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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服装设计中的“绿色设计”

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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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突出，服装设计中的“绿色设计”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设计理

念、原则、方法和审美、流行趋势。服装的“绿色设计”有其自身的独特表现形式与美学风格，正

成为21甚纪服装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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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到“绿色设计”的产品

设计思想、方法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发展之轨迹。

提出产品设计“绿色设计”思想的前奏与认识基

础，都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理

论有关。早在1948年，美国一位名叫费尔德的著

名学者就写过一本书，名叫《被掠夺的星球》。书

中写道：“美国近百年来在对待森林、草场、野生

动物和水资源方面任意破坏的历史，确实是整个

文明史上最粗暴和最具毁灭性的时刻。”⋯深刻

揭示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把科学家的警告真正

变成世界范围内的具体实际行动的，当首推1972

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大

会”，它第一次从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

的角度，提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1981年

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贝Ⅱ推出了第一部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文件一《保护地球》，对“可持续发展”的
概念作了进一步明确阐述。影响所及，在产品设

计领域，绿色设计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具体

化的新思潮与新方法。在具体的产品设计过程

中，绿色设计既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

是一系列新技术指标的重要集成，反映出一种超

越以往的崭新设计理念。从“可持续发展”到“绿

色设计”理论的逐步形成，可以说是产品生产领

域的设计思想、理念的进一步成熟，是服装设计者

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

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设计思想、理念的质变的标志。

·一、服装产品“绿色设计”的基本理念

产品绿色设计GD(GREEN DESIGN)，通常

也称为生态设计ED(ECOLOGICAL DESIGN)。是

指在整个生产周期内，着重考虑产品环境属性的

一种设计【2】127。这种设计是在满足环境保护目标

的基础上，同时保证和提高该产品应有的功能、使

用寿命和质量。这里的“生产周期”已经不再是

简单的“从摇篮到坟墓”(GRADLE_TO——

GRAVE)，而是扩展成了“从摇篮到再生”(GRA-

DLE一1．o——REINCARNA．I'ION)，即除了产品的

寿命外，还包括了产品的回收、再利用和再处
礓![21127—131Ji o

·

随着人们生活理念的不断提升，“绿色设计”

已成为当今设计艺术的一个新的切入点和一种审

美的流行点。尽管绿色设计并不注重于美学表现

或狭义的设计语言，但它强调尽量减少无谓的材

料损耗、重视再生材料使用的原则，从而使得“少

就是多”、“少就是美”等观念在绿色设计中也就

有了新的含义。当然，在理解绿色设计概念时，还

应该意识到完全的“绿色”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

通过设计将“非绿色”的程度降低一些。

二、当前服装设计的流行与审美趋势

的变化

设计产品的审美不同于其它审美体验，只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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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视觉或听觉上，设计审美需要用人的所有感

觉器官来体验，甚至包括行为方式上的体验。设

计审美的规律也不仅仅指形式、尺度的规律，而且

同时涉及人的创造活动、合理行为方式的规律。

设计审美凝聚了人的体力、精力及智慧，激起了人

们对艺术创造的喜悦与把握。因此，设计审美绝

对不同于纯粹的艺术品的审美，设计审美有其独

特的形态类型，其中以技术美为核心。技术美是

由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文明的历史内容，

它反映了产品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及

人在创造历史中所取得的自由。而技术美的核心

是功能美L3J23。服装设计则是把服装的实用功能

与审美功能在特定条件(材料、设备、生产技术

等)下有机结合高度统一起来的一种创新性设计

工作。作为服装设计，首先要满足人的生存与生

活需要。满足人类生存、生活的需要是服装设计

的前提条件，也是服装设计的基础。其次，服装设

计要符合人的审美要求。服装设计的视觉焦点是

指在整个设计中引起视觉兴奋和刺激的部位。视

觉焦点的设置，能吸引人们的视线，增添服装的活

力和情趣，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之妙用。视觉

焦点一般设置于具有强烈装饰趣味的物件标志，

既有美的欣赏价值，又在空间上起到一定的视觉

引导作用。纵观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我们可以

清晰看到各朝代各时期中国古人审美意识对服装

的影响，服装从最早的功能性——遮羞、敝体，经

过岁月的流逝与历史的演变，从等级制度的衣着

代言，到后来标榜个性的服装象征，已经走过了漫

长的历史岁月，变得越发“新颖化”、“时尚化”和

“个性化”，而审美意识的发展与提高则贯穿于其

中和始末。而现代服装设计的审美不仅仅在于这

些，更多的是其还添加了许多更加人性化的因素，

如追求“个性化”“独特性”[3190，这也就成为现代

服装设计的流行潮流与审美趋势的重点所在——

即“绿色设计”。

三、服装设计在绿色设计方面的特殊性

服装是物质与精神的复合载体，它与一般的

工业产品有着很大的不同。故在服装绿色设计方

面也就同时具有它的特殊性，即在强调产品的环

境属性以外，还要注意其使用性能中的健康属性

和对人体的美化属性。绿色设计要求服装设计的

每一个决策都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尽量减少对

环境的破坏。服装绿色设计将这一目标具体归纳

在三个“RE”之中，即：REDUCE、REUSE、RECY．

CLING(减少、回收、再生)。服装绿色设计应具备

以下几个条件：

l、生产制作过程的无污染性。即“服装设

计一面料选择——工艺制作——包装运输——
销售”这一生产、销售流程对产品及生产环境不

产生污染。

2、人体着装的无污染性。即“着装——洗

涤——再穿着”这一过程对人体健康不能产生不

良影响，其有害物质含量不能高于国家和国际规

定的相关标准要求。

3、废弃过程无污染化。即服装可以循环回收

再利用，可做降解处理，废弃处理过程中不能释放

有害物质，不对空气造成污染。

服装绿色设计理念并不是意味着将现有的设

计理念推翻掉，而是在现有的设计理念基础之上

将环境属性作为设计的重要目标，使其满足绿色

性能的要求。绿色设计具有一般设计所没有的特

点：延长了产品的生产周期，因为绿色设计要考虑

到产品使用结束后的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可以

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和生态系统的平衡；绿色产品设计的构成材料能

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减少了材料资源及能源的浪

费，可以降低地球上资源的枯竭程度；能够降低废

弃物的数量，解决废弃垃圾处理的难题L4J。

四、服装绿色设计的表现风格与形式

绿色设计在服装设计的领域中具体表现为三

种设计风格和多种表现形式上。

1、环保主义。这种设计风格主要体现在素材

上，它追求的是如何将被淘汰的废弃物、旧物回收

再利用，同时开发和运用新型环保面料，保护大自

然。环保主义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1)利用废

弃物、旧物作为主要素材进行设计和创作。也可

以说是对旧货市场的过时面料或者自家衣柜里的

旧衣物进行再设计(DRY)。目前，在香港或是台

湾等地已出现了不少二手牛仔店铺，给时尚与流

行带来了一股另类之美。(2)利用新型环保面料

作为主要素材。如纤维、彩棉、生态羊毛、再生玻

璃、玉米纤维、椰子纤维、黄麻纤维以及菠萝纤维

等多种植物纤维被应用于服装生产当中，就连蒲

公英都用来取代羽绒作为填充材料。(3)利用仿

真皮毛来代替设计服装的材料，以达到保护动物、

维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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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主义。这种设计风格主张人与自然的

和谐之美，提倡自然、淳朴的设计语言。在造型

上，自然主义通过对服装物态的重新塑造，追求自

然、无拘束的舒适性，强调原始服装中那些自然随

意的风格特征和乡村田园式的富有诗意的美感。

在色彩上，自然主义主张以自然色调为主，例如海

洋色、森林色、天空色、泥土色。

3、简约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简约

主义作为一种追求极端简单的设计流派兴起。简

约主义体现了现代人简单而高贵的生活理念。这

种风格的设计思路包括材料运用的简单化、结构

设计的简洁化及细节设计的精致化。在服装设计

中，简约设计也是遵循“LESS IS MORE”(即“少

就是多”)的设计美学，要求设计师在创作时必须

从简约的前提出发，用最概括、最精练、最准确的

设计语言来追求服装的美感，在设计过程中要以

较少的参与因素来追求整体的审美力，重“质”而

不重“量”，重“机能性”而不重“装饰性”，要追求

以最低限度的素材发挥最大的效应pJ24。

五、服装绿色设计要为人与自然服务

从服装绿色设计还引发深层次感想——设计

要为人与自然服务。当前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

消费者的审美观念日新月异，使国内的服装设计

行业面临更多观念性的挑战：服装设计师的传统

审美观念和设计观念亟待转变。信息时代的消费

者对服装的审美概念已由传统的“被动”“单一”，

走向“主动”和“多元”。信息时代的时尚意识。已

突破了传统的教条框架，由设计师引领时尚，被设

计师牵着鼻子走、被动追求流行的时代已经过去。

信息时代是时尚流行、个性张扬的年代，消费者对

服饰的审美取向，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服饰业的发

展方向。消费者对服装强调的是一种审美感觉，

而对于被服装设计师所尊崇的“服装形式美法

则”却关注得越来越少。服装设计作为一种美的

设计艺术，虽以追求美为目的，但它不能受形式美

法则的约束，也不能完全用形式美法则来概括、解

释。因为服饰的审美依赖于社会的个体，随着时

尚的变化而变化，而时尚常常是非理性的。服饰

美需要用感情去创造，用心去感受，～味地追求形

式美只能导致机械化。目前也暴露出设计师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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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念方面存在的问题：设计师不了解消费者，他

们的审美观念是非市场化的，他们的设计脱离了

市场。综观各门各派，凡是能被人们广泛接受的，

其设计都是理性与摩陛的较好融合体。因为只有

理性与感性的水乳交融，才能使产品如同自然造

物般的神奇，每一部分的存在都拥有机能与审美

的理想极致。目前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从设计审

美的角度来看就是将设计中有关审美的部分都归

结到了形式，使形式成为审美价值的唯一体现。

在某些艺术中，形式可以作为内容的载体，进而成

为艺术的主体。但在实用审美领域内，形式显然

不可能有这样的绝对地位，因为一旦形式超越了

内容，那么它同时也就超越了实用审美的领域而

成为了艺术。我们现在倡导的“设计以人为本”，

不应该只停留在追求表面形式的丰富、色彩的眩

目这样一些浅层次的设计元素上，而应该从深层

次的设计的原始目的出发，将设计中的各种层面、

各种涵义之上的元素综合到设计这一整体中进行

研究。结果是应该自然产生的，而不是人为的主

观臆造，这才能把“人”作为设计服务的对象。同

时，设计中还存在一个结合实际“适度”的问题。

我们讨论“设计为人”，也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进行，特别是要结合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人

民文化素质的具体情况，社会审美观点的变化以

及历史人文传统的影响等现实因素。现代服装已

经成为人们传递信息的“符号语言”，衣着行为里

。掺杂着深刻的设计与美学学问L5t。

从服装绿色设计的理念与表现形式可以看

出，它不只局限于对服装自身和周边生态环境保

护的要求，还蕴涵了设计师对人性的一种感悟。

首先，服装绿色设计体现了设计师社会责任感的

回归。其次，服装绿色设计是人类自我的回归。

人类本身是一切产品形式存在的依据，产品的形

式和性能应该适应于人的特征而存在。在人、服

装、环境三者组成的系统中，服装绿色设计要求它

们形成相互统一的有机体。其中，人是核心，是主

体，是服装的穿着者和环境的感知者；服装只是人

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手段与工具。服装应该去适

应人，而不是人去适应服装，这是服装设计向人类

自身本质回归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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