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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服装设计中的立体构成 
——以海洋元素为例 

◆杨琪琪  肖杰文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大连  116034） 

 
摘要：海洋生物品种之多样、造型之奇异、色彩之丰富、纹样之独特，
为现代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提供 直接、 生动的创作原型和素材。在服
装立体构成设计中，通过多元的创新设计方式将它们巧妙地应用在服装
的造型、色彩、纹样以及质感之中，能够起到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从
而为服装立体构成设计带来更大的设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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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由奔放，深邃富饶的海洋有着无穷的魅力，为服装设计师

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那些在海水里生长的五彩
斑斓的鱼儿、优雅灵动的水母、婀娜多姿的海藻、奇异神秘的珊
瑚，缠绕着我们内心深切的思念，带给我们无穷的呼唤和向往。
千姿百态的海洋生物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元素，为服装
立体构成设计带来了新鲜的感官刺激，将有利于设计师创造出个
性突出的原创风格，带来全新视觉感受。 

1 海洋元素形态、特征的分析  
海洋生物种类繁多，造型千奇百怪。据全球海域数据的调查

报告显示，目前已知的海洋生物已有 21 万种。大致可分为鱼类、
软体动物、棘皮动物和腔肠动物等。其中，鱼类品种 多，一般
有流线形、子弹形、平扁形和异形等。软体动物通常是具有石灰
质外壳的贝类，大多是左右对称的扇形、放射形以及螺旋形。棘
皮动物的身体几乎都呈放射状对称。腔肠动物周身遍布着长满刺
细胞的触手，大多呈铃铛形、伞形、花瓶形、树枝形、蘑菇形等。
浩瀚的海洋承载着太阳系中 为丰富多彩的生命群落，为我们带
来一场迷幻奇异的视觉盛宴。其主要分为暖色调、冷色调、黑白
灰无彩色、金银光泽色以及对比色系。海洋生物纹样主要有几何
纹样、点式纹样、流线型纹样、波纹式纹样。这些生动的造型、
绚丽的色彩和质感独特的纹理，都将给设计带来丰富的灵感启
示，为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提供多样化的创意空间。 

2 海洋元素在服装立体构成中的设计运用与实现手法的探
讨  

在日新月异、信息泛滥的 21 世纪，服装设计师要做到“独
树一帜”，就必须激活尘封的神经，找到创意的突破口，迫切需
要一种视觉冲击力超群的形式让感官神经为之振奋，以实现新的
设计高度。海洋生物外形奇异而古怪，形态多样，变化多端。将
海洋元素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超束缚性的、突破传统的创作形式
应用在服装设计上，将给服装设计带来另类视角，更加具有创意
性和时尚性。海洋仿生元素能够有效地拓宽服装立体构成设计的
创作思路和思维方向，是值得挖掘的创意元素。这种从自然界中
挖掘出来的创作思路，给服装设计师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同时也使服装更具情趣化、个性化。 

2.1 海洋生物形态的借鉴  
海洋生物形态通常是结构复杂的有机体。设计师在提炼设计

元素的过程中，可分析、归纳出海洋生物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之
间的相似之处，对其进行高度概括和简化，尝试运用仿生设计思
维结合立体造型手法来进行设计构成，为服装造型设计带来更为
广阔的创意空间。 

海洋生物形态应用在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的具象仿生，常常
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将海洋鱼类常见的流线形、子弹形、
铅笔形、平扁形等作为原型，通过外形的直接仿生或进行分割、
组合手法后将其运用在服装的整体或局部造型中，有效增添服装
的灵动感，如鱼尾式裙摆、鱼鳍造型的立体肩部等。在进行创意
服装设计时，可运用抽象仿生手法，提取怪异鱼类身体的某一部
分特征，进行概括、简化，得抽象的形，利用机玻璃、细铁丝、
无纺布、新型科技面料等材料与各类针织、梭织面料等混搭使用，
运用折叠、弯曲、堆积等服装立体构成技法，采用缝合、粘贴、
钻孔、衍缝等工艺手法，能够塑造出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个性张
扬而又风格独特的服装作品。 

海洋世界承载着大自然无尽的奇思和妙想，等待人们去感

知。不同形状、不同结构的海洋生物所传达的视觉信息和心理感
受都有着天壤之别，设计师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对事物的感知度，
在进行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时，可吸取海洋生物的造型特点，从中
提取单个或多个元素，运用意象仿生，采用非常规服装立体构成
技法，通过扭转、拼接组合体、弯折、几何体的立体空间塑造、
特殊分割、夸张等手法使面料自然形成设计师主观感受下的形，
人们不仅能在服装中意会到海洋鱼类的奇特造型，服装的空间造
型也随之富有内涵，使服装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海洋元素
与服装时尚而完美的结合。 

2.2 海洋生物色彩的借鉴  
色彩是服装立体构成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色彩因变化使服

装造型美丽而生动。从异彩纷呈的海洋元素中吸取灵感，不仅能
够增强服装的时尚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还能深化服装风格、烘
托气氛，激起人们的心理共鸣。海洋生物色彩主要分为暖色调、
冷色调、黑白灰无彩色、金银光泽色以及对比色系，为设计师提
供了多样化的思路。鱼类颜色 为丰富，给人以开朗活泼之感，
主要包括金色、银色、黄色、绿色、蓝色等高纯度色彩，设计师
可以采用强烈的颜色对比形式，将其运用在服装局部立体造型之
中，如衣领、袖口、肩膀等局部，使原本端庄、安静的服装变得
活跃且生动起来。软体类中的贝类色彩以米黄色、白色、咖啡色
为主，让人宁静祥和。我们可以通过色彩渐变的形式，使用印染、
扎染、拼贴等工艺手法，并结合服装立体构成的特殊分割法应用
于服装中，彰显出个性、自在的优雅品味。头足类和腔肠类一般
以白色、粉红色、浅绿色、红色、蓝色等具有通透性的色彩为主。
将其色彩通过透叠的形式，使用穿插、排列、堆叠等手法应用于
服装的整体或局部、服装配饰设计中，都将为服装整体形象增添
神秘、清新的另类时尚气息。 

2.3 海洋生物纹样、质感的借鉴  
海洋生物具有很强的纹理和质感，将其巧妙地应用于服装立

体构成设计中，将有效地延长人们的视觉注意力，使服饰语言更
加丰富而具有内涵。 

鱼类纹样丰富多变，大致包括线形纹、几何纹、圆点纹和不
规则纹。例如，在进行服装局部造型设计时，可借鉴炮弹鱼、狮
子鱼、孔雀鱼、蝴蝶鱼等个性鲜明的鱼类纹样，采用针织、棉麻、
皮等材质，通过编织、折叠、填充，褶皱等方法，创造出美妙精
致的现代时尚立体造型，增强服装风格的表现力。软体类以贝类
纹样 为别致，以螺旋纹和波浪纹居多，拥有完美的形式美和极
致的凹凸质感。在服装整体造型设计中，可对海螺和贝壳自身特
有的纹理进行仿生，与各种材料巧妙的结合，如采用梭织、针织、
麂皮绒和毛皮等材质，运用解构并重新建构等方式，并灵活运用
回转、重合、分割、渐变等立体构成手法，形成丰富新颖的肌理
质感。腔肠类生物纹样壮丽大气，珊瑚纹样和质感尤为生动，有
密集的树枝纹、圆形孔状纹、花形纹以及绒毛纹等。在服装立体
构成设计中，将珊瑚纹样进行简化概括后，采用棉麻、针织、皮
毛等材料进行创意组合，通过镂空、褶上刺绣、乱褶、刮纱等立
体构成手法，使服装立体造型的表情更加丰富，造就一种时尚另
类的感官刺激。 

3 结语  
在风起云涌的时尚界，服装设计潮流瞬息万变，这就要求设

计师必须要有敏锐的时尚嗅觉。海洋生物奇异神秘的造型、色彩、
纹样为服装设计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将其运用于服装立体构成
设计之中，能够有效地增强服饰的艺术感染力，突显现代个性时
尚品位，更能有效拓宽服装设计的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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