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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背景

下袁人们对服装产品的要求不再仅

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多样和实用等

物质性能上袁而是开始追求产品的

精神性能袁 推崇感官上的愉悦体

验遥 随之袁塑造感官体验及心理认

同的感性设计应运而生遥
员 感性设计的时代背景

人们的生活原本就是主观和

客观相对均衡的世界袁理性化是近

代工业社会的本质所在袁而科技的

不断发展和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

使人们拥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

间遥现代生活已不是单纯世俗化的

物质生活袁 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遥人们从追求产品的实用性转而

希望使用更适合自己的产品袁即更

倾向于对产品的审美性和个性化

需求袁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

个注重人的感性的时代遥 在社会学

与认知心理学等领域袁对感性的研

究很早就已经展开遥日本学者最初

将感性工学运用于汽车的设计中袁
随着方法不断推广和深入袁现在已

经涉及到包括食品尧环境尧视听等

广泛领域遥
设计发展至今袁已经超越了传

统意义上的功能阶段袁 适用有效

或是一种外在的美感已经不再能

满足人们的需求袁设计由过去的形

式服从功能发展到形式服从情感袁
感性的比重日益增加袁情感和体验

成为现代设计的新目标遥 而随着非

物质化时代的到来袁设计将更多关

注于无形的品质袁更多研究集中于

人本身袁强调人的内心对于生活的

感受和体验遥
圆 感性与感性设计

圆援员 感性

感性一词源自于日本袁其原意

是指人相应于外界刺激所产生的

感觉尧 知觉与表象等直观认识袁即
人们对于某一件产品所产生的心

理感觉和意象遥 叶现代汉语词典曳中

对感性的解释为院属于感觉尧知觉

等心理活动的认识遥 人们认识事物

是从感性阶段开始的袁感性和理性

共同组成了人们的认知构成袁感性

认识中渗透着理性袁理性积极支撑

着感性袁对服装的审美体验就是从

感官刺激到知觉的心理反应袁是一

种感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多维度

的综合认知咱员暂遥
圆援圆 感性设计

感性设计一词来源于日语袁西
方人音译为 运葬灶泽藻蚤 阅藻泽蚤早灶袁西方对

于感性设计多是关注于情感设计遥
感性设计侧重于研究产品的感袁而
情感设计更注重于研究人的情袁可
以说情感设计主要是针对人的研

究袁而感性设计立足于对产品的分

析咱圆暂遥
感性设计在服装上包括了从

产品构想中的造型尧材质尧色彩等

感官设计元素到成品使用的整个

心理上的体验过程袁是在理性需求

感性设计理念在针织服装中的应用
肖劲蓉

渊五邑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袁广东 江门 529020冤
摘要院从感性设计的时代背景出发袁运用感性及设计概念展开对这种认知活动的研究曰通过视觉尧触

觉尧味觉等多种感官体验袁展开对针织服装的造型尧材质尧色彩的感性分析遥 并从设计的角度探讨针织服

装产品中的感性设计策略袁指出设计师在对针织服装进行感性设计时首先要认识到感性的内在实质袁树
立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曰其次要明确市场定位, 满足人们的着装需求曰最后要研究服饰文化与时尚流行袁
把握感性设计的特点袁提高感性设计的表现能力,探索个性化的设计方法遥

关键词院针织服装曰感性设计曰感官体验曰造型曰材质曰色彩

中图分类号院TS 941.2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000-4033渊2012冤07-0093-04

基金项目院广东省江门市科技计划项目渊江财工咱2011暂131 号冤遥
作者简介院肖劲蓉渊1976要冤袁女袁讲师袁硕士遥 主要从事服装设计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遥

93窑 窑



2012 年第 7 期
制衣技术

之上的更为强调人的感性需求袁同
时也是设计者与穿着者之间的交

流纽带遥 当人们购买服装时袁会根

据他们已有的感觉意象来选择和

体验袁这种体验不是机械化的表现

而是内涵式的体验袁而这种形式往

往在服装的创作过程中就已经不

知不觉地存在于体验当中了遥
猿 针织服装中的感官体验

西方体验派美学认为外在事

物和人的内在心理在人的大脑思

维中达到碰撞和融合后袁物质与精

神的界限变得模糊袁客观事物因此

具有了人的感性特征袁同时指出知

觉对象依托人的感官而存在袁如通

过人们对视觉尧听觉尧触觉和嗅觉

等感官认知来实现对产品的体验遥
产品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袁其中

必然包含很多心理方面不可量化

的因素袁 因此通过设计提升服装

的感官体验袁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

把握设计方向遥
服装是社会经济水平和人类

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袁社会经济环

境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袁它直接影

响到服装产品的情感需求与流行

趋向遥 历史证明每次全球性经济危

机的大环境下袁服装样式也随之改

变遥 据统计袁当经济景气时渊如 圆园
世纪 圆园 年代尧源园 年代尧远园 年代与

愿园 年代冤袁女性的自信心增强袁裙长

变短曰当经济萧条时渊如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尧缘园 年代及 苑园 年代冤袁 女性的

自信心减弱袁裙长变长袁这就是著

名的野裙长效应冶咱猿暂袁如图 员 所示遥面
对经济严重衰退袁人们对能够起到

安抚作用的产品需求激增袁体现在

服装中则是设计师大多将心理情

感作为产品设计的切入点袁分别以

安抚和激励为目的带给人们不一

样的感官体验遥
猿援员 视觉中的感性造型

视觉捕捉周围环境与服装产

品的色彩尧形状等客观情况袁产生

包括体积尧质量和构成等有关物理

特征的印象遥 服装是造型艺术袁视
觉是审美的基础袁也是感受影像信

息的基本保证袁对服装造型的判断

发挥了主体作用遥
针织服装的造型设计主要指

服装在形状上的结构关系袁包括外

部廓型和局部造型遥往往受面料特

性和织造技术等重要元素的影响袁
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官遥 圆园员员要圆园员圆
年针织服装纷纷推出了具有安抚

意义的 韵 型圆弧廓型袁在传达保护

感的同时也相继推出了以强势的

肩部造型为重点的 栽 型与 载 型轮

廓袁 给人以积极奋发的视觉感受袁
如图 圆所示遥
猿援圆 触觉中的感性材质

触觉同样能形成印象和主观

感受袁并转化为体验的价值遥 通过

触觉袁可以传递关于服装材质更为

细微的信息袁如麻的沧桑尧棉的朴

素尧丝绸的高雅遥 这也可以说明触

觉较视觉更加真实而细腻袁它不像

视觉那样可以在物体之间自由地

移动袁 而是通过接触感觉目标袁以
获得更真实的体验遥

面料是针织服装造型的基础袁
是针织服装的艺术表现形式遥在经

济不景气的年代袁具有羊绒般温暖

而细腻触感的亲肤材质受到了人

们的欢迎袁针织衫成为那个时代日

常生活中的普通服装类型袁并通过

不同的尺码和量感表现出具有温

暖关爱与硬朗坚强的不同肌理触

感袁如图 3 所示遥
图 3a 中蓬松且有量感的纱线

与泡沫纱线尧粗糙纱线取代了细针

距的轻薄感遥手工感的造型带来了

立体厚实而现代的针织服装遥图 3b
中抽象的提花将针织布变得生动

起来袁线圈效果令面料更加轻盈与

柔和袁精梳表层打造出令人爱不释

手的触觉感受遥 图 3c 中浓密的针

织面料突出造型和强烈质感袁呈现

出新颖尧厚重的外观效果和极具触

感的清晰效果遥
在织造工艺上袁此时的针织服

装注重充满量感的纹理样式和温

暖的人性化痕迹遥 经过特殊工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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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抽褶尧印压尧拼贴与束缚袁创造

出了更加立体夸张的触觉感官遥

猿援猿 味觉中的感性色彩

味觉带来的感受是独特的袁它
能唤起人们记忆深处的情感遥 据

研究袁 味觉带给人的印象在记忆

中保存的时间较持久袁 就服装来

说袁 其色彩最能刺激人们对味觉

的体验遥
针织服装的色彩是其突显的优

势所在袁 针织面料本身就具有非常

丰富的色彩效果袁 从纱线的色彩处

理到编织的过程袁 直至成衣的后期

整理袁其中有无限的发挥空间遥针织

服装可以是单色的袁 也可以是多色

的袁通过印尧染尧编尧织等工艺手段表

现出来袁相对比梭织服装袁其更加具

有层次感和丰厚感袁 结合外形上的

变化更可创造出多变的服装效果遥
从各个针织服装品牌在 圆园员员

年的发布会中不难发现袁在危机的

压抑下袁服装最先带来的是微妙的

灰色调袁色彩突出如水彩般的渗透

效果袁这是危机中需要的一种处于

温馨而平和的心理状态遥 如双层混

色毛纱和与其对比的花纱或两者

混合袁营造一种感性且诗意的轻松

氛围遥 但是袁危机中的人们在需要

安抚的同时袁也在寻找走出困境的

启示与力量遥 因此袁随着积极乐观

主义的增加袁在针织服装中出现了

与灰色强烈对比的高纯度色系袁展
现出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袁成为

我们面对现实尧逆境而上的坚实力

量袁更打造出色调的中和点缀与丰

富的味觉体验袁整体效果得到了跳

跃与安静的平衡遥
源 针织服装中的感性设计方法

源援员 感性设计的步骤

在经济危机中市场竞争逐渐

加剧袁 服装的同质化日益严重袁人
们对设计的原创性和人性化的呼

声越来越高遥 在服装产品设计中突

出感性设计袁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满

足人们的需求遥通过对针织服装的

分析我们可以寻找出感性设计在

产品开发中应用的过程与方法袁其
包括收集感性信息尧 提炼感性词

汇尧明确设计要素和感性反馈等步

骤袁如图 4 所示遥

源援员援员 市场调研

设计师必须通过对市场的调

研来收集感性化的信息袁明确针织

服装的设计定位遥
源援员援圆 信息处理

通过对语义的区分来处理感

图 4 感性设计在针织服装中的应用

造型 O T/X
色彩 低纯度 高纯度

材质 温暖 硬朗

明确设计要素

安抚 激励转译符号

提炼感性词汇

焦虑 恐慌信息处理

收集感性信息设计师

感性反馈

感性评价

受众

验
证

成像

调研

图 3 圆园员园要圆园员员 年针织女装的材质

肌理

渊a冤

渊b冤

渊c冤

渊a冤圆型 渊b冤O 型

渊c冤X 型 渊d冤T 型

图 圆 圆园员员要圆园员圆 年针织女装的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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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信息袁并从众多的感性词汇

中提炼和概括出具有代表性的词

汇袁如经济危机中人们所表现出来

的焦虑尧恐慌等遥
源援员援猿 符号转译

利用符号转译的方法明确设

计要素袁 并形成丰富的针织产品类

别袁如根据之前提炼出来的词汇袁我
们可以明确安抚与激励为针织服装

所要表现出来的感性信息袁 并通过

设计元素的分级来实现在服装产品

的造型尧色彩尧材质等方面的设计表

现袁可以看出具有 韵 型轮廓尧低纯

度色彩尧 温暖感的产品特征与具有

栽或者 载型轮廓尧 高纯度色彩且有

硬朗感的产品特征分别能给人带来

安抚与激励的产品体验遥
源援员援源 产品成像

设计过程中产品的成像阶段袁
是将感性化设计的针织服装作用

于受众袁并通过受众的验证做出对

感性的反馈和评价咱源暂遥
源援圆 感性设计的方法

面对人们的感性反馈袁设计师

需要重新对所设计的产品情况进

行剖析袁通过对针织服装的款式塑

造尧色彩配置与材质组织等设计手

段来不断满足人们对针织产品的

视觉尧触觉与味觉等全方位的感性

体验遥 因此袁设计师在对针织服装

进行感性设计时首先要认识到感

性的内在实质袁树立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曰 其次要明确市场的定位袁
满足人们的着装需求曰第三要研究

服饰文化与时尚流行袁把握感性设

计的特点袁提高感性设计的表现能

力袁探索个性化的设计方法咱缘暂遥
缘 结论

服装作为人类情感的外在表

现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遥在
产品的基本需求得到完善的情况

下袁 将表面的形式主义延伸到内在

的感性设计袁 这既是实现对人们生

活更宜人更和谐的构想袁 更是促进

针织服装与人之间的感性互动和交

流的迫切需要遥究其根本袁设计师只

有坚持把握人的需求和个性化的设

计方法袁 将感性体验科学地贯穿在

针织服装设计的整个过程中袁 产品

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着装需求袁
这也正是设计的目的所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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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基本要素简介
1. 线条

服装的式样必须靠线条完成袁如开口尧接缝尧连续的纽扣等袁均为

服装上的线条遥线条有形态和方向之分袁设计选择时必须配合适当遥形

态上线条可分直线尧圆线尧曲线 3 类遥 直线单纯尧有力袁其组成的服装往

往显示出简单尧庄重的特色袁适用于运动型服装袁或表现坚强有力的个

性曰圆线为快乐尧女性化之象征袁穿来活泼尧可爱曰曲线则有优雅尧柔顺

之特性袁适用于优雅型的服装遥 方向上线条可分纵线尧横线尧斜线 3类遥
纵线有加高及尊严之感袁常用于片裙及开口等部位曰横线有稳定尧坚强

的感觉袁常用在肩轭布尧横向花边等设计曰斜线则富优雅尧韵律等特性袁
宜用于晚礼服的设计遥
2. 质料

质料是制作服装的素材袁其特色由外观及手感形成遥 外观花纹是

利用布料中纱的安排及加工袁形成表面的特征袁如有些衣料光滑袁有些

则粗涩袁有些会反光袁也有些会吸光遥 相似花纹互相配合时袁有保守尧庄
严尧不明显的特点曰不同花纹相配时袁则有明快尧活泼尧轻松与对比的特

色遥 手感是指手触的感受遥 呈硬挺透明的袁如锦纶等袁适合匀称体型穿

着遥柔软略有重量感的袁如丝绒袁宜设计优美的线条遥 厚挺料不贴身袁可
制成夸张独特的轮廓遥 表面粗糙的袁适合于任何体型袁具有运动感遥
3. 色彩

色彩分为有彩色及无彩色两类遥 不同颜色在心理及视觉上常有不

同感受院
a. 寒暖感院红尧黄尧橙为暖色袁有温暖感曰青属寒色袁有寒冷感曰
b. 进退感院高彩度及暖色有凸出接近感袁称前进色曰低彩度及寒

色有后退不明显感袁是为后退色曰
c. 胀缩感院暖色及高明度看起来面积较实际大袁称膨胀色曰寒色

及低明度有相反的效果袁称收缩色曰
d. 轻重感院高明度为轻色袁低明度为重色袁影响轻重的感觉遥
此外袁色彩常使人发生联想袁如活泼尧高贵尧权威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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