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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服饰不仅呈现出其瑰丽开放的审美风尚，也从特定的视角展现了唐代恢弘、霸气、绚烂的时代特征。从唐代人物画中探索
绘画艺术和服饰文化的精华元素，在继承、创新和尊重服装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传统服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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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代人物画的历史价值与影响

唐代政权统一，经济繁盛，是我国封建
社会最发达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
史最灿烂夺目的篇章。唐代服饰作为唐文化
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款式、色彩、配饰、格调
都极其别致精彩。唐代人物画作为中国绘画
史上的一座高峰，更具有非常高的艺术魅力
和历史价值，一直被众多的学者、艺术家所
重视。传统人物画与传统服饰之间是紧密相
连的。
古往今来，关于人类历史的形象记录，

绝大多数是通过绘画、雕塑、文字记载及出
土文物等形式渊源流传的，其中人物画是打
动人视觉感官最直接的珍贵资料。真实生动
的人物画不仅会把我们引入深邃的历史文
化空间，更可以领略各个历史时代的风姿。
对于文化博大精深的唐代，其在绘画艺术和
服饰文化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留给
今人极大的想象创作空间。也正是因为唐代
文化精彩之极，研究此段时期学术的学者甚
多，并提出了值得我们去借鉴和揣摩的观
点。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唐

代，从其绘画的发展的历程与角度来说，虽
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确实开创了
一条独特的路线，逐渐趋于成熟并与日俱进
成绩斐然。唐代人物画选材广泛，取材上不
仅涉及到当时的重要时政，而且覆盖到百姓
生活的各个缩影，这些都强烈的映射出浓厚
人物气息。所以以人物主体，对人本身的注
重程度成为唐代人物画经久不衰、独树一帜
的独特魅力所在。唐代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历
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历史价值，彰显
着璀璨耀眼的艺术魅力。

对当时及后世唐代人物画的陶染是意
味深长的。一方面，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层次
的反映，人物画已在原基础上形成独特的
“唐式风格”，还为渲染五代十国、南北宋朝
权贵阶级的人物画等作了技术手法上的预
备，也为随后发展的重彩人物画风开拓了崭
新的道路。

2 唐代传统服饰文化艺术的影
响和对现代服饰设计的启发
2.1 唐代传统服饰的艺术魅力
古代没有照相机、摄像机等可以直观记

录生活影像的工具，除了绘画。因为对人物
画中的人物描绘能够再现当时现实社会中
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其实人物画画家不管采
取什么形式和方法进行创作，他们笔下的人
物形象都离不开与人朝夕相处的服饰。
服饰的审美潮流是不会与现实生活脱

节的，唐代服饰不仅呈现出其瑰丽开放的审
美风尚，也从特定的视角展现了唐代恢弘、
霸气、绚烂的时代特征。白居易《缭绫》诗：
“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
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
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
看花花不定。”①唐代的服饰色彩华美绚丽，
服装款式新颖、开放，裙装腰节线已提升到
胸部。周诗：“惯束罗裙半露胸”，即似这种装
束的描述。可见唐代思想开放，服装形制的
袒露程度在中国古代女子服装里是绝无仅
有的。
唐代的政治、经济由盛转衰和文化上对

宗教信仰———佛教的兴颂，这样的时代背景
不断影响着当时审美倾向地转变。唐代给后
世历代王朝增添了前卫的审美要素和色调。
在唐朝前期到后期的过渡时期，人们的社会

观念和审美趣味也发生了透彻的蜕变。
唐代服饰能够推陈出新，在保存传统文

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汲取
与创新，从而推出诸多瑰丽、娇媚、洒脱的古
代经典服饰。唐代服饰的盛世仪范也成为
中国服装史乃至世界古代服装史中的一朵
奇葩。通过分析唐代服饰文化的背景和唐代
服饰的款式风格、色彩及面料格局，对传统
服装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现代设
计的启示有了更深层的探究，更好的弘扬唐
代服饰文化艺术的相承、进步与创新。
2.2 唐代传统服饰的继承与创新
正如古代甲骨文、繁体字到现代的简化

汉字，文字在历史的潮流中会被逐渐弱化、
消失，服饰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也同样如
此。人是社会的主体，相信每个人内心深处
都会有表现美的欲望。通过最基础的服饰来
包装人，体现以人为本的审美观念，其实是
很难的过程。在我们认知与时代相对应的传
统文化重要性的同时，传承与创新传统服饰
文化变得尤为重要。
在唐代服饰文化艺术中，传统服饰与异

域服饰之间广采博收、兼容并蓄。对于古代
传统服装形制有一定的影响，并带动其创新
与发展。尤其是唐代女子的服装发饰风格虽
然独树一帜，但它并没有统统摆脱中国传统
文化的意识。在继承、创新和尊重服装艺术
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传统服装艺术，
并非在服装款式与色彩上完全照搬，使现代
人热衷穿古代的服装。深入挖掘反映中国传
统文化精髓和魅力的服饰元素，无论是服装
款式、色彩、面料、图案、配饰等等。在云谲波
诡的服装发展趋势中，绚美发光，不被同化。
2.3 传统服饰文化探索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

升，中华文明再次受到世界的关注，其中包
括传统服装文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顶级服
装设计师频繁的使用中国 （下转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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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的素材进行时
装设计。中国服装要立足于世界必须具备本
民资文化特征，逐渐成为一种行业共识。”②

尽管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关注中国传统
的服装文化，但研究却是步履蹒跚。设计理
念与现代中国人审美风尚与和现实生活几
乎格格不入，服装怪诞、不伦不类的现象比
比皆是。不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神韵的
同时，亦得不到市场与时尚消费群体的认
可。
“许多本土服装设计师致力于对传统服

装的探索，并取得了成绩，其中包括天意品
牌设计师梁子、例外品牌设计师马克。但是
大多数设计师在探索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
时候把眼光仅仅局限在西方设计师眼中的
东方服装元素上，例如：旗袍、盘扣、镶滚工
艺、刺绣花纹、少数民族服装；京剧脸谱以及
各种字体的汉字；或有限的几种符号及色彩
上，例如：红、黑、黄等等，认为这便是中国几
千年服装文化的精髓。”③其中这些元素只是
传统服装文化精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
是全部，而且有些传统手工艺已被命名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另一个层面上看，我
们在探索、挖掘传统服装的过程中忽略了传
统文化哲学、传统艺术的精神所在。应该超
越物质层面的浅层研究，到达文化哲学的深
层探索的一个程度，这样研究传统服饰文化
的空间将会更加的广阔无垠。
2.4 唐代传统服饰设计元素对现代服
饰设计的陶冶与启示

唐代服饰设计理念中蕴藏的“天人合
一、融合共生”的哲学观念及造型色彩逐步
被世人知晓，并对传统服饰文化有着深远的
陶染。在时装设计流行的今天，唐代服饰造
型、色彩构成等设计元素和理念常常成为中
外服装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以‘大唐凤仪’为主题，让逝去的盛唐

华彩在内衣的舞台上寻回往日辉煌的身影，
穿越审美的时空，重现风华绝代的千年华夏
文明！共同倡导‘用中华元素打造内衣文化，
让内衣文化感动世界’的新理念。”④这是
2007年“欧迪芬杯”中华内衣元素创新设计
大赛，可以作为传统服装设计元素在现代服
装设计中的典型案例。
“最终入围的 26位参赛作品，有些在西

方近代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荡中
游刃有余的(‘蝠’与‘福’，邪恶与吉祥)；有些
在唐代诗人的诗词歌赋中自由煽舞灵感与
创意的翅膀；有些则运用唐代凤凰壁画、龙
鳞图案、陶艺文化和琉璃色彩。更有甚者，把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旷世不朽的爱情经典、女
王武则天横空出世的称帝传奇———纳入了
精心设计的作品神髓中。”⑤这些服饰不仅通
过现代造型，完美地解构了唐代千年服饰美
学，也赋予了现代内衣在文化中的古老内
涵。作品表现了唐代女性的王朝特色和独特
魅力，华丽、自由、开放与丰满。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文

化与绘画艺术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们
思想意识、审美心理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
表现形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随意的。无论

从唐代人物画还是传统服饰上看，作为一个
时代审美意识、审美情趣的投影，两者都使
整个社会文化表现出一个觉醒的状态，而且
承前启后、相互影响，共同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
千年光阴，梦回唐朝。有凤来仪，闺香四

溢。时至今日，灿烂的唐代文化仍然吸引和
鼓舞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唐文化也为亚
洲乃至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印记。注重东方文化，把握中国文化的
精髓，善用传统服装设计元素，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极力打造中国服装品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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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45/90)s的铺层方式进行铺层，选用实
体单元进行建模，铝泡沫芯子假设为各向同
性的实体。

ABAQUS有限元分析软件可以将冲击后
含损伤的模型重新导入，通过对不同损伤程
度的夹芯板进行压缩有限元分析，对其剩余
压缩强度进行预报，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
比。
如图4所示，以冲击能量为50J夹芯板为

例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仿真计算得到夹芯
板失效模式与试验结果一致，最终破坏发生
在受损伤的面板，其失效模式为沿宽度方向
发生断裂，裂纹穿过夹芯板冲击损伤的中心
区域，夹芯板在压缩试验过程中没有发生整
体屈曲。

通过将含有不同冲击能量损伤的夹芯
板模型重新导入有限元软件中进行计算得
到，剩余压缩强度仿真计算的结果如表3.1所

示。不冲击能量下剩余压缩强度相差20%以
内，且压缩其失效模式相同，从而验证了仿
真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4 结论

根据试验标准进行剩余压缩强度试验，
当夹芯板未受到冲击或者冲击能量较小时，
夹芯板的某一侧的面板发生局部屈曲，且断
裂位置可能在沿纵向的任意位置，未受冲击
和受到较小冲击能量夹芯板的失效模式均
为复合材料面板发生压缩断裂。当冲击能量
较大时，夹芯板在压缩过程中的失效模式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损伤区域附近出现局部失
稳；凹坑将损伤沿着横向扩展；存在凹坑或
者损伤程度较深的面板突然断裂。

通过ABAQUS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含冲
击损失的夹芯板有限元模型进行压缩模拟，
将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从失效模式以及剩

余压缩强度两方面进行对比，验证了有限元
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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