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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德莱斯作为新疆民族风格特色元素,在民族服装设计与品牌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艾德

莱斯面料存在一定局限性,不利于民族服装的时尚化市场需求与品牌建设。通过梳理新疆艾德莱斯的特点,认为在传承

中创新艾德莱斯元素的表现方式,并结合现代服装工艺的运用,对打造新疆民族风格服装品牌及提高影响力具有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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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德莱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色彩艳

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新疆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的

地域艺术特点集中展现在尺幅之中,为发展民族风格

服装提供了宝贵资源。近年来新疆大力发展纺织服装

产业和旅游产业,以艾德莱斯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元素

深受消费者喜爱,设计师们将艾德莱斯绸传统艺术与

现代工艺相结合,在服装设计中广泛应用,为发展现代

服装注入了新的时尚元素,同时也为新疆本土服装走

向国内、国际市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传统艾德

莱斯由于受材质、图案、工艺的影响,无论是织造效率

还是面料的美感、质量、功能都难以满足现代服装的设

计及制作需求,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方面存在局限性,
无法适应不断提高的大众审美水平。因此如何借助

“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把“民族风格”打造成品牌元素,
需要在挖掘艾德莱斯元素文化内涵的同时进行创新,
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凸显民族特色,这对推进民族

服装品牌创建十分必要。

1 艾德莱斯的特点及文化内涵

艾德莱斯是一种有近2000年历史的手工丝织品,
是新疆维吾尔族妇女十分喜爱的丝绸料。艾德莱斯在

民族服装服饰上的运用,不仅体现了民族的生产技术

水平和艺术设计水平,还体现了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

形态、风土人情、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艺术形式等[1]。

传统的艾德莱斯染织工艺极其复杂,所有工序全

部由匠人手工操作完成,采用蚕丝生产,用古老的扎经

染色工艺,按图案的要求,在经纱上扎结,进行分层染

色、整经、织绸[2]。艾德莱斯绸图案呈长条形,层次分

明,布局对称,染色过程中图案受染液的渗润,呈现自

然色晕,形成艾德莱丝绸纹样富有变化的特点,渗透着

丰富的民族美学、艺术智慧和深层意蕴。
艾德莱斯绸面料图案大多来源于生活。如采用植

物图案的有花卉、枝叶、巴旦木杏、苹果、梨等,显示了

新疆瓜果之乡的特色;采用饰物图案的有木梳、流苏、
耳坠、宝石等,反映了人们对美的追求;采用工具图案

的有栅栏、木锤、锯子、镰刀等,表现了人们的劳动场

景;采用乐器图案的有热瓦甫琴、独它尔、冬不拉等,展
现了新疆歌舞之乡的风韵。各种图案具有强烈的新疆

地方特色,把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景艺术化表现出来。
艾德莱斯面料色泽十分艳丽,它常用翠绿、宝蓝、

黄、青、桃红、紫红、桔、金黄、艳绿、黑、白等颜色,与沙

漠边缘单调的环境色彩形成强烈对比。新疆各少数民

族对某种色彩的选择,除了受自身特有的审美心理支

配外,还被赋予更丰富、更深刻的图腾文化内涵,例如:
对红色的爱好是对火神的崇拜;对绿色的爱好具有植

物崇拜之意;对蓝色的喜好是对蓝天的崇拜;对黄色的

崇尚则源于对大地的崇拜,以及对沙漠的敬畏;对黑白

色的崇尚则是对天地(白天、黑夜)的敬畏,以及对生活

必需品如白色的羊群、白色的奶制品的感恩[3]。这种

色彩选择的文化意义也形成了艾德莱斯独特的文化内

涵。
因此,从古至今,艾德莱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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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凝聚新疆地域的历史、艺术、生活以及美学的精

华,在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中,通过本土服装的诠

释,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传统艾德莱斯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尽管艾德莱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但传统的艾

德莱斯绸在传承中还面临许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加

工质量和表现形式两方面。

2.1 存在的问题

(1)材质:通常采用桑蚕丝生产,织成的面料大多

只能用于做夏天的裙装、衬衣等,与其他材质面料相

比,过于单一。
(2)染色工艺:采用手工扎经染色工艺,生产效率

不高,染料的选用以天然植物染料结合传统工艺染色,
相比现代印染工艺,风格单调。

(3)品种:主要表现在图案的变化及颜色的变化,
与丰富多彩的服装面料相比,品种太少,幅宽偏窄。

(4)品质指标:一是面料的染色牢度普遍不高,通
常在3级左右,差的在2级。二是面料偏厚,悬垂性能

普遍不好。三是缩水性稍差,通常在8%,洗后会有一

定变形。
(5)表现方法:大多采用拼贴工艺,受传统的艾德

莱斯扎染工艺及桑蚕丝材质的限制,表现手法单一,无
法凸显艾德莱斯元素在民族风格服装设计中的优势。
与中亚国家的类似民族风格面料相比,在材质、图案、
风格上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新疆本土设计师采用乌

兹别克斯坦的艾德莱斯图案面料,在服装设计中的表

现更加美观。
此外,传统艾德莱斯面料与现代服装设计的融合

不够,如何将新疆民族风格服装从舞台表演走进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还需要基于艾德莱斯在材质、图案、色
彩及制作等方面不断突破及改良,为本土服装设计及

品牌建设提供新的空间。

2.2 研究分析

(1)加工产业链不健全,面料生产的局限性制约了

本土服装设计表现及制作加工。如艾德莱斯面料,本
地生产的品种主要基于传统制作工艺,染整工艺相对

落后,材质相对单一,由于织布的蚕丝纱支偏低,面料

偏厚,影响面料的质感,缺少薄、轻、飘的风格;面料的

色彩及固色质量都存在一些问题,艾德莱斯的美感和

特色体现得不够充分。

(2)本土服装企业规模及生产能力较小,在推进现

代服装制作工艺的运用方面,无法形成标准化流程,不
利于本土服装的精细化生产及地域品牌打造。

(3)质量链的控制缺乏系统性,面料质量及制作工

艺还普遍存在技术粗放的问题,造成面料品质参差不

齐。
(4)新方法新工艺的应用还不够,近年来随着服装

文化的融合和发展需要,民族风格服装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以中西合壁、古典和现代融合的形式,在基本

款式、色彩、工艺上运用民族元素,结合现代服装工艺

和制作方法,融入现代服装的剪裁和设计[4]。新疆由

于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不足,与内地丝绸工业较

发达的地区相比,差距较大,需要引进或合作,采用新

的染整工艺,提升面料质量。
(5)新疆民族风格服装起步晚,市场营销及宣传推

广力度不足,市场培育与关注的力度不够,发挥艾德莱

斯特色开拓服装市场及打造品牌竞争力还没有形成较

好的模式。
因此,无论是自身质量提升的要求,还是来自中

亚、内地等外界市场的改变,都表明新疆艾德莱斯面料

存在的品质问题必须通过创新进行改变。

3 艾德莱斯的创新

多元化的服装市场以及人们对服装审美的变化对

传统艾德莱斯绸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纺织及印染技

术的发展,带动了艾德莱斯绸的创新与发展,现在常说

的艾德莱斯绸面料,更多的是指艾德莱斯风格的面料,
在面料材质、工艺、图案、颜色等方面,在传承民族文化

的同时进行产品创新。
在面料材质上,艾德莱斯面料不再局限于传统材

质蚕丝,而是采用各类服装面料,如纯棉面料、混纺面

料、化学纤维面料、毛纺面料、麻纺面料和其他新型面

料,使面料风格体现在服装设计中,与款式结合,达到

时尚化的效果。
在印染工艺上,除传统扎经染色工艺外,结合现代

染整技术,引用沸染法、印花染色及数码印花等技术,
增加了图案的多样化。在染料应用上,除植物染料外,
使用不同化学染料和助剂,丰富了图案色彩,增加了固

色性能。
在图案设计上,结合民族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并通

过现代染整工艺,实现图案在不同材质面料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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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在使用手法上,不再局限于扎染工艺,引进了数码

印花、胶印、手绘及刺绣等工艺,将艾德莱斯图案装饰

在面料或服装局部上,应用更加广泛。
在创新中发展的艾德莱斯绸,更多的是以一种时

尚面料被运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风格元素为服

装设计师们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灵感,通过把艾德莱斯

元素融合到现代服装中,与服装造型、色彩相统一,实
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工艺的有效结合,制作的民族特色

服装更贴近现代审美。

4 运用艾德莱斯元素打造特色服装品牌的建议

通过创新艾德莱斯的加工工艺及表现手法,提升

了面料质量,改善了风格,拓宽了运用范围,不再局限

于传统表现手法,而是通过拼接、组合、混搭以及整体

运用等新的表现形式,在服装设计中应用艾德莱斯绸

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元素相得益彰,体现民族

服装的独特魅力。

4.1 引进先进制作工艺,开发新产品

在保留传统艾德莱斯制作工艺的同时,根据民族

服装时尚化的市场需求,创新艾德莱斯面料的制作工

艺,使艾德莱斯作为一种民族风格元素表现在服装设

计中。一是提高用于面料的材质桑蚕丝的质量,桑蚕

丝纱线应开发中高支纱,提高纱线质量,改善传统艾德

莱斯面料的质感;二是除蚕丝外,研发其他材质的面

料,如新疆的亚麻、罗布麻面料,和艾德莱斯图案相结

合,可以体现远古丝绸之路的苍凉粗狂的风韵,蚕丝和

羊绒混纺的艾德莱斯面料可以展现奢华与光泽之美,
和棉、黏胶等纤维混纺的艾德莱斯面料在现代时装中

更贴近服装穿着。包括一些新型纤维运用等,通过创

新艾德莱斯面料的材质,丰富产品品种,结合现代印染

技术的运用,使艾德莱斯元素在服装中的表现更加丰

富和形式更加多样。

4.2 提高染整工艺水平,改善产品品质

艾德莱斯的主产地在新疆喀什、和田地区,南疆缺

乏水资源,印染一直相对薄弱,虽然传统艾德莱斯的染

色工艺对水的用量较小,但染色效果不佳。此外家庭

式的生产模式造成艾德莱斯绸质量水平参差不齐,质
量不稳定,难以形成批量化生产,成本控制较难。新疆

应引进现代染整工艺技术,通过在艾德莱斯加工中运

用标准化染整工艺,达到改善质量并丰富品种的效果。

同时染料不仅局限于植物染料,染整技术除扎经绞染

外,可采用现代印染技术及数码印花技术,实现传统文

化与流行色、面料创意、图案、花样的创新设计的融合,
提升面料加工质量。

4.3 创新艾德莱斯元素的表现形式

通过新的工艺创新艾德莱斯元素的运用,如在一

些综合面料中,通过拼贴、刺绣、钉珠等多种工艺融合

出艾德莱斯绸的纹饰,立体效果明显,层次感突出,通
过面料再造为服装的外在表现形式提供了更为开放的

视觉效果[5]。在使用手法上,不再局限于扎染工艺,引
进数码印花、胶印、手绘及刺绣等工艺,将艾德莱斯图

案装饰在面料或服装局部上,应用更加广泛。在服装

设计中,把艾德莱斯图案作为服装的点睛之笔出现,巧
妙地置于服装某些意想不到的部位上,比如在前胸、门
襟、领部、下摆、袖口、后背、侧胸或裙和裤的边部,整体

显得重点突出,主次分明,使服装既具有民族特色,又
具有现代个性化特征[6]。多种方式的表现形式,可以

更好地发挥艾德莱斯的特色,赋予服装更多的表现。

4.4 提升设计水平,树立品牌意识

加强设计人才的引进,提升特色面料、特色服装的

设计研发水平,用现代化的制作提升民族服装品质,为
民族风格服装品牌的培育搭建质量共建平台,推进品

牌建设形成核心竞争力。
打造民族风格服装品牌,以艾德莱斯元素为特色,

在面料、设计与质量上结合民族特色实现差异生产,并
通过将民族元素融入产品中,突出产品特色,摆脱服装

产品同质化竞争,为品牌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通过引领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推进品牌市场化运

作,需要解决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市场化、产业化、大
众化的问题,要依托政府、渠道成员以及品牌客户联合

行动,共同创造品牌价值[7],鼓励设计师用好新疆元

素,使新疆艾德莱斯元素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成为吸引

消费者的营销卖点,做好宣传。建立品牌战略,培育品

牌文化,在培育国内国际市场、开发旅游产品市场、引
领大众消费市场等方面,带动本土品牌的高质量发展。

4.5 引进内地企业先进经验,资源共享

目前是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有利时机,政府

主导充分利用各项扶持政策,吸引内地企业到新疆投

资建厂,或与本地企业合作,引进内地丝绸企业的先进

生产技术、先进经营理念、成熟品牌,共享供应链和销

售渠道,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实现共赢。应充分整

·25· 纺织科技进展            2021年第8期     




合政策、地缘、产品研发、技术引进、产品检测、品牌建

设、技术创新及供销渠道等方面的资源,通过合作共

享,解决新疆本土服装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题和发展

瓶颈,促进以艾德莱斯元素为民族特色的服装产业、旅
游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此外,打破地域界限,通过与内

地丝绸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州合作,采用新的加工

工艺,推动目前艾德莱斯作坊式生产模式向专业化、现
代化转变,提高加工效率。

5 结语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大力发展服装产业,汇
聚了许多致力于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本土设计师,挖
掘艾德莱斯元素的特色,将传统民族文化元素和现代

时尚元素元融合在现代服装设计中,通过创新,打造民

族风格服装品牌的新产品。实践证明,无论是孙秀琴

等十佳设计师们引领的民族风格服装时尚,还是舞台

上“艾德莱斯炫昆仑”的精彩展示,以及政府引导的“丝

绸之路”国际服装服饰节,以艾德莱斯为特色的本土服

装越来越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引

领民族服装时代新风尚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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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Inheritance,InnovationandApplicationofAidelaisi
ABudurexiti1,WANGXin-li2,*

(1.XinjiangFiberQualityMonitoringCenter,Urumqi830011,China;

2.ResearchCenterofXinjiangFiberTextileProductsQualitySupervisionandInspection,Urumqi830011,China)

  Abstract:AsacharacteristicelementofXinjiangethnicstyle,Aidelaisiwasplayingan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inethniccloth-

ingdesignandbrandconstruction.However,duetothelimitationoftraditionalAidelaisifabric,itwasnotconducivetothefashion

marketdemandandbrandconstructionofnationalclothing.BysortingoutthecharacteristicsofXinjiangAidelaisi,itwasbelieved

thattheinnovationoftheexpressionofAidelaisielementsintheinheritanceandtheapplicationofmodernclothingtechnologywould

playapositiveroleinbuildingXinjiangethnicstyleclothingbrandandimprovingits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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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lothingVisualEvaluationBasedonEyeMovementTechnology
LIDan-dan1,GAOXiao-ping1,LIUYun-juan1,2,*

(1.CollegeofTextileandLightIndustry,InnerMongoliaUniversityofTechnology,Hohhot010080,China;

2.ClothingandDesignFaculty,Minjiang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developmentofeyemovementtechnology,theapplicationscopeofclothingvisualevaluationwas

graduallyexpanding,andtherelatedresearchresultsweremoreandmoreabundant.Byintroducingtherelatedprinciplesofvisuale-

valuationandtherelatedconceptsofeyemovementtechnology,theapplicationofeyemovementtechnologyinthevisualevaluationof

clothingwasexplained.Themethodofclothingvisualevaluationwasextracted,thatwas,theeyemovementexperimentwascarried

outfirst,andthenthequestionnairesurveywascarriedout.Thedevelopmenttrendofthefutureinthisfieldwasexploredonthebasis

ofsummarizingtheexistingresearch.

Keywords:visualevaluation;eyemovementtechnology;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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