该灌输学生重视立体裁剪,提高立体裁剪教

学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2 加强学生操作能力,淡化平面裁剪教学

中国打版界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平面裁剪路线,并
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方法各异、较为完整的平面裁剪方

式。中国的服装企业早期沿用的是“市寸”的平面计算

裁剪法,后来改用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厘米”平面计算

裁剪法。曾一度受日本服装文化的影响,尝试推广“日
式”的原型和立体裁剪。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立
裁”大师将日式的立体裁剪陆续传授给中国业界,随后

的三来一补、外来加工及新兴的中外合资企业等也将

欧美的立裁技术带入到中国的服装行业。随之而来的

是中国部分高校也将立体裁剪技术学科引入到服装教

学的课程内容,并且作为一门新的必修课程逐渐在全

国服装专业课程中推广开来。
但是,服装设计这个新专业本来就缺少教师,不少

任课老师自身就缺少立裁的实践经验,自然而然地只

能把书本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和基础立裁技法等

知识教授给学生,所以学生们也难以激发出对立裁技

术学习探索的兴趣。究其因,还是将知识囿于书本,没
有加强对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自然而然就难以激发

学生的积极性。一些在职的中年制版师听说过立体裁

剪,有学习意向,但时间、条件、环境等都不具备。而

今,一些海归从业者和新锐设计师及一些外资品牌企

业都在使用立体裁剪,甚至自己成立工作室和教学。
可不少企业老板认为搞立体裁剪,既费时间又花钱。
平面裁剪有快捷、方便的优点,但它在服装的造型上必

然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和约束性,单一应用平面裁剪阻

碍了中国服装设计造型档次的提升,阻碍了生产技术

的国际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著名服装品

牌的树立及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我们不缺好的设计、手工和材料,就输在没有成衣造型

和立体裁剪工艺上。因此,我国服装教学需要淡化平

面裁剪教学,让立体裁剪教学真正“落到实处”。

3.3 加强立体裁剪电脑软件教学,培养学生互联网思

维

  立体裁剪常以立体操作方法为主,直接用布料在

人台或人体上进行服装款式造型,边裁剪边操作,是一

种非常直观地完成结构设计的裁剪方法。掌握一定的

相关电脑技术,特别是CAD软件是相当重要的,这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他们对于立体图形的

直接感受。立体裁剪培养学生从平面到立体的思维方

式,加强CAD软件教学,能够加深学生的操作性思维。
但是,一些教师在教授立体裁剪课程的时候,对于

CAD软件操作的教学不足,导致学生动手能力相对较

弱。
另外,当下全世界的服装业已进入了移动互联网、

电商化、品牌化的新时代,这就对服装的品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若中国的立体裁剪教学再不提升,则有可

能严重落伍,甚至会被挤垮。在服装教学中,应该努力

培养学生的互联网思维,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

惯。立体裁剪被世界服装名师们视为“看家本领”,只
有解决好立体裁剪的技艺问题,中国设计的服装才会

更加舒适和优美,而这一切的实现都依赖于我国对当

前立体裁剪的教学改革。只有与进俱进,才不会受平

面打版技术的制约,才能成为当下服装品牌竞争的核

心技术和必备条件。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平面裁剪的

技术应用,还应该给中国的时装设计师和打版界注入

新的“立体元素”和“国际化的技术”,为中国时装早日

跻身到世界时装前列做准备,增加中国时装在世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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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加强立体裁剪电脑软

件教学,培养学生互联网思维,促进学生良好习惯,才
是好的出路。

4 结语

美国立体裁剪的发展历史相对久远,发展过程脉

络清晰,发展现状相对较好。从美国服装立体裁剪反

观我国服装立体裁剪课程教学,留给我们许多启示,这
对于改进我国服装立体裁剪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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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mericanclothingdrapingcuttinghadalonghistoryandrelativelycleardevelopment,whichcouldbeusedasarefer-

encefortheteachingofgarmentinChina.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theclothingdrapingcuttingcourseinChina,someenlighten-

mentsofthedevelopmentofAmericanclothingdrapingcuttingtoourclothingteaching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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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籽壳变身新型多孔碳材料

  原本用于饲料和食用菌培养基的棉籽壳,经过新

疆科研人员施以妙手,变身为功能强大的氮掺杂多孔

碳材料。
来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最新消息

称,由该所资源化学研究室张亚刚研究员带领的精细

化工工程中心团队,选用棉籽壳为原料,成功制备出了

氮掺杂多孔碳材料。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在国

际刊物《皇家化学学会进展》上。
这种以天然植物为原料制备而成的新型材料成本

较低,电化学性能较高,而且具有一定的吸附性,在能

源和环保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棉籽壳是棉籽经过剥壳机分离后剩下的外壳。由

于其纤维素含量较高,被广泛用于牲畜饲料加工和养

殖食药用菌等。在新疆,棉籽壳资源来源广,资源量非

常丰富。
张亚刚介绍,棉籽壳可直接进行碳化,工艺过程操

作简单、安全,且无需添加模板进行后处理等步骤,可

以制备成为各种形态的氮掺杂多孔碳材料。相对于传

统碳材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在原料上成本低,原料成

分稳定均一,无需进行复杂的成分分离。
以这种氮掺杂多孔碳材料制备的电极材料,在超

级电容器中显示出优异的性能,此外,氮掺杂多孔碳材

料还具有优异的染料吸附性能,可作为新型吸附和分

离用功能材料。
功能型碳材料在催化、吸附、传感、分离以及储能

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采用各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来

制备新型碳材料,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张亚

刚带领的科研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

持下,以棉花为原材料,陆续制备出多种植物基碳材

料,进一步挖掘棉花的潜在价值,相关科研成果已经申

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并获得授权。
(来源:亚洲纺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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