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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服装版型的差异与含义 
余真平 

(江西服装学院  江西省现代服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西  南昌  330201) 

摘要：服装版型设计属于制作服装的基本前提条件，版型可以真正彰显出服装自身在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传统工艺以及文化内
涵。服装主要作用可以表现在人们实际生活穿着之上，可以展现出其整体保护性以及舒适性。但是，在文化层面上还是具有很大差
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进步，人们针对服装新款式和新造型等方面，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时尚追求，服装版型就是其中能
够呈现出独特特点的关键环节，在版型的设计环节之中，其中的关键性位置以及修改都能够形成最终最具特征的服装款式，不论服
装版型怎么变化，实际原理都十分接近，都属于追求人体之上的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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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接触服装一直到现在，服装款式就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状

态，在我国古代，服装属于人们进行穿着保护的一种用具。在现代，

服装可以展现出人们自身的美感。因此，服装在不同民族文化方面

也会存在相应差别，在时代版型设计的不断影响之下，能够为创建

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艺术之间进行结合的服装版型奠定相应基础。

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古今服装版型的差异与含义展开以下有关分

析和阐述，以期具有相应参考价值。 

一、服装版型暴露出来的相应弊端 
（一）生态因素 

近些年来，人们实际生活水平出现全方位提升，人均身高也呈

现出逐年增长的基本趋势，青少年的身体发育也明显提前，其中同

比年龄层身体出现肥胖的情况也变得更为普遍，但是服装人体数据

依然还在保持 20 年以前的相应数据，更新比较缓慢，在很大程度

上缺少准确性以及权威性。使得服装市场内部的同一规格服装版型

出现各不相同的基本现象，还会出现服装规格分化不够细致等情

况。为了方便加工，版型中庸，服装维度和比例都没有做到科学考

量，使得服装版型十分标准化，最终导致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都出

现选择服装困难的现象，特殊体型的人群更是比较难以找到真正适

合的服装。 

（二）社会文化因素 

在当前信息数据十分多元以及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整

体变化没有小众文化的发展显著，在社会发展之中使得新兴产业得

以涌现，新世纪之中的年轻人都比较偏爱特殊和脑洞，人们对于风

格迥异的服装整体接受度更高。服装也属于语言进行传播的一种基

本形式，和革新之间具有紧密关联。其中解构主义、极简主义等相

应服装版型风格都出现在新世纪舞台上，求同存异心理盛行[1]。来

到了个性化服装时代，人们整体的消费趋势与自身对于服装版型的

实际审美之间不可分割，甚至可以成为对于服装最终选择的决定性

因素，服装实际发展方向与从前任何时代之间进行相比都变得更具

自由性，单一化服装版型标准已经无法真正满足人们对于服装的基

本需求。 

（三）科学技术因素 

纺织材料在从前成为服装进行创新的主要决定性因素。科学技

术可以改变服装材料的实际性能。技术可以将天然材料的基本特点

进行削弱，可以有效避免合成材料出现的相应弊端，在技术支持下

可以分解材料的基本特点，促使合成材料也拥有天然材料的舒适性

能，还可以保留合成材料自身不容易出现变形的基本特点。科学改

良材料的基本性能，进而可以为服装制造降低成本。技术可以改变

服装的缝制方式。合成技术逐渐发展和成熟，促进纺织材料实际应

用范围变得更为广阔。比如，塑胶、玻璃纤维以及纸纤维等等，都

被逐渐运用到服装版型制作之中，合成技术也可以将传统缝制衣料

手段来代替，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打破传统服装版型制造的壁垒，

可以起到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二、古今服装版型的差异与含义 
古今服装版型的共同特点都展现出所处时代的传统文化内涵。

不同点为古代服装具有等级制度和尊卑制度，服装版型的差别可以

体现出高低贵贱；而现代服装主要展现个性化和时尚性，具有展现

美感的浪漫主义风格。从古至今，人们在实际生活之中都比较看重

穿着，在不同民族以及时间和地点等因素影响下，人们的服装都具

有相应差别。因此不同服装版型的设计需要具备多元化特点，这样

才可以真正体现出时代文化发展的差异。 

（一）在文化方面的差异与含义 

服装针对文化的实际影响十分深远，古代服装在文化方面能够

展现出自身传承性特点，因此服装版型设计都可以体现出所处时代

的文明内涵。在古今时代文化以及理念方面存在差异来看待服装穿

着，现代化服装版型设计关注仪容仪表，充分为群众而服务，可以

充分体现出人们身体的曲线美。通过服装来展现出自身的整体气质

和内涵，从而掩盖身体存在的瑕疵，才可以使得服装道路展开长远

和多元发展。在古今文化思想和内涵进行交融发展下，在古今交融

服装版型设计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使得服装版型设计变得更为完

善。通过现代化服装版型设计具有多样性特点，和古代服装版型设

计之间的传统文化内涵之间进行交融，可以促进服装朝着千姿百态

的方向发展。比如：汉服属于十分经典的服装款式，“上日衣，下

曰裳。”“裳”在最开始， 只是将布料裁制成两片围在人们的身上。

到汉代，人们开始将前后两片布料进行连接，成为简状，这就是当

前所指的“裙”。襦裙属于汉服款式的一种，即上襦下裙，交领右

衽。襦裙属于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服装，其细节之处一直都在不断变

化，一些为深交领到腋下，袖緣比较宽，袖根要比袖口更宽，可显

示出腰线，一般被人为是中衣款式。还有一些为浅交领，袖根与袖

口之间宽度相同，属直袖，袖緣较窄，同有腰线，一般属于外穿襦

裙。但是汉服整体分割线比较少，这种版型可以体现出人体的落落

大方，而现代服装版型设计能够体现出人们的风韵气质[2]。 

（二）在款式上存在差异与含义 

服装款式主要包含服装造型、制作面料、颜色以及配件等等，

古代服装整体设计讲究厚实和保守，通常都是修长以及宽松，而且

面料较为粗糙，在服装配件之上十分讲究，有腰带和发钗这两个方

面，其中又包含很多细小之处，每一个民族之间都具有服装版型的

不同特点。现代的服装版型款式种类多样，风格各异，每一个季节

所穿着的衣服都具有明显区别，服装版型都是通过身材来进行修

饰，可以展现出人们身上存在的优点，还可以遮挡身材上存在的不

足。服装面料变化多样，在服装搭配之上也具有多样化风格，依照

不同衣服款式可以展开不同配件的整体搭配，现代化服装款式可以

展现出人们的性感、时尚以及气质。比如在衣服领口的设计之时，

古代服装就是采取圆领设计，十分简洁，方便人们穿和脱；但是现

代服装设计中有高领设计，穿上之后不紧绷，能够将其随意竖立，

具有保暖基本特点，还不失美感。 

（三）在制作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含义 

古今服装在版型设计方面，需要秉持着穿着舒适的基本理念，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进步，在衣服的制作方面存在很多不同。古代

服装版型一般都是经过人体测量数据，再到制作面料之上展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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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服装通常都是以宽松为基本特点，整件服装都可以通过多块面

料来构成，上下身的着装均连为一体，使用腰带来进行固定，在服

装面料实际设计方面，会通过一些丰富图案进行修饰，并不是通过

图案来展现出人体美感，而是通过图案来彰显身份和地位。但是，

现代化服装版型一般都是通过平面剪裁，通过机械制造手段，先使

用电脑进行版型图画设计和修整，并且结合人体的外形与轮廓，促

进服装版型可以修身，进而充分展现出人体十分优雅的美感。 

（四）在习俗方面的差异和含义 

在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中，每一个种族都具有自己不同的服

装。古代服装版型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在色彩方面区

别更为显著，只有当时身处高位的人才可以穿着彩色服装，普通老

百姓只可以选择颜色比较暗淡的一些服装。在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之

下，和古代服装穿着习俗之间进行比较，现代服装设计不仅可以设

计出颜色各异的服装，还可以创造出轮廓奇特以及具有时尚潮流的

新型服装，讲究的就是走在时尚前沿，在社会科学文明不断进步与

发展，使得服装版型设计方面十分开放，古代穿着十分保守，但是

现代讲究穿衣自由，在大多数人眼中不需要中规中矩，而需要追求

自我，自己觉得舒适才最重要。 

结合本文可以看出服装版型在服装实际设计与制造的过程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服装版型的整体制作对于设计人员具有较高

要求，设计细节繁多，针对人体基本结构以及大小形态等方面都要

展开更为精准的测量。古代服装版型可以传承文化艺术，现代化服

装版型设计更具创新化发展特点[3]。古代服装就像一床厚实的棉

被，可以将人的身体包裹紧实，这种服装版型设计具有保守特点，

端庄严肃。现代服装版型设计可以突出人的个性化和身体美感，从

服装版型的逐渐演变可以发现服装版型设计的灵活性以及多元化。

在人类科学进步以及演变的发展进程中，服装版型整体设计价值也

在不断攀升，服装版型不仅局限在服装设计和制造之上，更多的是

针对人体造型艺术进行良好展示，能够制造出相应价值，并展现出

文化内涵，同时也属于时代发展的一种象征。 

三、现代化服装版型实际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服装市场处在十分标准化版型生产基本阶段，依照地

域不同和气候条件不同，来设计出适合人们的标准版型服装。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使得服装行

业正在经受着历史性改革和动荡，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的

发展、经济多元化以及人们的思想变化等方面，生态因素和科学技

术的不断指引，使得服装版型设计标准化设计出现相应问题。在当

前市场上，服装产品丰富多样，供大于求，但是标准化服装版型的

生产与人们对于服装的基本需求之间依然存在相应矛盾[4]。从古代

到现代，服装版型设计呈现出多元变化的发展趋势，据此需要针对

当前的现代化服装版型设计存在的相应问题，加以改正，与时代和

文化结合，充分改良服装版型设计，为人们提供更为丰富性和多元

化设计特点的服装而努力。 

（一）服装版型轮廓进行细分 

服装版型轮廓具有搭配简单特点，所以依然没有过时，属于大

家最为常规的一种着衣方式，也属于市场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同

一个尺码的多样化版型之上可以获得更为细致的划分。比如，针对

同样身高但是不同围度的人群，因为颈围、手臂围和小腹凸起等实

际现状均具有不同特点，展开领围、袖围以及衣幅等 2-3 各型号进

行细分，这种细节之处的区别并不是非标准版型长宽基本围度方面

的一种等比缩放，而属于服装造型上和衣服局部结构比例的科学量

化设计，可以关注到实用性，又可以体现出设计感。进而，可以使

得更多人群能够在服装市场之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衣服。 

（二）外部廓形丰富 

在现代化服装市场当中，服装版型一般都是将 A、T、H、X、

O 作为主要类型，其中 A 更为常见，从古代发展到现在，国内外服

装发展的变迁，服装版型出现千变万化。在服装自身外部形态基本

原则之上，在设计之时不会有任何约束，在依照人体特点的主要原

则之下，可以塑造出各个部件比例关系，创建出具有标准化的服装

外部轮廓结构，创建出新型服装穿着形式。 

（三）内部结构的创新 

将服装内部结构进行构建具有平衡作用，现代化服装版型设计

可以进一步打破习惯性设计壁垒，将设计支撑点作为中心，互动创

意之下进行科学创新。斜向结构会增加相应设计成本，但是针对服

装版型展开数据方面控制，针对斜向结构线的实际数量、位置以及

形态等方面可以进行有效改良，进而能够更加巧妙的提升服装版型

整体层次感。而且，针对服装非常规斜向结构线逐渐向结构线角度

展开过渡和变化，那么会因为凹凸面出现变化，而使得服装版型出

现相应变化[5]。 

（四）材料变化导致结构革新 

新技术可以构建出更为宽广的服装设计领域，选择不同材质展

开服装设计，在服装版型结构方面来说，既可以保持优良服装轮廓，

又能够将简约化特点展现出来，这可以展现出现代化服装版型设计

的基本优势，其中合成材料在高温条件和挤压变形之下，会改善材

料的平立关系，服装设计原来需要通过结构关系位置来展现，现在

只需要通过材料来进行代替。女性内衣属于其中典型案例，这种材

料替代的形式、材料多样化形式属于现代化服装版型设计的主要亮

点之一，在未来会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五）人工体学在服装版型之中的设计 

服装设计要得体与舒适，还要具备美感。前提需要具备人体工

程学的基本规律，也要展现出服装版型设计的线条美。针对人体尺

寸展开测量的过程当中，需要充分结合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测

量，在展开服装版型裁制的过程中，需要将造型线设计理念添加进

去，满足人们身体凹凸位置，做好版型分割线，在设计之时考虑到

省道和褶皱方面的工艺处理，给予现代人工体学和美学的基础之

上，分割线比较多而且明确，基于此可以为人们设计出更加流畅和

科学的服装版型。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时代进一步发展背景下，服装版型呈现出多样化

发展特点，服装版型文化从古代一直流传至今，在服装版型定义方

面存在相应差异，但是在版型设计基础之上依然大同小异。或许人

们针对服装版型的发展并不是十分关心，但是版型设计在服装当中

却占据重要位置，将文化和艺术进行结合，来制造出更具多样化和

独特性的服装版型，可以为服装在未来的发展奠定相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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