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时代的快速进步，交通的更加便利，人们的社

交圈越来越丰富，消费者对服装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与众不同且有品质的高端成

衣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成为上等人士所追求的潮流，同时高级服装定制市场的需

求也逐渐扩大。为了提高高级服装的设计性和审美性的同时又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达到创新性与实用性并存，是服装设计师们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课题基于此平衡

点以折纸元素为切入点，以秉承折纸艺术的传统文化为先导，在深入研究折纸艺术特

征的基础上，探索其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技巧。笔者对服装市场进行一定的调查，研

究当下时尚潮流，并对折纸和服装设计方面的期刊论文进行了收集。将理论运用到实

践中，在实践的过程中探析折纸与视觉审美、折纸造型与服装结构、折纸与面料的关

系以及折纸手法在高级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本课题主体思路是通过对折纸技术理论的深入研究和不断实践、对折纸艺术理解

通透后，对折纸方法进行提炼，演变以及再次创作，并结合人体工学和服装材质的考

虑等如何运用到服装设计中进行思考。把折纸文化转换成一种新的视觉体验，使作品

呈现出更加细腻的感觉。并通过传统折纸文化和传统折法这一原始灵感元素挖掘新的

折纸元素，并运用到服装设计当中。使折纸艺术在服装这一领域发挥更大的利用价值，

扩展其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领域，唤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折纸文化的记忆，使之对服装

类设计者，创作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创造出更多属于中国名族文化精髓的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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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rapid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ime and convenience of traffic, the people’s social circle becomes more and 

more rich and consumers’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garment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The 

distinctive and high-quality gar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popular with the consumers 

and becomes the trend which the upper class purses for.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on 

high-class garment customization market is also enlarged gradual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sign and aesthetic character of high-class garment and meet the consumer’s demand, the 

coexistence of innovation and practicability is one of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balance point, the paper takes paper folding element as the entry point and insist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paper folding art to explore its application skills in garment design.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garment market, researches the current fashion tide and collects the 

journal articles in paper folding and garment design aspects. Apply the theory in the practice 

and explore the paper folding, visual aesthetics, paper folding model and garment structure, 

relations of paper folding and lining and application of paper folding methods in high-class 

garment design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The main idea of the topic is refining, evolving and re-creating the paper folding 

method through the deep research and constant practice of paper technology theory and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paper folding technology, and considering how to apply it in the garment 

design combining with ergonomics and garment material quality. Turn the paper folding 

culture to a new kind of visual experience and make the works present a finer feel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aper folding culture and methods, dig new paper folding method 

with the original emotion element and apply it in the garment design, making the paper 

folding art play higher value in the garment field, expand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ield 

and arousing the people’s memory to the paper folding culture in the national tradition. It has 

reference effect on the creation of garment designers to create more design works with 

Chinese culture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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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折纸能够向外界表达出一定的灵性，其是可以传达出人的思想的一种艺术形式，通

过纸张和手的配合，向外界传达出人的精神理念。不同形态的折纸能够反映出外界信息

产生的不同作用，也能看出一项设计的诞生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设计能够产生

久远的影响，体现在其能形成综合、持续的模式，能促使设计作品更加的长寿。近几年

来，国内外各大时装秀场运用到折纸元素的设计作品屡见不鲜，然而，这些作品大多数

以概念性和夸张性为主，将折纸元素运用到高级成衣定制当中的却不多。本着将生活艺

术化，艺术生活化设计理念，将生活中的折纸元素提炼成艺术表现形式，再将艺术反馈

给实际生活。因此，对折纸元素的深入理解和提炼，成为这次研究的最大契机。 

1.1 课题的研究背景 

 通过国内外服装设计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唯有做到坚持创新和良好的品质保证，

才是高级服装定制行业的成功发展之道。在这个信息时代，特别是在中国，随着电商的

崛起和服装业的发展，中国的大批服装工厂面临着倒闭，传统的服装经营模式面临着严

重的危机。社会在发展，经济水平在提高，视野变的宽广，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特别是服装方面，很多服装设计者和消费者已经不再满足模仿他人的设计和穿着搭

配，都希望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审美方式。一个好的服装设计作品，不仅需要拥有独特的

创意，同时更需要将其创意灵活地发展和运用。才能适应现在市场发展的需求。特别是

作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如何寻找灵感，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创意和风格。除了瞬间迸发

的灵感之外，还需要平时对各方面知识的积累，探索和实践，从而得出创新和结论。那

么针对国内对原创设计的缺乏与市场发展需求，元素设计是比较必要的。元素的发掘可

以是身边的任何事物，以此为原始灵感来源，结合高级时装设计，引导和散发出更多优

秀设计作品。 

1.1.1 课题研究的灵感来源 

之所以选择折纸技术作为服装设计的切入点，一是来自于孩童时代折纸所带来的趣

味性，回忆小时候，关于折纸手工的课程记忆特别深刻，印象中每完成一件折纸作品都

会感到非常开心，因此对折纸产生浓厚的兴趣。二是因为折纸在生活中经常见到，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之一，从深远意义上来看，折纸艺术在服装设计中运用的越来越多，作为

一种重要的装饰手段和形式表现语言，设计师精妙的把充满东方神秘感的元素注入到服

装的流行趋势当中。折纸造型技术在服装设计上的巧妙应用与融合，将折纸艺术与服装

设计紧密相连，在服装设计中大胆进行创意应用，通过不断地尝试、绘制、整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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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设计出各种造型风格迥异、姿态千变万化的创新艺术服装。笔者平时也会关注国内

外一些关于折纸的设计作品以及折纸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从 Dior 的“蝴蝶夫人”系

列到三宅一生 2015S/S 的 3D 蒸汽拉伸技术处理面料上折纸式系列，都用到了折纸元素。

而且纸和面料有一定的共通性，从大家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物着手进行创新和设计，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风格相结合，能够达到不同的视觉效果来颠覆人们对以往的认知，让

一种艺术延伸到另外一种艺术的创新思维方式能够为从事服装设计相关人士提供一些

灵感。同时，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和未来的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是基于传统折纸艺术的基础，通过趣味性折纸等实践操作充分挖掘折纸艺术

的现代价值，并将其运用到服装设计定制领域。因此，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挖

掘折纸艺术中的设计元素和设计亮点。笔者通过本次研究，挖掘折纸元素在高级服装定

制领域中的可涉及范围，折纸艺术结合高级服装设计的实际操作流程，综合考虑服装剪

裁设计、面料选择等环节存在的问题，提炼传统折纸艺术的精华，将折纸的艺术价值融

于服装设计领域，扩大折纸艺术的应用领域，发挥折纸的亮点。 

1.2.2 研究的意义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起源于西汉时期，后经东汉蔡伦改造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品。但是与纸不同的是，折纸艺术却是由日本推广传播的，日本

通过不断创新实践利用纸发展出折纸艺术，并且将其推向世界大潮中，得到越来越多欧

美等国家人们的喜欢，发展成为折纸艺术。笔者在中国的各大图书馆寻找关于折纸艺术

类书籍很少，然而在日本的图书馆内收藏着大量关于折纸类书籍。是否中国就不存在折

纸艺术呢？其实不然，折纸艺术真正的起源国就是中国，但是现今日本在折纸艺术方面

的造诣和地位明显高于中国，致使多数人都以为折纸起源于日本。中国的折纸艺术为什

么没有发扬光大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人对于折纸艺术的误解，将其视为玩物而不是

一门艺术，同时缺乏重视度，未能及时挖掘其艺术价值。因此，有必要对折纸这一艺术

形式进行剖析，经过本次课题的研究，笔者希望能够在发挥折纸实际作用的基础上，促

使群众能够接纳并热爱这一艺术形式，促使折纸艺术在更多的地区普及开来，进而促使

我国建设成独特的折纸形态，向世界展示中国伟大的折纸艺术。 

折纸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的一部分，发扬传承势在必行，我们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通过积极创新实践发挥其应用价值。将折纸艺术与服装领域结合正体现了现

代人的智慧，是使传统文化再次闪光的不二法则，也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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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折纸在服装上的运用，一直是国内的设计师和学者所关注的话题，近些年也有了关

于折纸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的相关理论研究。目前，国内关于折纸艺术的研究多数

集中在技巧性讲解和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和广度，对折纸艺术的相关术语未设定统一标

准和规定，这大大影响了折纸艺术的应用价值，未能形成普遍性的认识。而且对于折纸

艺术和高级服装定制的结合研究也较少，理论和实践基础薄弱，急需大量研究弥补这方

面的空缺。 

通过检索国内数据库、查阅文档资料发现目前研究折纸艺术与服装设计的国内学者

包括蔡阳勇、邹平、陆平、殷清薇等人，其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折纸的工艺手法、折纸的

艺术表现形式、折纸造型设计等。基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国内关于折纸艺术与服

装设计的研究已初具雏形，主要展现折纸艺术不同方面的特性进行相应的探究，寻找折

纸与服装定制设计的交接点，进行无缝连接，体现折纸的现代价值。但关于服装设计的

实际操作研究少之又少，仅在《折纸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折纸元素在女装创

意设计中的运用探索》等文献中有具体展现，而且其在利用折纸艺术设计服装时主要侧

重于折纸产生的视觉效果和设计思维，未深层次探讨折纸艺术实际运用时所遇到的问题

与解决方案，与本研究的着重点大相径庭，由此更能体现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1.3.2 国外研究现状 

日本是将折纸艺术推向世界的“弄潮儿”，其对折纸艺术的重视度处于世界之首，

除此之外，欧美国家诸如英国、法国、瑞士等对折纸艺术的重视程度也不容小觑，均在

本国内设立了折纸协会以发扬折纸艺术。这些协会均自发的由热爱折纸的社会人士组

成，来自各行各业。随着国内乃至国际层面的折纸大师不断交流切磋，不仅涌现出一大

批投身折纸艺术的后备力量，而且使折纸艺术的理论更为完备，术语趋于标准。如日本

折纸界的泰斗级人物吉泽章发明的三围折叠法，展现了折纸日趋完善的技术水平。同时

其提出的柔性折叠和湿性折叠概念，丰富了折纸艺术的理论内涵，由此呈现出更多不同

类型的折纸造型。国外折纸艺术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折纸本身，还体现在将折纸艺术运

用到不同领域中，如西方学者将折纸与建筑设计结合形成的不同风格的建筑类型，日本

学者将折纸与打扮设计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作品。欧洲也有自成一体的折纸艺术，其与

知名国际品牌（如：Dior、Calvin K1ein、Anna Sui 等）合作设计新产品、新服饰，

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造型，而且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宣传效果，是灵活运用折纸艺术的典范。

2009 至 2010 年 ElieSaab.Louis Vuitton, Givenchy 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服装均含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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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折叠因素。笔者上述列举的均是其他国家有代表性的品牌服饰，在我国，一些设计

人员在定制服装时也采用了这一元素。中国的设计师推出的折纸元素服装，大多是在 T

台上予以展示的，并未将这一因素运用在日常的女装中。大体上讲，我国设计师在设计

日常女性服饰时并未全面的采用折纸因素。笔者在研究时兼顾到相应的实践方面，剖析

了折纸元素的特征、蕴意、审美，也介绍了其具备的可行性及使用性，通过健全的形式

促使折纸因素在服装设计中发挥一定作用，使得其不仅能在 T台上予以展示，更能走进

人们的生活中。 

1.4 课题研究内容 

首先，笔者介绍了何为折纸，折纸的发展历史和其蕴含的艺术价值，在此基础上分

析折纸手法的相关概念及特性。 

其次，笔者分析了高级服装定制中的折纸因素，主要分析了其发挥出的功能、设计

技巧、审美和其对服装产生的作用。 

最后，笔者介绍了高级服装定制中，应怎样使用折纸元素：通过仿生折叠及立体折

叠等形式，同时笔者也分析这些形式在高级服装定制中运用的具体实现方法，用设计实

践佐证理论研究。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1.5.1 研究思路 

笔者在研究时首先介绍了何为折纸，阐述折纸这一艺术形式的特质和价值，并总结

出相应的理论。同时了解高级服装定制的概念。结合折纸艺术的方法研究其在高级服装

定制中的运用手法和表现手法。将理论研究运到设计实践之中，通过实践操作进行分析、

然后总结出折纸艺术在高级服装定制设计中的运用规律，研究出新的折纸方法，探索其

在服装中的运用，总结方法的同时带给高级服装定制非凡的意义。 

1.5.2 研究方法 

本课题本着设计美学的研究方法对折纸元素进行研究，以研究其文化价值、艺术价

值和应用价值为主。从其传统的工艺手法和表现形式入手，研究其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

设计思维方法和运用规律。全面的分析并总结出折纸手法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独特魅力

和利用价值。 

笔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有： 

首先，文献归纳法，笔者对不同国家权威性网站、国内外大型图书馆，以及对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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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相关的杂志期刊和文献予以整合，在此基础上做好相应的整理剖析工作，并对其中

的理论部分进行挑选，在挑选是笔者会确保做到有目的、有条理的进行。 

其次，实践考察法:通过对理论体系的研究后，用理论佐证实践应用。研究期间，

通过对奢侈品牌《Dior 世界巡回展》和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3D影像展”的实地考察，

对高级定制的概念和折纸元素的应用有了更深的理解，通过对两种折纸方法的实验研究

和创新，并将其运用到高级成衣系列的设计当中。通过实践来理解折纸艺术在高级定制

服装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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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折纸手法的基本概述 

2.1 折纸的起源与发展 

2.1.1 折纸艺术的起源 

折纸艺术的起源众说纷纭，各种起源说纷繁缭乱，尚未形成统一的起源说，目前关

于折纸艺术的起源包括日本、中国、西班牙等。但作为折纸艺术的首要对象—纸，有充

分的考古证据表明造纸术源于中国，纸是由西汉时期的中国人发明的，后经蔡伦改进，

这一点毋庸置疑。由此不少人支持折纸起源于中国的这一学说，但目前尚未发现与折纸

相关的文献资料。目前已有的关于折纸的最早的书籍资料是日本僧人义道一周编撰的

《秘传千羽鹤折形》，日本人以此作为日本起源说的有力证据。虽然折纸艺术的起源尚

未有定论，但不可否认日本对折纸艺术的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折纸的英文发音

"origami"也是源于日文发音折り紙(おりがみ)。据中国近代“折纸大王”徐菊洪研究

发现，折纸起源于中国，为中国起源说提供了完备的理论基石，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更

正了纸艺的起源时间。徐菊洪认为支持中国起源说的证据有以下两点：其一，据历史文

献资料记载，唐朝时期就有将纸用于铠甲制作的记载。其二，有考古证据显示，中国在

敦煌出土了最早的折纸作品，如图 2.1 所示，花瓣的造型惟妙惟肖，虽经历数千年岁月

的洗涤，但花蕊、花瓣、花萼依稀可见，轮廓明细，色彩艳丽，显示了古代中国人高超

的折纸技术。 

 

图 2.1 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折叠纸花 

2.1.2 折纸的发展 

折纸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它源自于中国发展于日本，虽然纸张的发源于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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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自己的折纸传统。折纸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未可知，其中

技术方面的原因不可忽视，古代的造纸术没有现今发展成熟，纸制品的保存难度大，所

以关于折纸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少之又少。折纸的发展历史却是有迹可循。中国的折

纸发展与其他国家有着明显区别，中国折纸技术的发展是依托于传统节日和宗教祭祀活

动的开展，部分延用至今，如祭奠活动常常出现的纸房子、花圈等。除此之外，儿时的

玩具如纸船、纸飞机等都体现了我们对折纸艺术的传承，至今还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日

本是推动折纸发展的重要动力，据记载，折纸艺术大约是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其最初

也是应用于祭祀典礼方面，但随着折纸在日本国内的流行和推广，逐渐将其作为一门艺

术不断发扬光大。世界上第一部折纸书《秘传千羽鹤折形》就出自日本僧人义道一円，

其中展现了日本人在折纸方面的造诣，图文并茂，在折纸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

代日本折纸发展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便是折纸之父—吉泽章，其发明的折纸方法以及提

出的折纸概念影响了一大批投身折纸的兴趣爱好者，从技术和理论两方面提升了折纸艺

术的发展。而且其折纸作品的影响力远播西方国家，成为日本折纸发展史上泰斗级人物。

不仅如此，日本民众也积极推动了折纸艺术的发展，日本人对折纸的普遍认识是一门艺

术，他们将其尊为国粹，从小学起便积极开发儿童对折纸艺术的喜好，促使其提升创造

性水平，做到手脑共用。这也表明日本较为关注折纸的发展。 

折纸在西班牙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其将由中国传入的折纸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

甚至将其影响力波及美国。如今，折纸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汇聚融合东

西方的折纸艺术，而且关于纸张的质量、种类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兼具艺术性和学术

性。因此，现代折纸已经不再只是儿童的玩意。 

折纸艺术的现代价值远远不是人们脑海中停留的“玩意儿”，经过国内外众多折纸

艺术家的努力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现代折纸已经演变成是一项融设计师设计理念和创

新创意于一体的作品，兼具艺术欣赏性和益智性。人们很难想象出一件件立体效果强、

层次丰富的作品竟然来源于普通的白纸。目前，折纸艺术已经开始在时尚设计领域大放

异彩，由“折”、“叠”带来的视觉效果成为众多时尚设计创新的源泉，这大大改变了

以往的设计理念，尤其是在服装设计领域。“折纸服装”设计正是由折纸和服装设计两

大领域结合应运而生，为服装的发展注入超凡的新意。 

2.2 折纸的艺术特征 

折纸艺术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它经过长时间不断的研究与发展，它不仅能体现

人类的智慧，还是可以给喜爱折纸艺术的人带来乐趣，并且它还是一种艺术品。其艺术

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易操作性、重复规律性、立体性、仿生性、装饰性、可

塑性、创意性、多变性和运动性。基于折纸独有的艺术特征，使其应用领域宽泛，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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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领域应用更是如鱼得水，它具有二维到三维的转换特点。首先，折纸艺术易操作和重

复规律的特点可以满足服装设计的要求，将简单的图纸设计通过折叠转变为服饰成品。

其次，立体性、装饰性、可塑性、创意性、多变性可以满足服装不同的设计要求，集两

者优点于一身。再者，运动性可以满足服装动态设计的要求，更贴合人体的肌肉线条，

展现美感。这些都使得两者各展所长相得益彰。 

2.2.1 易操作性 

折纸艺术是一种古老又老少咸宜艺术活动，相信大家在儿时期便学习过怎样折叠简

单的花式，也能够回想其纸飞机、小船、纸篮子等，在童年时期，折纸一度在我们的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至今日仍旧能够想起那时折纸带来的可取。因为人们在折纸时

能够获得趣味性，并具有创造性特征，因而小朋友在折纸中能够增强自身的思维能力，

促使手脑同步发展。在日本，折纸也是一种启发婴儿思维发展是手段，因此是较容易操

作的。 

2.2.2 重复规律性 

折纸是一项重复规律性的活动，虽重复同一折叠方式，但其样式造型却可以变化多

端，而且随着现代折纸艺术的发展，演变出不同派别的折纸手法、不同类型的纸质材料。

若人们想知晓该如何用手做出一项折纸造型，可以逐步将折纸展开，观察其折痕部分，

折纸的规律便可一一知晓，样式千变万化的折纸作品，其折叠规律可能只是简单的重复。

这如同服装定制一样，均遵循一定规律，有迹可循。 

2.2.3 立体性 

折纸的立体型主要来自不同“折”、“叠”手法，加深其棱面的线条感，达到二维

结构到三维立体的转变，同时材质纸张不同也会给予折纸作品不同的立体感、糙面感、

雕塑感。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由立体感产生了阴影，同时阴影构造凸显了立体感，达

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服饰设计也是由之前的平面设计转变为人体的三维效果，两者具有

相通之处。借鉴学习折纸艺术的立体感有助于改善传统设计普通、平庸、大众的设计感，

碰撞产生灵感的火花，在视觉效果上下手，通过构造服装面料的“折”、“叠”效果，

多层次、多方位展现。不仅凸显出新颖的服装造型，而且可以利用光线效果，使服装明

暗面形成鲜明对比，加强服装的立体感。 

2.2.4 仿生性 

折纸艺术灵感取于生活，创于生活。折纸多变的折叠方式和造型是通过人们对自然、

对生活的不断观察，加以总结所产生的艺术形态，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栩栩如生的折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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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外形特征与自然实物相差无几，这正展现了折纸仿生性的特点。服饰的设计也需

要借鉴这一点，挖掘生活中的灵感，使服饰设计达到自然与人的完美结合。 

2.2.5 装饰性 

社会大众多数是倾向于购买含有折纸元素服饰的，折纸元素有着不同的标准，因此

能够获得大众的共识，其通过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造型丰富了视觉效果，同时在细节处

的精心设计雕刻提升了整体的美感，在服装设计中运用折纸艺术不仅具有装饰性，而且

凸显出了特有的个性，提升立体效果。满足人们对物质、精神双重需求。装饰性的满足

在一定程度上为欣赏性添光异彩，服饰设计可以利用这一点加强细节设计的装饰性，融

入设计师独有的设计理念，提升服装整体的视觉效果。 

2.2.6 塑型性 

折纸的塑型性与立体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都是从不同方面增强造型的美感，

展现需要表现的形态要求。立体性主要通过加深线条轮廓塑造出三维图像，而折纸艺术

的塑型性则是通过观察自然万物的形态特征，通过柔化、翻转、切割等折纸手法变现所

塑造的实物。折纸的塑型性满足了服装设计过程中不同体型、不同高矮的个体人群需要，

从个体角度对服饰进行加工设计。同时这种塑型性可以从自然界中攫取设计灵感，生活

中的各种元素都可以融入服装设计中，给予设计师更多的创意空间。 

2.2.7 创意性 

由一张白纸变换出各式各样的造型既需要勇于挑战的意志品质又需要创造性思维。

每一件折纸艺术作品都是折纸艺术家创意性的体现。如同每一件服饰作品都需要设计师

天马行空的创意。折纸作品可以通过模仿自然界的虫鸟花鱼创造出既真实又富有创意的

艺术形式。不同类别的作品均有着自身独特的折叠方式。部分折纸家认为一种作品仅可

经由一种方法制造出，但实际上其可经过多重方法制造出。折纸人员可以在既定折叠步

骤的基础上，加上自身的创造性，折叠出不同类型的作品。现代所追求的创新创意越来

越多的从传统文化中进行挖掘，折纸也不例外，在结合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基础上添加

现代人的技术方法，折纸艺术便可焕然新生，将折纸艺术和服装设计相结合正体现了这

一点。 

2.2.8 趣味性与象征性 

一项折纸作品往往神似生活中的某项物品，且能借助不同的材料，传达出情感。通

过制造折纸作用，人的智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够得以提升，也能开发人的无限潜能，拓展

眼界，提升综合素质，获得高尚的情操，并能够从中获得一定乐趣。折纸作为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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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体现出生动、亲和力强的性质，且可以向外界传达出折纸人员的情感，为他人带来

审美体验。 

人民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便产生了折纸作品，其可以向外界传递出折纸人

员的精神。一项折纸作品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均能为人带来审美的体验。折

纸能够作为中国手工技术的代表，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折纸能够看出中国文化

的源远流长。 

2.2.9 多变性和运动性 

折纸是将平面变成立体，多变性是其精华。将折纸与服装设计结合时要充分吸收其

造型多变的优点，同时充分考虑人体的动态性，达到自然衔接的效果，体现折纸的运动

性。 

折叠的造型在服装中应用时也不能违背人体工效学的要求，设计人员应能兼顾到折

纸的形式，确保其不会阻碍人的正常活动，生搬硬套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产品的实用价

值才决定了服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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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折纸手法的分类 

在当前潮流的女装设计中，大部分添加了现代立体折纸艺术的理念，不仅让服装设

计更显时尚，更具有个性化，更有许多服装设计直接采用现代立体折纸艺术，其独特的

立体几何组成构架，是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迈进步伐的重要里程碑，多种形式的演绎展

现了现代立体折纸艺术的魅力。无论是工整的手风琴样式还是内外交错的堆砌样式，展

现在人们视线中的效果都是精致特别的，超越了以往简单古板的平面构造，创新性的将

折纸艺术融入在服装之中，折叠中的重复给人的视觉造成一种很好的冲击效果。 

在选择服装设计的元素时，可能面临许多困难，例如关于元素的选择上，而对于元

素的选择必须参考比例和结构等诸多因素。所以现在对于现代立体折纸艺术的归纳和分

析以及数据整理都变得尤为重要。透过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之谈，仿生、创造几何空间的

立体效果、折纸手法和图案的纹路都可以归结为折纸艺术在服装设计上的大致方向。 

折纸手法的分类： 

折纸过程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手法就是折叠手法，服装设计师可以通过翻、卷、弯曲

等方法在进行服装制作工程中进行折叠。对于比较有线条感的女装在设计和制作过程中

同样也需要用到翻、卷、弯曲等常用的折叠手法。但是在复杂多样化的折叠手法中，本

文主要了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折纸形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折纸作品的折叠技巧，但

笔者也只是对其进行简要的概述。 

在对折纸进行划分时，可以依据折叠的方式、内容、几何空间等进行划分，折叠手

法： 

一些折纸的立体效果能让人产生赏心悦目的感觉，其实都是由于折叠过程总的折叠

手法不同所致。对于折叠的手法而言，其实也是需要根据折叠过程中所采用的面料和折

出来的形状进行选择和取舍。面料可以折叠吗？因为服装设计的原因，所以面料在经过

处理以后可以像纸张一样作为折叠时的材料。在服装设计过程中比较常用的折叠手法就

是折叠、堆积、穿插、缠绕等，将折叠艺术融入服装设计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服装最后

成形后线条明显，让人的视觉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轮廓。不同的折叠手法应用于服装设计

之中，令服装样式具有个性化，是一种更时尚、能够引领潮流的造型。当然，很多适用

于服装设计中的折叠手法都是经过经验总结并进行归纳后的成果。 

3.1 折叠分类法 

对于立体裁剪而言，最明显的优势就是灵活性和直观性，在服装设计过程中最主要

的就是能够把立体裁剪和折叠手法相融合，这样设计出来的服装效果才会同时具有两方

面的优势。折纸艺术家在操作时能够借助直线或曲线等不同类型的线条，制造出折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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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3.1.1 直线折叠法 

直线折叠法可以说是基础的折叠手法，主要是折痕呈现直线的运作轨迹。在服装设

计过程中，在衣物的领、胸、腰、裙身等处都需要应用到直线折叠的手法。直线折叠手

法中的直线长度是依照矩形的长短而定的。在女装设计中，有一种比较受欢迎并且被认

可的面料，它的折痕整齐，主要用于直线折叠。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扇形折叠、手风琴折

叠、仿螺旋折叠等等都是属于直线折叠的手法之中，可以说直线折叠的手法的演变的丰

富多彩的，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3.1.2 曲线折叠法 

曲线折叠法的特点就是折叠出来的效果变化多端，可以创造性的向人们展现出个人

的丰富想象力，主要是利用纸张的可塑性的优势将曲线之美展现的淋漓尽致。对于女装

的设计而言，曲线折叠法更是将线条的弯曲复杂加工融合来展现出曲线的韵律之美。但

是对于采取曲线折叠法应用于服装设计过程中，难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用于服装

设计时的面料，因为无法保证每一种在延伸和柔软方面占有优势，从而增加了采取曲线

折叠法的难度。在小礼服的胸、腹两处的效果中可以看出曲线折叠法带来造型之美感自

然，灵活的展现出了女性的线条之美，如图 3.2 所示。故而，在结构上的合理性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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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面料的掌握恰当，例如针织面料，就可以很好的采用折叠手法在服装设计过程中，工

艺难度也减轻了不少，还能够在最后实现最优的效果。 

 

图 3.2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折线折叠手法： 

折线折叠的手法拿来和直线折叠和曲线折叠进行比较的话，折线折叠手法最大的瑕

疵就是过于复杂，难以操作，导致了在服装设计过程中不能够大篇幅的应用其中。折线

折叠手法是依照已有的直线和弧线的折痕进行有规律的反复，在服装设计时将面料折成

瓦楞状，反复几次以后便可以形成立体效果的形状。折线折叠手法应用于服装设计时的

面料要求就是定型性。折线折叠法比较经典的就是蛇腹部形状，这样的折叠方法相对而

言十分简单易操作，而且比较有规律性，对于长度的增减也比较便利。蛇腹折折叠指的

是利用一张纸通过反复的折叠，形成连续的平行线的形式，最终将其予以打折，让它呈

现出山谷状。这样的形状就美观而言，纹路明显，线条感十足，造型不扭捏，在女装的

细枝末节可做锦上添花的妙用。而且含有这样的工艺手法的制成品比较适合做收藏，是

一件有创意的雕塑品。蛇腹折造型在服装设计中，通常会被设计师用于胸、背等处，属

于细节装饰之用，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效果能够增强整体的设计感。图上呈现 O型的

蛇腹折群上的线条明显，规律性强，是一件精美附有创造力的收藏品。 

3.1.3 不规则线折叠手法 

如果在一个制成品上面能看到折痕和褶皱，那么这一定是应用了不规则线折叠手

法。因为不规则线折叠手法可以同时让折痕和褶皱的效果展现在一个制成品上。对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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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线折叠手法，一种情况就是不规则折痕在二维平面纸张之中折叠出三维立体图形的

效果。另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将纸张揉捏褶皱，将被揉捏的纸张再一次摊开时就会出现不

平衡的机理纹路，这种随意自然的效果就像是未经处理过的一样。如图 3.3 所示，三宅

一生曾经有一个以折纸时装为主题的发布会场，主要是平面几何图形演变成一个三维立

体形状的效果，其实主要原理还是应用了不规则线折叠手法，以一种自然、随意的美感

将女性的线条感若隐若现的表现出来，给人的视觉造成很有效的冲击。这样的折痕错综

复杂的服装所展现出的艺术感是能够带给人一种震撼的效果。 

 

图 3.3  Issey Miyake ghost top 

3.1.4 图案折叠 

飞禽走肉和花草树木都可以通过折纸艺术来展现出来它们的形态，图案可以说是众

多设计师比较青睐的，因为展现出来的效果线条硬朗。在折叠艺术中，图案也是必不可

少的设计元素之一，折叠图案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打破了其他工艺品的呆板单一，就

连纹路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过当设计中出现以折纸图案的话，那么一定是简单优雅

的立体折纸图案。被广泛熟知的千纸鹤，如若出现在服装设计中，那一定是值得被关注

的。对于人们的审美观而言，无论是小面积折叠图案的重复还是大面积折叠图案的融入，

都是可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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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3.2 仿生分类法 

仿生类折叠手法是指研究自然界物体的外观形态及其寓意并通过折叠的手法表现

出来。模拟和效仿是人类学习的本能，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学习和创作能

力也在不断进步。自古以来，人们就从生活中学习仿生设计，世间万物提供给设计师们

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远古时期的人类便懂得从周围环境中汲取设计元素，不同的物品

均能为人类提供相应的灵感。过去，人们通常只是简单的对自然生物体外形、颜色、结

构的模仿来进行仿生设计，通过对自然生物体的质感以及表面肌理的直接模仿来创造，

以此增强设计性和表现力的。而现代折或借助周围的物品，对其质感和肌理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一系列作品，由此也能为作品增添设计感。但当下设计师在借助折纸

元素时，往往更加关注物品的形态。形态仿生是对各种物体形状、轮廓、颜色及动态等

因素进行模仿，在折纸作品中的体现是提取物品的形态，通过仿生手法设计并运用到服

装当中。从而使其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可以灵活的变化，举一反三，常常可以由一个形

态的产生繁衍出更多的设计方案，如图 3.4 所示。以下的服饰造型是借助折纸鸟而创作

出的，实施仿生设计法，可以在服饰中完美的呈现出折纸作品的艺术美，并为人带来新

颖、动态的审美体验，可以兼顾到服装的价值和人的审美要求。因此，折纸具有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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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价值和空间。也正因如此促使了折纸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发展。本章笔者依据折

纸作品种类的不同，介绍了植物、动物及物品等不同种类的作品。植物类的折纸作品最

受服装设计师的欢迎。 

 

图 3.4 

2013/Muybridge Pt_2∣The T-Shirt-Issue 

3.2.1 仿植物类 

考虑到不同植物的外在，并借助一定的折纸形式，制造出不同的植物造型，如玫瑰、

郁金香、茉莉、百合等不同品种的花。详见 3.5(a) 

折叠一项植物作品的过程中，通过会借助直接性模仿的形式，之后将其融入到服装

内，增添美感。详尽 3.5(b)，由此他人也能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花卉植物类折纸的

特点是具有很强的装饰性，而且在很多服装设计师的秀场服装中有所体现，设计师也较

为偏爱使用玫瑰及百合等折纸元素。通过借助植物类折纸作品，能够是服装更具有立体

感，赋予审美机制，因此时装会上会有众多该元素的体现。设计师们通过对植物的灵感

提取，充分发挥他们的创作思维，把仿花卉植物类折纸造型结合创意在服装中表现的淋

漓尽致，使其设计的服装造型既有花的柔美，又有折纸棱角分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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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仿花卉类折纸作品（b） 仿花卉类折叠手法在服饰中的应用 

图 3.5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3.2.2 仿动物类 

动物类折纸的类型也较为丰富，飞行类的、水生类的、走的爬的动物、远古时代动

物还是虚幻游戏里的动物等，都可以用折纸的手法将它表现出来。折纸大师罗伯特·朗

（Robert J. Lang）通过几十年的时间不断的对折纸结构的研究，研发出将折纸数学与折

纸艺术结合起来的建构方式方法和相关软件。他发明出不管折纸造型多么复杂多变，都

可以通过数学模型的方法对其进行建构。达到设计师们想要的造型。为折纸领域方面的

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品如图 3.6 所示 

 
图 3.6  罗伯特·朗（Robert J. Lang）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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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中飞的有老鹰、蝙蝠、大雁、鸟等。陆地上的动物有河马、大象、狗、肚子；

等海洋里的动物有鲨鱼、海马、海豚、章鱼等；虚幻游戏里的动物有翼龙、角龙、霸王

龙等。折纸家均能通过纸张折叠创作出惟妙惟肖的动物折纸，如此逼真，让人难以相信。

仿动物类折纸作品的大量出现同时也为服装设计师们带来一定启迪，促使折纸和服装设

计走向融合。设计人员利用动物类折纸，对其进行处理后并通过对其进行二次设计手法，

然后应用到服装造型设计中，因此服装便可以和折纸类动物建立密切的关系，实现服装

的审美性，如图 3.7 所示。 

 
图 3.7 

图片来源：www.mikapoka.com 

仿动物类折纸作品种类繁多，而且折叠方法复杂，所以直接将折纸动物形象运用到

服装上的设计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动物类折纸进行借鉴，将其融合在服装折纸

里。设计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不同类型的动物，但很难直接将其使用在设计中，

但通过借助折纸作品，能够较为容易的将折纸转换为服装设计元素。因此动物类折纸可

以对设计人员带来一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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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仿物品类 

既有装饰性又有实用性的仿物品类折纸作品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最常见

的日常用品有：信封、礼品盒、纸扇、纸灯、纸船、纸伞等，如图 3.8 所示。这些作品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乐趣。 

 

图 3.8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有很多仿服饰类折纸的作品，例如连衣裙、西装、蝴蝶领结、

裤子、配饰等。如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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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还有具有功能性的玩具类、装饰类。部分折纸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能够

促使生活更加的方便、趣味。通过着这些折纸作品的观察，将仿物品类折纸元素运用到

服装设计中的作品并不常见，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灵感，将此设计思维方式运用

到服装造型当中。 

3.3 几何立体分类法 

几何图形就是由线与线组合而成的，从根本上讲，其实折纸可以说就是几何图形上

的一个延伸，折纸就是通过每一条折痕再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形状。单体和夹体几何图形

是几何图形折叠的两种折叠方式。简单的来说，折叠的步骤其实就是很多个单体几何图

形组合而成，透过几何空间又被分为了平面、半立体、和立体图形。 

对于立体折纸而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立体的效果，立体折纸就是通过平面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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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来展现三维空间的立体图形，突破了维度空间的限制，这也是立体折纸艺术的优点。

在时尚女装设计过程中，这样的大概线条没跟，可以构造成独创性的服装结构。一款服

装的形态和各部位之间的联系就是此款服装的整体结构，也就是几何图形之间的一个整

合，也是设计师将服装从设计稿中创造在立体空间内的核心阶段。折纸的优点就是可以

在一款服装中展现出明显的线条感，这种夸张、大胆的表现方式一直在潮流的最前线，

但是一般会采用纸张、金属等一类的非布料，因为定型性比较好。可以清楚的发现结构

的清晰度，面料反光效果很好，为整个设计增加了亮点，线条硬朗，让人耳目一新。如

图 3.10 所示。 

 

图 3.10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3.3.1 平面几何形 

平面几何类型的折纸大多关注到横向方面，很少具有纵向的设计，如飞盘、信封等

造型的折纸。将该类折纸源于融入服装中时，可以在人体较为平坦的部分进行设计，不

可在人体较为曲折的部分使用该类元素，在胸部、臀部等便不适合采用平面几何元素，

不然将阻碍人的正常活动。在服装的领部、衣身和底摆等部位运用平面几何形折纸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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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可以起到装饰性作用。它用于服装的整体造型设计时，考虑到人体的构造实施一

定的穿插组合，由此也能设计出随体性好的服装。同时设计师也可以使用半立体几何元

素，其是介于平面和立体之间的设计元素。具体折叠时会有横向及纵向等不同程度的创

造，其和平面几何有一定的共性，借助于体积的变动，从而呈现出立体感激体量感。相

对于平面几何形和立体几何形来说，半立体几何形在服装造型的设计中较为应用广泛，

相比来看半立体更具有能带来审美体验。 

3.3.2 立体几何形 

立体几何能够展现出一定的三维空间：他是 360 度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并含有

立体感的造型。创作时，最终的设计效果会受材质软硬程度的影响。平面及半立体形相

对比几何形来说，更能符合设计的需求。借助于一定的立体折叠形式，可以促使服装展

现出立体的美感，所以，立体几何元素主要运用在服装轮廓构造中。服装本是将平面版

型结合立体的人形将其设计成立体的空间，但在设计时应结合到服装对人体的包裹效

果。立体几何中最具有代表性是有四方体、圆柱及锥形，详见 3.10。设计人员将立体

元素融入进服装的过程中，会实以必要的抽象化，对其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将这一元

素融入服装中，由此设计出能够展现立体美感的服装。 

3.4 小结 

纸艺术源于传统折纸手工技艺，然而在传统的工艺上进行微创造，借助新的折叠技

巧，能够展现出一定的手工、趣味，体现出艺术美。在不经人工剪切和后续粘合的情况

下，完成艺术创作。这种手段在服装设计的运用中显的更加顺其自然，新的折纸艺术更

加丰富了折叠的对象和技巧，让设计者们在设计空间上得到了拓宽，思维获得了释放，

为设计人员开拓创新型思想奠定了基础。设计人员在制造服装时，折纸元素能够通过体

术的情感表达形式及装饰性效果，为服装增添艺术美，并赋予其更具内涵的意义。通过

折叠手法从 2D平面及 3D立体等不同材质的面料，将这些面料进行融合使用，进而能够

完整的体现出设计人员设计理念及审美取向，也能够促使设计人员增强创造性思维，获

得独特的表现手法。研究折纸艺术的表达形式，对相应的折叠技巧进行整合，并促使其

完美地运用到时尚女装的设计中。对现代折纸艺术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在设计元素上的提

炼。将不同的折叠方式和形状组合后所呈现出来的视觉及艺术效果成为服装设计中画龙

点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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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级服装定制的概述 

4.1 高级服装定制的基本概念 

成衣设计和定制设计是服装设计中的两方面，成衣设计主要是根据服装设计师设计

出来的样式进行制作，在后期当中，尺码、面料、颜色等都可以进行适当的变化，但是

原有的设计样式依然按照原有的进行，主要是适用于市场上大批量生产不同型号的服

装。定制设计就是有针对性的对象进行设计并制作服装。对于定制设计而言也是分为普

通和高级定制两方面。普通定制过程中主要是根据原有的样式进行适当的细节变动，能

够合身就可以了，但是高级定制就要花费设计师更多的心思，比如具有个性化的元素融

合其中，不仅仅是对细枝末节的处理满足个人需求，同时更是对美的追求。在时尚的前

线，高级定制占据了更多的上风。巴黎著名设计师 Charles Frederic Worth，主要就

是从事高级定制，并在 1858 年在巴黎率先开启了高级定制服装店的浪潮，旗下有 20

个员工，可以说服装高级定制便是是他开创的。 

在高级定制百余年的历史中，每一套高级定制的服装都是倾尽了设计师的心血制作

而成，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时刻和消费者进行有效的交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之上进

行设计并成衣。高级服装定制是含有艺术价值的工艺品，从布料到工艺技术都是选择最

好的进行，主要是为了与消费者的身份地位相匹配，达到合衬的效果。高级定制的服装

主要是以消费者为核心，设计师充当的仅仅是一个服务者，这样具有目的性的服装设计

其实就是非常个性化的服务。高级定制服装主要强调的就是对于消费者的无意识中的专

属感，是技术和艺术相融合的效果，对服装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中国社会

经济的进步，人们的消费能力得到了很深层次的提高，高级定制服装行业也纷纷走进中

国市场。为了达到消费者的满意值，体现出其对时尚的追求和见解，但是消费者的体型

千差万别，所以要因人而异进行服装成衣。在当代中国的市场中，高级定制服装面临着

发展的广阔市场。 

4.2 高级服装定制的基本特点 

4.2.1 奢华性 

在服装高级定制中，面料的选择尤为重要，有时甚至超过了钻石的价位，奢华的面

料更为高级服装定制的象征。这是一种对于生活中时尚的追求的体验，是一种品位、格

调。高级服装定制的意义就是在于它够奢华、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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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独特性 

服装高级定制其实就是一种体验式的奢华生活，设计师对每一个顾客的设计都是独

具匠心。在高级服装定制过程中，顾客的满意程度就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在设计时的全部

动力。在全国顶尖的高级服装定制团队中，每一个人才都是在帮助设计时完成消费者的

要求。无论是精准的尺寸数据，还是复杂的工艺技术，每个人的要求不同，那么设计时

的细节也就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咨询师会在与消费者进行交流后整理出符合消费者

心理需求的服装信息，量体师的任务就是对顾客的身形进行精准的数据记载，而高级定

制最顶级的服装时，差不多量体师会记录将近百余个数据。高级服装定制连消费者的习

惯都会涉及在设计中，仅仅是为了保证每一个核心细节能够在定制的服装的体现出来。

后期经过多方面的精准打磨，高级技师会做最后细致的处理，对于一个消费者而言，真

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个性化、有创意性、以及有收藏价值的服装艺术品。 

4.2.3 细节工艺性 

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高级定制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在服装设计这一

行而言，高级定制的细节处理才是最顶尖的重要部分，高级服装定制其实也是传统工艺

的方式进行制作的，所以细节处理才显得尤为重要。比较有经验的服装设计师就会将每

个消费者的需求和意见融入高级定制的服装中，这是对个性化的一种尊重，在后期高级

服装定制设计师还会根据整体上的效果进行细枝末节的细致处理，即使是在专卖店都不

能体验到的私人化服务。在工业革命的时代里，粗糙的生活状态让人们对细节处理这方

面更青睐。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在高级定制服装中，细节就是整个定制服装的灵魂

所在。高级服装的定制主要体现在了设计师对于细节处理的十分得当，包括顾客的个人

身体缺陷都能涵盖进去。这样精益的高级定制服装，体现了人们对品质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 

4.2.4 售后服务型 

在服装高级定制行业，售后服务同样令人刮目相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自身的

体型也会稍稍改变，那么回到高级定制服装店中依然可以依照当下模样进行修改，或者

因为个人粗心的原因导致衣物有所破损，也可以通过售后进行处理。更有专业的人员对

于定制服装进行后期保养的服务，并教授消费者一定的知识进行日常的注意工作。 

4.3 高级服装定制的设计思维方法 

设计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只有设计师对于高级定制服装的理解透彻以后，才能在设

计过程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提高设计的成品的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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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文化背景 

服装其实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对品质的表现，服装可以展现出一个人的社会地

位和个人追求。对于高级服装定制而言，消费者可以通过和设计师的交流，制定出符合

自己品味的衣物风格，并在需求和气质的基础之上，进行有效的协商和意见统一。无论

是在外形、结构、颜色、风格、或者是面料和装饰上都可以以自我文化背景为依据和参

考。 

4.3.2 尊重个体 

    高级服装定制的设计核心理念就是消费者，在设计过程中一定要以顾客为主，以顾

客的要求作为基础，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的。在定制服装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以顾客的

体型为参考对象，同时要设计师和顾客能够进行有效的互相了解阶段，从个人需求为出

发点，以及专业能力上的知识为辅，制定最合适的方案，这是为了尊重消费者。 

4.3.3 表现唯美 

设计、裁剪、制作和售后在高级服装定制过程中都是提供了十分顶尖的服务，在设

计开始时，从设计风格的确立到定稿、面料等工艺手法上的选择都是根据顾客的意愿进

行。无论是哪一个阶段都是十分重要的，否则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成品的精准性。“高级

定制服装不是普通的服装，它是艺术品”，阿玛尼的名言。 

4.3.4 突出细节 

在全球的时装秀当中，高级定制的服装中几乎没有夸张大胆的设计元素，但是在细

节的制作上可以说是花费了设计师一段时间内的全部心血。细节就是高级服装定制的核

心所在。 

4.3.5 表现工艺   

在高级服装定制过程中，精益的手工技术是对细节的尊重，用堪比钻石的面料和独

具匠心的手工技术相结合的服装制作。这样的复杂的制作其实都是国外设计师和顾客的

喜爱之物。这是体现一种对于生活中时尚的追求的体验，是一种品位、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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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折纸与高级服装定制的结合 

5.1 折纸元素对高级服装定制发展的启发 

通过对服装造型结构的塑造、创意空间的拓展和形式表现三个角度来探析折纸元素

对高级服装定制的逻辑思维启发。从服装结构的角度来讲，身为一名优秀的设计人员，

应能够知晓具体的服装架构，并借助于本次研究的折纸元素设计，掌握折纸的特性并通

过与面料对比反复练习之后，能够熟练的进行平面和立体之间的相互转换，塑造服装结

构，制造出富有设计感的服装；站在创意的视角分析，艺术本没有本质区别，设计灵感

和设计元素也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一些设计元素也能够很好的融合在服装里，体现在服

装的各个部位，以折纸元素为切入点，了解折纸各类方法后可以做到举一反三，以此来

开拓服装设计类型，技术的进步也促使服装设计有了相应的支持。我国的服装设计领域，

设计人员在制定服装的过程中，会更加注重其体现出的艺术美感，过于看重设计元素而

未能关注到工艺方面，因此我国大部分设计人员没有完整的知识架构，理论知识也不够

完善。多数设计人员有偏科性的缺点，有的只顾埋头于理论的知识研究而缺乏实际操作

经验，甚至有的设计者对版型的调整和工艺上的处理完全不明白。有的则只专注于书本

上的专业知识，对其它领域缺乏了解。因为设计是相同的，所以倘若对服装设计的相关

知识不够熟悉，也没有对相关的理论进行探索，这不利于设计人员拓展自身的眼界，没

有足够的创新思想。因此，要想知晓各领域的知识有利于对服装设计的发展。本次研究，

通过对折纸艺术领域的涉及，将折纸元素运用到服装设计中，迎合了交叉学科中不同艺

术领域互相影响的效果。对折纸方法的分析是希望能够促使服装设计中能够拥有足够的

“原始材料”。在形式美的视角进行研究，服装在设计中定会含有点、线、面、体等不

同的方面，对这几方面元素予以分解、重叠、规律、重组、反复等表现手法，因此能够

获得不同设计感的服装。折叠的形式也具有差异性，因此将其运用在设计中时，也可以

在点、线、面、体中融合折纸元素，以此可以推出更多关于折叠形态的作品。 

5.2 折纸方法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运用分析 

5.2.1 折纸与面料材质选用 

面料与纸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尤其是折纸手法在服

装的运用当中，面料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面料是服装设计的三要素之一，特别是

在高级服装定制当中，对于面料的选择是关键性的一步。由于折叠工艺的特殊性，不同

的材质折叠会造成不同的效果，甚至一些复杂多变的折叠手法使得部分面料无法达到设

计者想要表达的效果。面料造型与折纸造型之间的关系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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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将折纸元素完美的融合在服装设计中，需了解不同材质的面料特质及折叠形式对面料

的需求。知晓纸质与面料之间的异同之处，能够灵活运用面料才是好的设计作品成功的

关键之一。笔者通过实验来分析折纸作品与面料折叠作品来进行分析，如图 5.1 所示。 

 

（a）纸质折叠作品               (b)面料折叠作品 

图 5.1 实践作品分析 

从外形上来说，同样的折叠方法，通过折纸和面料折叠表现出来的效果存在异同，

大致上会达到一定的立体式效果，二者的区别是，纸质的造型一般会棱角分明，在折叠

的部分会较为的锋利，而面料（普通白坯布）折叠作品的线条相对柔软，亲和，面与面

之间有一个过渡的曲面连接。与此同时，笔者通过不同面料的折纸手法对比来对不同材

质所带来的不同折叠效果进行展示： 

一：轻薄型面料，如图 5.2 所示。 

 
图 5.2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武汉纺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8 

 

二：中等厚度面料，如图 5.3 所示 

 

图 5.3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三、特殊面料，如图 5.4 所示。 

 

 
图 5.4 

图片来源：www.Pinterest.com 

 

 



5 折纸与高级服装定制的结合 

 29 

四、创新面料,如图 5.5 所示 

 

图 5.5Issey Miyake 2015 春夏系列 

被我们大家纵所周知，将折纸元素运用到面料中的三宅一生，将他的设计理念在面

料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擅长将折纸与面料的共通性完美结合，并创造出新型的面料，

使面料长久性保持褶皱的形态而不被清洗、人体动态磨损等所破坏。他的设计思维和创

新永远不拘一格，可谓是将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的结合。如图 5.5 所示 

5.2.2 折纸对服装结构的启发 

基于折纸的艺术价值特点以及与服装结构的相通之处，折纸对服装结构的启发是多

方位的。首先折纸元素能够为设计人员带来一定的灵感启迪。服装在设计中有着千变万



武汉纺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0 

化的造型，但其离不开相应的造型元素。服装造型取胜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装造型

元素的选择。通过组合不同元素结构可以使服装造型构成截然不同，即使是同种元素，

通过不同的设计也可以使服装造型发生千变万化。折纸艺术其本身各式各样的造型对服

装造型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元素之一，两者结合可以使服装结构充满创意性和艺术性。 

其次是变异与分散构成。折纸通过基本的折纸表现手法将平面结构变异成立体，将

矩形变异分散成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在服饰上进行“折叠”可以使服饰的折纹和造型发

生改变，达到近乎变异的效果，同时折纹的翻折、旋转会使其原有形态分解，形成新的

造型效果。在服装结构中运用折纸的变异与分散，可以达到以下几种效果：1）丰富造

型形状，利用折纸技术可以变幻出更多造型，如莲花形、心形、条纹形、层次形，而且

可以利用折纸动态性的特点在服饰上进行有效改动。2）改变对称结构，多元化的组合

可以改变以对称为美的观点，通过设计局部的折叠造型凸显出服装结构的肌理效果。3）

多方位组合，折叠方位不只局限于某一点，可以通过上下左右任何方位的折叠，改变单

一的视觉效果，使服装的整体效果得到提升。 

 其次是整体与集中构成。服装造型设计离不开整体与局部的协调，在运用折纸设

计时，既可以用部分折叠也可以使用整体折叠，既可以用规则的直线、曲线集中在服饰

进行折叠，也可以用不同线条排列组合的方式折叠成一个整体造型，使服装在整体上疏

密起伏、和谐统一，通过局部细节设计提升整体的装饰性和欣赏性，体现设计师需要表

现的造型要求。 

折纸可以通过线条的形状、粗细、疏密使服饰细节之处引人注目。规则的折叠可以

给你正式、整齐、整洁的整体感，不规则的折叠可以给予动态、变换、富有创造性的美

感。两者各有特点，可以根据服饰设计的主题加以变换，恰当使用折纹不仅可以增加服

饰整体的美感，还可以增加服饰的流畅感。 

再者是平面与立体构成。改变折纸服饰平面的构成可以通过点、线、面的不同组合，

或者是通过改变面料的材质、纹路、肌理，从而使视觉效果发生变化。而立体结构的改

变可以通过借鉴折纸艺术造型特点，采用可塑性强的服饰面料，通过折纸造型中常用的

手法：凹凸、组合、光影、透视等，使平面结构转变为三维空间形态。虽然折纸服饰最

终的呈现方式是立体结构，但一个具有欣赏价值的折纸服饰是平面结构与立体结构的统

一，需要综合考虑周边环境、如环境色调、光线阴暗等。在服装造型设计中，结合折纸

平面与立体的艺术特点，可以多视角、多方位呈现折纸服饰的美感。 

5.3 折纸手法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应用实践内容展示与分析 

本次实践选用了两种传统的折纸方法进行探析和研究，通过对传统折纸方法进行解

体、简化再重组的方式研究出新的折纸版型。并结合合适的面料进行反复试验之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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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折叠方法运用到服装设计当中。从创新理念到材料的选用到工艺处理等都按照高级

服装定制的规格来完成的。通过理论指导，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和解决在遇到的各类

技术问题。本着将理论佐证实践，实践证明理论的原则来完成本次研究。 

此系列作品重点在于对折纸方法在服装中的运用，服装的版型按照自身的尺码进行

了调整，在简单的版型基础之上对其款式进行微调，微创新。在折纸手法的部分，通过

阅读大量关于折纸的文献和资料之后，将折纸的方法进行分解、打破、分割、简化之后

再重组。在外型不变的情况下使折纸版型简单化，然后通过“重复”与“渐变”的视觉

效果运用到服装设计当中，从而达到面料二次创新与服装立体的效果。 

5.3.1 设计作品一 

熟知折纸的特性和部分关于的折纸方法之后，对灵感的来源有了新的认识，世间万

物，不缺乏美好的事物，只缺乏一双发现美好事物的眼睛。此设计的灵感来源于一次路

边发现的一种植物-四叶草。四叶草有着幸运的涵义，因此通过此涵义赋予服装更美好

的价值。在寻找了关于折纸仿生类折叠法的大量文献后，参考日本折纸大师布施知子的

幸运草折纸作品的折叠方法进行实验和研究。实践过程如下： 

 

 

（a）灵感来源                    （b） 纸型样品 

图 5.6  灵感来源与纸样对比图 

“四叶草”折纸方法的研究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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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试验之后，对原四叶草折纸进行了抽象化处理，并研究出新的“四叶草”折纸

方法，纸样完成品如图 5.6（b）所示。 

高级服装定制中，面料的选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将折叠手法融入到其中的面料，一

定要充分了解面料的特性。不同的材质所造成的效果也不同，有的面料还要考虑到能不

能够高温熨烫进行定性，也要考虑到经过时间打磨还是人体动态对其造成一定的磨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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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折痕会不会消失等等诸多问题，最重要的还要将实穿性融入其中。结合设计的廓型来

理性选择具有折纸特性的材料。此设计面料选用黑色轻薄透明的欧根纱与黑色的芯复合

的方式，来达到一定硬度的同时还有保留一点若隐若现的透明感。如图 5.7（c）所示。

将面料按照“四叶草”折纸方法进行折叠，过程如下： 

 
（c）将欧根纱与芯复合    （d）四角对折，并用熨斗定型 

 

（e） 熨斗固定型后的状态    （f）反转，再次四角对折      

 

（g） 熨斗再次固定型           （h） 将四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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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再次反转后四角对其折叠     （j） 用熨斗固定 

 

（k）展开，单体成型。       （l）最后用熨斗将四个角烫出弧度 

图 5.7  面料折叠步骤展示图 

实践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折叠方法，面料的折叠难度系数比纸质折叠的高

很多，因为每一步都需要用高温进行定型，虽然外形上保持了一致，但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无形之中提高了制作成本，这也是本次研究不足的地方。 

面料的二次创作往往能给作品带来独特的视觉效果，也能为设计增添一丝新的趣

味。无论运用什么元素进行设计，均需考虑到形式美学的相关要求，为人带来审美体验。

服装面料能够做到和纸张一样单个折叠，也可以整体折叠。本设计以个体为单位，将四

个分为一组，使组合看起来具备“四叶草”的特征。再将多个组合结合服装版型的特点，

进行大小分类，部分先进行条状式手工缝合。这样运用到服装中的时候更便捷一些。如

图 5.8（m）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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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裁片依次分为 6cm、8cm、10cm、12cm 

 

 

（n）折叠处大量大小不一的个体，然后先手工缝合成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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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在人台上按照自己想要的从上到中由大到小；从中到下由小变大的设计方法进行大小比率调

整 

 
（p）将事先做好的裙身穿在人台上，将折纸手法的部分从上到下，从中间往两边的方式，进

行手针固定。省道和腰线的地方尽量避免，实在避不开的时候将折叠的部分进行大小调整。最后上

里料，完成品如图 5.8（q）所示 

 

（q)完成品 

图 5.8 实物制作过程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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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设计作品二 

高级服装定制的精髓在于手工，而手工制作所带来的趣味性和成就感使得整个实践

过程中充满乐趣。通过对折纸方法及其带给服装的艺术价值的体验之后，体会到对于折

纸元素的运用，便于发散设计思维，在服装设计中能够轻易地做到举一反三，实践时可

以通过局部改动或是转换方向就能够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将实穿性与审美性完美结合。

设计作品二，在实践过程中同样选择自己喜欢的玫瑰元素，并考虑到服装的构造在此基

础上做好相应的设计工作，笔者也对实践过程、对其进行分析和总结。与作品一不同的

是作品二的面料折叠方法没有参考传统玫瑰折纸方法，而是通过对花型的抽象化之后，

对其精髓部分进行提炼，模仿玫瑰花扭转的姿态，对其造型进行自由研究。如图 5.9（b）

所示。由理论基础指导实践，通过实践验证理论。 

设计二灵感来源于玫瑰花，在翻阅大量关于仿生植物类折纸书籍后，寻找到关于玫

瑰的折纸方法，并在实验过程中对其版型进行分解，简化，再设计并研究出新的版型。

作品二的款式设计没有采用制版的方式，而是通过面料折叠的部分一遍立裁一遍看效果

的方式，边做边调整来达到自己想要的廓型。面料选择硬度强，不太薄也不要太厚的棉

布。实验过程如下： 

 

  (a) 灵感来源      （b）实物样品 

图 5.9  灵感来源与实物样品对比图 

纸样版型研究，如图 5.10 所示： 



武汉纺织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8 

 

 

图 5.10 纸样步骤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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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纸版展示，如图 5.11 所示： 

 

 

图 5.11 

通过对传统玫瑰花折纸方法步骤进行解析，分解之后，研究出新的版型，如图 5.11

所示。吸取作品一的经验，将作品二的折叠方法进行极简化，由两片同样的版型形成一

个单体。而且在工艺上用缝纫机代替了手工制作，这样节省了很多时间和劳动力，在美

感不变的同时降低了手工带来的成本。制作过程如图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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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实物单品制作过程展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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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采用一边制作一边看效果的立裁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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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完成品 

 

本章节研究了两种折纸方法在服装中的运用技巧，将理论研究的部分在实际运用中

得到实践。从灵感来源到理论研究、从理论研究运用到实际操作每一个过程都精心制作，

符合高级服装定制特性的要求。由于折纸的形式较为繁多，且有着一定趣味性，因此将

其运用在服装设计中，往往能获得惊喜的效果。由一个元素可以散发出很多灵感来源，

可以延伸出很多设计作品。使得设计思维方式得到进一步的跨越。并更加坚定了对折纸

手法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运用和研究。此系列作品共历时半年时间，并通过实践验证了

理论知识，丰富了本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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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折纸手法对高级服装定制的启示和影响 

在物质生活达到满足的条件下，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生活，精神上的追求体现在

良好的文化素养、品质生活。近几年，时尚界刮起了一阵复古的风潮。人们通过对古老

事物的怀旧情怀、对古老艺术的追溯，将返璞归真的艺术融入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当中。也引起部分人群对传统事物和传统艺术感兴趣。同时，服装设计师们将复古元素

注入到服装中，设计出复古风格的作品，促使复古风再一次流行起来。爱好复古类服装

的人数在逐渐增加，人们对传统型艺术的认知也逐步加深，并认识到多数传统型艺术元

素很难直接融合在日常生活里。但是，可以借助传统型艺术加上新的艺术形式，将传统

艺术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方式出现，并开始盛行。 

借助传统的折纸作品并考虑到审美需求，将折纸使用在高级服装定制内。这也是对

复古元素和当下设计元素的融合，进而传统文化得到一定的传承和其为现代服装设计服

务实现共同发展。同时也应对复古设计元素进行借鉴。当下折纸过程中并不会再频繁的

借助于相应的工具，在设计时也更加简洁，能够符合服装材质折叠的需求。对折纸元素

进行借鉴，能够对折叠形式进行创新，为高级服装定制带来一定的设计灵感，能够体现

出一定的创造性和多边性，也能顺应服装设计的时效性要求。 

任何一项设计均能拥有自身独特的特性，艺术是相同的。因此，在很多时候艺术类

是没有清晰的界线的。特别是服装这一领域，猎取不同领域的设计元素，将各领域中的

设计元素运用到自己的服装设计作品当中，是每一个设计者都应该深刻领会到的。希望

通过对折纸元素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运用，在此基础上做好相应的分析，希望能为设计

人员带来一定启迪，借助于生活、艺术中不同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做好相应的设计工作，

锻炼逻辑思维缜密的能力，并设计出具有更高艺术价值的服装作品。设计人员可以借助

于一件设计的成功案例，将其转化为对其他元素的设计中，因此，对于各类元素的应用

研究是设计领域永无止境的研究课题。 

5.5 折纸手法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展望和不足 

本次研究的展望和缺陷 

笔者主要分析了折纸元素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运用，对其进行必要的提炼、整合，

然而笔者理论知识、研究能力是有限的，且受到技术的限制，因此在研究中也含有部分

缺陷。同时本篇论文篇幅有限，折纸的技巧又错综复杂，很难逐一介绍其在服装设计中

应用，只是把折纸手法中最常用的折叠形式予以着重研究。运用折纸元素时，服装的架

构、材质、颜色等方面，笔者未进行详尽的剖析，在折纸和服装面料的相似性方面，虽

然笔者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并未阐述其在真实运用时含有的缺陷及应对策略，这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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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将本次研究理论转化为实践。 

笔者重点分析了小礼服，事实上折纸元素能够应有与多领域之中，女装、童装等均

可以借用。将折纸元素融入到服装设计中，由此能够促使服装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所

以笔者会继续研究这一课题。 

5.5.1 折纸手法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展望 

展望折纸元素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发展前景，消费文化的变化对时尚女装设计的影

响，经济的繁荣及社会的安定，促使人们对于文化消费有了新的需求，之前人们的消费

理念倾向于简朴，而当下人们意识到应适度消费的必要性，更有部分人开始超前消费，

人们在购买服装的选择上也发生了思维的转变，通常越让人眼前一亮的服装更加获得青

睐。这些改变也表明设计人员在制定女装时，应能够确保创新性，抓住消费者的心理。 

消费者之前消费会具有求众心理，而当下正向个性化方向发展现阶段，中国的经济

实现蓬勃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所上升，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多样化的需求。

人们向往着私人定制物品，希望能够享受到用心的教育，购买到个性的服饰，并喜欢奢

华的消费。消费者之前在购买服装时具有求众心理，而当下正向个性化方向转变。能够

结构特立独行的服饰，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是以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推崇以勤俭节约的

生活方式为美德。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已从仅仅只对物质的满足

时代走向了对生活水平质量提高的时代。人们的消费观也在发生变化，消费者不再仅仅

满足于物质需求，而更多的偏向精神上的需求。消费观念也由适度消费开始走向精神消

费，甚至过度消费。将物质消费需要演变到社会关系需要的一种消费文化。消费者在购

买服装时，除了要求实用性之外，更加追求美观，还有享受消费过程中带来的满足感和

喜悦感。一件产品的附加值也备受人们关注。从穿着打扮看品味，通过穿着打扮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在维持社会关系的时候带给别人好的影响。所以，为了维持一定程

度的社会关系，人们有时也需要参与相应的消费活动中，因此消费和社会关系存在一种

关联性。 

人们希望可以展示自身的地位和审美取向，并逐步提升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获

得良好的社会关系，因此人们会借助商品来实现这一愿望。此外，中国的服装行业也出

现了一定革新，人们开始倾向于购买奢华的服饰，高定服装，并喜欢了解最新的时尚信

息，有着不同类别的消费需求。折纸元素结合服装设计的特点，两者完美碰撞进而以最

直观的设计成果来体现折纸元素的利用价值。 

5.5.2 折纸手法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不足 

通过对折纸与服装相关的研究之后，发现折纸方法在高级时装设计行业中依然含有

部分缺陷，如面料种类的不足，服装的材质与纸的材质有着较多的类似之处，但毕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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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如纸的可塑性，在复杂多变的折纸方法下，面料的局限性，限制了很多折纸的展现

方式不能够借助面料予以呈现，因而在筛选面料时较为严格。因此为获得理想的设计成

效，需将所选面料与纸在折叠中互通特性相结合，才能真正的折出想要的设计效果。还

有就是工艺方面的要求也比较特殊，相对于直接折纸而言难度系数提高了很多。在制作

过程当中，大部分的折叠部分需要进行手工缝合和固定，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和劳动力，

成本相对提高。正因为上述的复杂性、特殊性，一件运用折纸手法制作出高级定制是服

装才能体现出其魅力价值所在，折纸手工所带来的独特视觉效果无形之中也增加了产品

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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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逐步渗入更多的折纸元素，其也促使设计人员增强自身的创造性

思维，因为折纸元素有着多样化的特征，因此能丰富现代设计理念。将折纸元素应用于

服装设计中，可对以往服装的架构和形态进行创新，由此也促使服装的功能性和艺术美

走向融合。一项完美的设计作品离不开好的设计人员对元素的有效利用，由此能够促使

作品更加的饱满，同时也能够延伸出一系列的设计作品。让我们更加坚定将中国传统文

化折纸手法以一种优良的设计思维方式将其进行保护和传承下去。 

折纸是一种传统的手工技术，现阶段其也开始运用在服装设计中。笔者通过理论及

案例等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剖析，阐述折纸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总结出

以下几点结论： 

（1）介绍了何为折纸手法和高级服装定制，并借助综合分析、提炼、时间等形式

对折纸元素和服装定制相融合进行了解剖，阐述其起源、发展和类别。 

（2）考虑到折纸蕴含的审美价值，总结出其融入在高级服装定制中能够发挥出的

功能、设计理念、表现手法等因素，进一步阐述其对服装架构、面料等产生的影响。笔

者也分析了怎样将折纸元素融入服装设计中：可通过几何及仿生等不同的折叠形式，笔

者对这两种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分类和阐述。几何折叠能够发挥设计师创造性思维，实施

相应的抽象、分解、变形等设计手段。而仿生折叠又可细分为折叠、重复折叠、叠加等

不同的类型，这也为折纸元素融入服装设计中提供了理论支持。 

（3）按照折纸形式的差异性，可将其依据折叠形式的不同予以分类，具体来说有

直线、曲线等不同类型的折叠形式，同时笔者也详尽的介绍了不同折叠形式在服装设计

中的运用，并对服装中装饰性部位进行了介绍，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完善折

纸元素在高级服装定制中的应用的研究。 

以上总结归纳的设计方法与实现方法为高级定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在理论的指

引下，剖析折纸元素融入小礼服设计中的一般性规律，对本次研究的主题进行详尽的分

析，健全折纸与高级服装定制结合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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