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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手绘服装画属于艺术设计研究的范畴，与其他艺术设计门类相同。手绘

服装画需要以人物速写、素描、色彩等基础学科作为基本功。

服装画是以服装为载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它借助服装附着于人体的造型，

通过形态、色彩、肌理、结构来表达审美内涵和社会时尚。服装设计具有实

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双重性，所以服装画既能解读服装的功能设计，又能表

达画作的人文情怀和审美上的终极追求。服装画一方面要与其他艺术形式相

关联，另一方面又需要独立形成自身的审美形式。

本书在强调掌握绘画技法的同时，也强调对服装画作品的理解。在介绍

绘画技法和绘画风格时，对一些典型性的代表作品进行分析，侧重从绘画技

法切入，并着重从美学度角去理解作品，使学生在掌握服装画技法的基础上，

能够理解各种风格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记住一些著名的服装画艺术家的代表

作品，更能培养学生的服装画艺术鉴赏能力，从而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自

己的绘画风格。本书旨在体现时代性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立足于拓展学生的

思维，培养创新能力，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本书由刘凌、郑美卉、王健编著。其中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由刘凌

编写，第三章、第五章由郑美卉编写，第六章由王健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资料，力求融会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

此向有关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

之处，敬请广大师生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以期不断改进。

 编著者　　

 丁酉腊月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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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时

章　　名 课时数 内　　容

服装画概论 4

首先让学生了解服装画的起源及风格，然后通过服装画速写及服装

画效果图的表现特点进一步掌握不同种类服装画，用于传达不同的设

计理念及情感，最后掌握多元化的材质带给设计师新的启发。

技能要点

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学习服装画所需要的工具及不同材质的绘画工具表现出不同的绘画效果。

引导案例

来自洛杉矶的华裔插画师、平面设计师桑尼·古（Sunny Gu）的插画（图 1-1）总是充满鲜艳

的色彩、细腻丰富的细节和独特的感情透析。她说，当她画画时，她能感觉到沐浴在幸福里，也希

望借由她的画作传达幸福与欢乐，因为对她来说，插画不仅仅是工作，更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旅程，

是一个寻找美丽、价值、真理和自我的旅程。 Sunny Gu所展现的皮草是精致的，不同于印象派画法，

她更擅长用丰富的色彩和细腻的细节表现皮草的美。

学习目标

1. 了解服装画的起源及 20 世纪众多艺术流派对服装画的影响。

2. 掌握不同种类的服装画，用于传达不同的设计理念。

3. 了解学习服装画所需要的纸、颜料及辅助工具。

核心概念

插画、效果图、款式图、结构图、设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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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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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服装画的起源及发展

在艺术家不断的绘画实践中，时装绘画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最早产生的时装绘画是

服装版画（fashion prate）。16 世纪，欧洲与世界贸易的发展、艺术的创新都有所突破，在绘画艺

术和版画制作与发明创造上是一个繁荣时期。据英国圣马丁设计学院记载，第一个以蚀刻版画的方

法从事时装画的画家是维瑟斯·霍勒（Wenceslaus Hollar，1607—1677）。他用蚀刻版画详尽地

描述了服装的细节，这被视为时装绘画的开端。

随着信息传播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定期出版的刊物出现，当时上流社会需要时尚的生活，

需要画面丰富的时尚杂志，他们雇用大批的艺术家以创作反映宫廷贵族生活方式的绘画，在他们的

作品中不乏描绘非常详尽和生动的服饰形象作品，以此作为贵族们的荣耀和相互模仿的范本，其中

已经开始描绘传统民族服饰和当代的流行风貌。当时有许多画家也会为时尚杂志画插图，服装画师

也随之产生。

17 世纪，在法国路易十四的资助下，一张专门报道服装信息的报纸诞生了。信息的快速传播使

得服装业迅速发展，其中表现最新服装款式的服装画也大量出现。18 世纪，由于雕刻及铜板画技艺

的提高，服装画的表现也越来越精美，服装画由单一的款式逐渐变成系列服装，并经常以描绘一些

时髦的建筑外观，室内精美的陈设，奇特的发型、帽、鞋等作为背景的处理。18 世纪中叶，乔治三

世统治时期，英国先锋周刊《女士杂志》于 1759 年出版发行。18 世纪末，法国的《流行时报》出

现，推动了服装界的发展。由此可见此时欧洲的服装业非常兴盛，且在绘画界出现了所谓的风俗画，

版画领域出现了所谓的雅宴画等。18 世纪末，德国曾一度取代法国时尚信息中心的位置，同时服装

界的贵族风消退，平民风兴起。19 世纪下半叶，巴黎再次成为服装中心，服装以浪漫主义风格为主。

20 世纪兴起的众多艺术流派对服装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毕加索（Picasso）创立的立体主

义对形象的分解和构成的几何形状，以马蒂斯（Mattis）为代表的野兽主义以鲜艳的色块刺激眼睛，

以达利（Dali）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的荒谬等都为服装画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灵感。

将各个时期绘画大师的作品与当时的艺术思潮和流行趋势进行横向的比较，我们清楚地看到艺

术思潮与时装绘画及服装设计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存在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相互间的影响

可以从作品最后的完成形态中得出某种一致性。服装画不再是单一的形式，而是以技法和风格多样

形式出现。

在 20 世纪 10—30 年代里，服装画受“新样式艺术”“迪考艺术”影响较大，装饰性强，形象都

经过变形和提炼，结构清晰，画面整洁有序，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有莱帕  波（Lepape）（图 1-2）、本尼

托（Benito）等。30 年代服装画受野兽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影响较大，画风随意柔和，

注意表现力，强调立体感和色彩的感受，代表人物为艾里  克（Eric）、威廉·麦兹（Willam M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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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 内 · 布 歇 尔（Rene Bouche） 等。20

世纪 30 年代末，随着摄影技术的提高，

VOGUE 杂志 1932 年第一次使用了照片

（图 1-3、图 1-4）作为封面，之后服装

摄影逐渐取代了服装画的版面，服装画受

到严峻的考验。80 年代服装画再次受到

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服装画的作用不仅

在于服装杂志插图，而且服装设计表现方

面—服装画也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

用。服装画还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图 1-2

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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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我国的服装画源于人物画，并为服装画的产生与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我国的服装画起

步晚，到了民国时期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就是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大都是由画家来兼任的，服装画或服装

插画大都由画家来创作，当时的叶浅予、张乐平、梁白波、李珊菲、方雪鸪、万氏四兄弟都是名噪一时

的名画家，还有现代工艺大师张光宇和张正宇先生。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服装画

课程。随着服装业的发展，服装画越来越成熟。不过，早期的中国工笔人物画也可算是服装画的雏形。

（图 1-5）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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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服装画的分类

服装画是运用绘画的基本手段，通过丰富的艺术处理方法来体现服装设计的造型和整体气氛的

一种艺术形式。服装画在绘画艺术中，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虽然具有某些人物画的特征，但不

同于一般欣赏的人物绘画作品，具有很强的专业特性，是设计师将设计意图呈现在人体穿着的整体

视觉效果，是服装产品一种有效的表达形式，它的表现重点是时尚美感。

服装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用类，另一类是欣赏类。实用类是为服装生产服务的服装画，

这是目前最主要、最常见的一种，它包括效果图、款式图和结构图。欣赏类注重感性和艺术感染力，

把服装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一、服装画的特点

服装画源于绘画，主要用于交流设计思想。随着广告宣传和品牌推广的需要，服装画也逐渐成

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形式，即仅作欣赏之用，不包含服装设计信息的服装插画。

服装设计师与服装插画师的工作不同，服装设计师对于服装效果图表现的好坏，直接影响着设

计师设计意图的表达。服装画是服装设计师将服装样式的流行消化后，构想出来作为表现的第一阶

段，服装设计者将所要展示或是计划推出的服饰，应用于实际需要，用他们的手和笔将符合潮流趋

势的线条、形体、色彩、光线和组织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服装效果图是服装设计师必须具备的设

计表达能力。

服装画自身的艺术性比摄影照片、成衣、着装模特儿更能反映服装的风格、魅力与设计理念。

同时服装画可以为服装广告和服装展示传递信息。专业性的刊物、杂志是它的主要媒体，能够起到

提升品牌形象、促进消费的作用。

二、服装画速写

服装画速写（图 1-6）也称服装画草图，是一种表现设计意识氛围的图，是设计师以最快捷方便

的形式对思维成果的一种记录，是服装设计师灵感迸发一瞬间的记录，不需要考虑绘画美感和现实

效果，最重要的是以最快速、简洁的形式去记录设计灵感和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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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三、服装效果图

服装效果图（图 1-7 ～图 1-10）既要表现服装在某一特定环境中的风格，又不能忽视服装的主

要外形和结构。它是表达设计者创作构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装设计者表达自身的设计意

图、文化、艺术涵养和审美情趣的一门“世界性的艺术语言”。服装效果图的表现形式可以带有服装

设计师的个人风格和情感。绘制服装效果图要求服装设计师有一定的绘画能力，服装制板和工艺技

术知识，面料、辅料的基本知识等。服装效果图通常以较完整的表现来准确地传达设计者的设计思

路，使服装工艺人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等准确领悟设计意图。所以服装效果图与服装设计有着

最直接的关系。服装效果图的表现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清楚表现设计意图的前提下，或写实、

或夸张、或装饰，可根据服装设计师的习惯和设计的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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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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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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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　　　　　　                                         　　 图 1-10

四、服装款式图

服装款式图（图 1-11）也称服装样式图，是对服装效果图的补充说明，充当工艺说明书的作用，

是对款式设计更详尽的说明，大多时候都配合服装效果图和工艺说明书出现。它是服装样板师制板

及工艺师制定生产工艺的重要依据。服装款式图注重表现服装的款式结构特征，如结构线、省道线、

公主线、衣袋、领、袖等，服装款式图省略人体仅绘制衣服的款式特征，也可用文字提示制作的

工艺要求、面料及辅料的要求等。服装款式图需要服装设计师清楚地表达服装设计款式的细节、面

料、标准尺寸及工艺制作上的特殊要求，将服装款式结构、工艺特点、装饰配件及制作流程进一

步细化形成具有切实科学依据的示意图，必要时可以以简练的文字辅助说明及附上料样，主要是为

了向打板师传达设计意图，让其根据设计图来打板和制作衣服，所以要画得准确、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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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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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装结构图

服装结                  构图（图 1-12）将款式设计的结果演绎成合理的空间关系，是将服装款式图分解展开成

平面的服装衣片结构图的一种设计，是将二维转化为三维的一种理性设计。实现款式设计的意图，

既要弥补款式设计的不足，又要考虑工艺设计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图 1-12

部位 下长 胸围 肩宽 颈围 背长 袖长 袖口

规格 22 100 41 38 38.5 55 12

图纸名称 驭领休闲装结构设计

制 图 日期 08/12/05



014

服装画表现技法

高等院校设计学类专业精品教材

六、服装插画

服装插画（图 1-13 ～图 1-16）以欣赏及宣传为主要目的，注重绘画技巧和视觉冲击力，画面

效果更接近于绘画艺术，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鲜明的个性特征。它强调款式特点和色彩效果，对整

个画面进行气氛渲染，常常用作广告海报、样宣等，可以指导消费、预告流行。服装插画不去计较

服装细节的表现，构图的方式也形式多样、大胆夸张。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时装插画家的代表

人物是奥博利·比亚兹莱、阿尔丰斯·穆夏和查尔斯·达纳·吉布森。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

看到服装画的影子，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服装画，更多的是以服装作为艺术家表现情感的一种插画

方法。他们的艺术表现力令世人惊叹，追随先锋艺术，并享受其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其中，阿

尔丰斯·穆哈及查尔达纳·吉卜森都因描绘美丽的女性而出名。

  

图 1-13



 015

第一章 | 服装画概论

            图 1-14

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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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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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装画的材料装饰性

将一些生活中可接触的材料，用于服装画中服装人体款式形态的绘制。结合材料的特性，在服

装画中添加可展现服装样式、色彩等元素的塑造，形成半浮雕的效果（图 1-17）。例如，一些杂志

图纸类，可对服装画进行剪纸、 拼贴、折纸等一系列手工艺术处理，使服装效果图更具有欣赏效果。

 

                图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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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习服装画所需要的工具

绘制服装画所使用的工具较多，一般选用常用工具就可以满足基本绘制要求。服装画的绘制工

具大致分为笔类、纸类、颜料类和其他服装工具（图 1-18）。

                      图 1-18

一、笔

服装画常用的画笔有铅笔、炭笔、水笔、毛笔、水粉笔、水彩笔、马克笔等（图 1-19、图 1-20）。

                                            图 1-19



 019

第一章 | 服装画概论

                                                图 1-20

（一）铅笔

铅笔有绘图铅笔、自动铅笔等。绘图铅笔有软硬之分，软质的是 B ～ 8B，硬质的是 H ～ 12H。

画服装画常选用 HB 铅笔。自动铅笔由于其线条清秀纤细，比较适合绘制草图和勾线。

（二）炭笔

炭笔分为碳素笔、碳画笔、炭精条和木炭条。碳素笔的笔芯较硬，碳画笔的笔芯较软，炭笔笔

触粗细变化范围较大，适合画素描风格的服装画。

（三）水笔

水笔有针管笔和签字笔两种，笔尖粗细 0.1 ～ 0.9 mm，一般适用于勾线及排列线条。

（四）毛笔

毛笔有软硬之分，软质的为羊毫，常用的是白云笔（大、中、小），这类笔柔软，适用于涂色

面。硬质的为狼毫，有狼圭、红毛、叶筋、衣纹等，这类笔笔锋坚挺，适用于勾线。

（五）水粉笔

水粉笔有两种笔毛类型：一种是羊毫与狼毫混合型，弹性适中，能够较好地用于颜色覆盖；

另一种是尼龙型，笔头形状有扇形和扁平型。绘制服装画多用扁平笔头的羊毫与狼毫混合型水

粉笔。

（六）水彩笔

水彩笔笔头有圆形和扁平形两种，具有含水量大的特点（图 1-21、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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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1

                     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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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纸张

纸张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其性能的不同会使画面最终效果有所差异，在选择前应尽量尝

试各种效果，仔细分析比较，在表现不同的服装质感或运用不同的绘画风格时，选用不同的纸张

（图 1-23）。

                                                 图 1-23

（一）素描纸

素描纸一般适合画铅笔素描。由于纸质不够坚实，吸水能力很强，上色时不宜反复揉擦。如果

一定要用它来画色彩，颜色易灰暗。因此，画色彩时，应适当将颜色调厚加纯。由于素描纸张遇水

后不易平展，如用水性颜料，应将纸张裱在画板上之后再作画。

（二）水粉纸

水粉纸纸纹较粗，有一定的吸水性，易于颜料附着，是绘制服装画最为常用的纸张。

（三）水彩纸

水彩纸纸纹有粗细之分，纸质坚实，经得起擦洗。由于作画时使用大量水分，其特有的凹凸不

平的颗粒能有效地留存水分，因此可以呈现其润泽感。当用干画法表现时易出现飞白效果。它也是

绘制服装画最为常用的纸张之一。

（四）拷贝纸

拷贝纸多用于工程制图，也可用来拷贝画稿。其种类有两种：一种为拷贝纸，纸张较薄，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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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色；另一种为硫酸纸，纸张较厚，为半透明色。

（五）色粉画纸

色粉画纸质地略粗糙，带有齿粒，一般都带有底色。常用的色粉画纸有黑色、深灰色、灰棕色、

深土黄色、土绿色等。画服装画时，可巧妙地借用纸张的颜色为背景色。

（六）卡纸

卡纸有黑、白、灰之分。白卡纸质地洁白、光滑，有一定的厚度，吸水性能差，不易上色，易

出笔痕。在服装画中，卡纸也常用于裱画，可利用卡纸的色彩作为背景色。

三、颜料

服装画常用的颜料有水粉、水彩、马克笔、蜡笔、油画棒、彩色铅笔、水溶铅笔等（图 1-24）。

                                     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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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粉

水粉常见的有锡管装和瓶装。常用的国内品牌有马利牌，国外品牌有樱花牌等。水粉具有覆盖

力强、易于修改的特性。

（二）水彩

常用水彩颜料有马利牌，国外是温莎牛顿牌等。水彩具有透明、覆盖力弱的特性。

（三）马克笔

马克笔分水性和油性两种。笔头有粗细之分。色彩种类丰富，但不宜调混，宜直接使用。其透

明性类似于水彩。

（四）蜡笔

蜡笔没有渗透性，靠附着力固定在画面上，不适合用于光滑的纸张，通过轻擦或厚涂，以及色

彩之间的色相对比，产生浓丽鲜艳的色彩效果。

（五）油画棒

油画棒有一定的油性，笔触较为粗糙，颜色多样。

（六）彩色铅笔

彩色铅笔有多种颜色，在服装画中具有独特的表现力。

（七）水溶铅笔

水溶铅笔兼有铅笔和水彩的功能，有多种颜色，携带和使用方便。着色时有铅笔笔触，晕染后

有水彩效果。

四、其他辅助工具

服装画常用的其他辅助工具有橡皮、调色盒、调色盘、画板（或画架）、美工刀及固定纸张的工

具等。

（一）橡皮

橡皮有软硬之分。画服装画时多选软质橡皮，以便擦涂，不致损伤纸面而利于上色。

（二）调色盒

调色盒是为调色存放颜料的塑料盒。色格一般以 24 格左右为宜。调色盒备用时需配备一块湿润

的海绵或毛巾布，以防颜料干裂。

（三）调色盘

调色盘一般多以塑料质地的圆形盘为主，现在出现一种带有塑料隔膜的纸质的调色盘，这种形

式的调色盘应用方便，省去清洗过程。（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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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5

（四）画板或画架

画板或画架是为绘画而特制的木质板或画架，根据画面尺寸可选择 4 开、2 开、1 开的不同型号

的画板。画服装画一般选择 4 开型号的画板。

（五）美工刀

美工刀主要用于削铅笔和裁纸。

（六）固定纸张的工具

固定纸张的工具有胶水、双面胶、胶带、夹子、图钉等。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服装画的起源和发展。分别介绍了服装画的分类，服装画草图是创意的直观表

现，服装画效果图表现的是服装的款式、色彩、面料，服装画款式图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服装的比例

结构和工艺细节。最后介绍了服装画的基本绘制工具，分为笔类、纸类、颜料类和其他服装画工具。

思考与练习

1. 简述服装画的特点。

2. 简述服装画的分类。

3. 服装画的画纸有哪些？

4. 服装画的主要工具有哪些？

5. 请列举几位早期服装画大师。



第一节　服装画的人体比例与造型

第二节　服装画的人体局部画法

第三节　服装画的人体动态画法

第二章

服装画人体表现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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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服装画的人体各部位比例。

2. 掌握人体各个部位的绘画技巧。

3. 了解学习服装画的人体静态与动势的结构要点。

核心概念

人体比例、局部画法、动势、动态人体结构。

教学课时

章　　名 课时数 内　　容

服装画人体表现技法 4

本章主要让学生了解服装画创作过程中人体结构与比例的重要性，

进而掌握人体的结构要点与优美的人体动态表现；再通过学习人体的局

部画法，掌握人体各个部位的绘画技巧。

技能要点

让学生掌握人体的结构要点与人体动势之间的规律并应用到效果图中。

引导案例

在服装效果图的表现中，人体结构的表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服装设计

表现的支点与人体结构关系一一对应；在服装效果图中形体与服装的夸张与变形，人体结构关系是

万变中的不变，也是一切变形中可遵循的依据；掌握人体结构点分析的方法是掌握服装画表现中人

体结构的最有效和便捷的方法；服装画是对人体形态的优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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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服装画的人体比例与造型

服装画的特性决定了画者要清楚地知晓人体比例、骨骼结构、关节运动的规律等医用解剖常识。

尤其是服装画艺术更多地需要了解人体静态视觉效果。服装是依附于人体的一种着装状态。服装设

计师首先应该了解人体的结构，并能应用到服装画中的各种人体动势中，将人体比例与夸张比例、

动态与夸张动态进行概括，然后合理夸张，构成新的人体形式。人体的结构顾名思义，是人体各部

位的连接和构筑节点。服装画的表现一般是对人体概括提炼的处理，因此，把握人体结构中几个关

键部位的关系至关重要。人体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有头、颈、躯干、臂、手，下半部有腿、

脚。我们通常把人体用几何形体来概括，头、胸、臀三大体块，肩膀和髋骨构成两条水平线，活动

量最大的脊椎骨简化为一条竖线，总的可以概括为“一竖、二横、三体、四肢”。这种绘画方式的优

势在于帮助初学者在画纸上定位人体，劣势在于容易将人体模式化，因此需要在学习入门后更多地

体会人体的特殊性。

（1）一竖—人体的中轴线，即为人体的脊椎骨。从正面观察脊椎骨为一条直线，从侧面看则

是一条曲线，体现出人体的线条美，是人体正、侧、扭转时的关键曲线。

（2）二横—指的是人体中的肩线与髋骨线。在人体呈静止水平状态站立时，这两条线呈平行

状态，但当人体发生运动或发生扭曲时，这两条线则呈现各种相对应的状态。

（3）三体—所谓“三体”即为头、胸、臀。它们在人体的扭转中互成夹角，当人体发生运动时，

通过颈部和腰部的变化，使这三个整体重新组合，变化出无数的动态，其中臀部的倾斜角度是使人

体能够生动表现动态的关键。

（4）四肢—包括手臂、手、腿和脚，它们的自由伸展和摆动，能够表达出人类的感情和思想，

因此有“肢体语言”之称。

一、理想的人体比例

在人们的审美观念中，最匀称、最符合人们审美标准的人体结构是头长为全身长度的 1/7.5 或

1/8。我们称之为 7.5 头身比例或 8 头身比例。西方美学家、艺术家从古希腊开始就在研究，早在公

元前 4 世纪 50 年代，古希腊著名的雕塑家   留西坡斯（Lysippos），为了在作品中体现出运动员的英

雄气概，就提出了 8 头身是人体最健美体型的主张。自此以后，虽然每个时代有艺术家提出不同的

人体规范，但 8 头身的比例都是被公认的最佳标准。

然而，在服装画中由于风格及款式表现的需要，为了取得更好的表现效果，在画面上通常的人

体为 9 个头身、10 个头身，甚至还可以是 11 个头身、12 个头身。通过增加腿部、颈部及手臂的长

度来改变人体的比例，不同比例的选用，其目的在于突出服装，满足人们视觉的需求，具体比例应

按照服装款式的实际要求来确定。（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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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8 个头长比例划分：

第一段，由头顶至下颌；

第二段，到乳头偏上、腋窝略下；

第三段，到脐孔（肘位与腰平齐）；

第四段，到耻骨联合点，即全身长 1/2 处；

第五段，到大腿中部稍下；

第六段，到膝盖稍下（小腿长于大腿）；

第七段，到小腿中部（小腿肚子在小腿 1/2 处稍上）；

第八段，到足跟。

二、人体姿态与重心的关系

人体骨骼细微地倾斜就可以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人体在直立的状态下，肩膀会随着脊柱的

倾斜而倾斜，当改变单脚的重心位置时，骨盆也会有所倾斜。简言之，在人体姿态中，右肩下倾，

则右腰相对上翘，这是构成各种造型姿势的基本法则。因此，人体重心是人体结构保持平衡状态的

重点。研究人体动态，首先必须了解人体的重心及重心平衡规律。重心是指人体力量的中心，重心

线是指通过人体重心向地面所引的一条垂直线。人的所有动作都离不开这一重心平衡规律。当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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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立正姿势时，重心分配到双足之间，肩线与髋骨线是平行的，人体的重心保持了平衡。如重心

偏向一侧，肩线与髋骨线就倾斜，呈不平行状态，胸腔与骨盆的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人的

重量落在右脚上，骨盆右侧就高起，髋骨线就由右侧向左下方倾斜，肩线则向相反角度倾斜，人体

才能保持平衡。各种不同的平衡状态，才让人体的动态表现出千姿百态。在服装画中，动态是很重

要的。因为恰当的人体动态能充分地展现服装设计的意图、服装的款式及服装风格。服装画一般是

根据服装来确定人体动态的。常用的着装人体动态主要有正面的站立姿势、3/4 侧面和侧面的站立姿

势。这些基本动态也是设计师和服装画绘画者经常采用的姿势，因为它们能够较完整地表现出服装

的款式。（图 2-2）

                                      图 2-2 

三、女人体表现法

女性的轮廓柔和娟秀，曲线优美。女性的人体中心在耻骨上方，腰线在肚脐上方，肩部倾斜圆

顺，胸部柔和丰润，呈椭圆形。腹部修长且丰盈。女性由于生理和生育的特点，臀部的体块较大。

因此，女性人体中强调丰满的胸部和肥硕的臀部等女性特征。女性人体的夸张集中在“臀部”。在 T

型舞台上，模特用“猫步”的形式行走在一条直线上，走台时臀部的摆动，可以理解为钟摆的摆动，

臀部体块前、后、左、右的运动决定了人体的动态美。同时，加大臀部摆动的角度也可以体现服装

与人体的动态美。（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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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体的基本外型特点：腰宽等于头长，腰部、颈部较细，胸廓较狭窄而短小，胸部丰满，背

部较圆浑，脊柱弯曲度较大，站立时腰部弯曲较大。肩部窄而向下倾斜，肘部凹凸起伏不大，手部

柔软纤细。臀部较大而向后突出，髋部周围大于肩部周围。膝部较宽大，凹凸起伏不明显，踝部较

圆润。足狭小而薄。

四、男人体表现法

男性的轮廓方正明晰，喉结明显。男性的人体中心在耻骨，腰线在肚脐的下方，肩部宽阔，胸

部宽阔呈方形。男性的腹部浑厚而结实。现实中的男性体格比女性更强壮，主要在于男性宽大的胸廓、

粗壮的颈部和厚实的肩部，所以男性人体的夸张重点是表现其肌肉感和体量感，通过加强胸廓的梯

形体块和夸张肩部的肌肉体块来表现男性的力量感。而 T 台上的男模特儿，与女模特儿不同，他们

并不刻意摆动或做姿态，而是以其良好的体格状态来表现男子服饰的内在力量。（图 2-4）

       

                  图 2-3　　　　　　　　　　　　　　　　　　　　　　　　　　　　　  图 2-4

男人体的基本外形特点：腰部比女性宽，腰部略大于头长，胸廓较大而长，乳腺不发达，背部

凹凸变化较显著，脊柱弯曲度较小。肩部较宽而方，锁骨的长度等于肩胛骨的长度，也等于手的长

度；手的长度等于头长的 2/3，手宽等于手长的 1/2，肘部凹凸起伏较大，脖颈较粗，髋部周围比肩

部周围小，膝关节凹凸变化比女性大，脚宽大而且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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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儿童人体表现法

儿童的生长可以分婴幼期（0 ～ 3 岁）、儿童期（4 ～ 6 岁）、少年期（7 ～ 12 岁）、青少年期

（13 ～ 16 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身高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儿童是人一生发育、长身体最快的时期，

掌握好儿童各个阶段的人体比例，是进行童装设计的重要环节。

儿童、青少年最明显的比例特征是头大、腿短，观察儿童、青少年的人体比例，其在成长阶段

变化是很明显的。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比例也有所不同。年龄越小，头所占的比例越大。幼儿与儿

童的身高为 4 ～ 5 个头长，体态显胖，腿短。而少年为 6 ～ 7 个头长，体态显瘦，腿开始显长。青

少年的身高比例已接近成年人。刻画人体的线条不宜粗犷，应圆润、细腻富有弹性。

第二节　服装画的人体局部画法

一、头部的画法

头部通常分为脑颅、面颅、发型三个部分，脑颅包括颧骨、眼眶以上部分，面颅包括脸的五官

部分。人头部基本形状是卵圆形，通常将头型归纳为甲字形、申字形、目字形、田字形、由字形等

基本形，而脸的夸张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运动中的头有正、侧、斜、仰、俯等各种动态，与人

体形成和谐的关系。头的自然原型是卵形。在服装艺术表现中，又可将头变形为圆形、扁形、方形、

尖形及斜形等各种造型，来体现人物不同的个性气质。头在服装艺术表现时可省略，概括为各种形

状的点，也可根据个人的艺术修养进行省略与概括。

头部正面比例为“三庭五眼”，侧面比例为长宽相等，呈正方形。

“三庭”即把面部长度分为三等份，从发际到眉毛为一庭，到鼻底为二庭，到下颏底为三庭。耳

朵等于一个庭长，相当于鼻长。

“五眼”是指两个内眼角间距为一个眼睛长，外眼角到耳轮外侧为一个眼睛长，即面部总宽为五

个眼睛宽。头部正侧面长宽比例，是从头顶到下颏的长正好等于从鼻尖到后脑外侧的宽。上下 1/2

处正好为眼睛和耳孔的位置，前后 1/2 处正是耳轮的前端。在服装画的表现中，头部一般采取简练

而概括的画法，突出重点，且抓住最美的瞬间，生动地表现出来。（图 2-5、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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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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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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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与五官息息相关，人的面部表情由情感而引起，且非常丰富，主要的表情不外乎喜、怒、

哀、乐、愁、惊、酷几种。所以画人笑，眉开眼弯嘴上翘；画人哭，眉掉眼垂口下落；画人怒，瞪

眼咬牙眉上竖；画人愁，垂眼落口皱眉头。（图 2-7）

                                                     图 2-7 

二、面部五官的画法

（一）眼睛

时装画中最需要重点刻画的五官是眼睛，眼睛是“心灵之窗”，是传达丰富感情的关键部位。这

是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部位，要画好眼睛，就要先了解眼睛的结构，眼睛是一个球状体，球状的眼

珠表面的眼黑部分较为突出，上下眼睑覆盖在眼之上。眼部要着重刻画内外眼角，内眼角为上下眼

睑相连接，眼角略微向下；外眼角则是上眼睑覆盖下眼睑，眼角略微向上。侧面的眼珠画成半球状，

并利用睫毛表现出秀美的感觉。眼球的上 1/3 处有眼睑与睫毛的投影，眉毛要画得简洁流畅，表现

出清秀细长的感觉。（图 2-8 ～图 2-11）

１. 在一条横线上定出内、外眼角的位置（以“三庭五眼”为依据），并画出眼窝的基本形，基

本形近似平行四边形，眼尾高于眼角，上眼睑遮住部分眼珠。

2. 画出眼珠和眉毛的位置。正面眼珠一般画成扁方形或倒梯形，这是由于被上下眼睑包含一部

分所致。

3. 加深上眼睑线，眼黑多于眼白，即眼球占的比重大些，瞳孔处留出高光，瞳仁深邃，眸子放

光，以表现眼珠的晶状体质感和人的内在精神。

4. 在上眼睑处画出睫毛，睫毛由里往外画，内粗外细，略微上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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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8

  

图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