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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百家衣的根源开始,寻找拼布这一艺术形式的艺术价值,并从材料、造型、色彩、题材的角度对传统服饰进

行艺术化改良,使其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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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的产物,
又是文化的载体。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早有《周
易·系辞下》记载:“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

诸乾坤”。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并且蕴含

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观念,这一点从百家衣、水田衣等拼

布服饰艺术形式中得以体现。实际应用认为,拼布这

一服饰艺术形式对现代服饰的创新设计以及传统服饰

的艺术化改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百家衣的概念及艺术价值

1.1 概念

旧时医疗条件有限,婴儿孩童多患病夭折,死亡率

较高。人们为了逃避孩子夭折的命运,便唤以贱名,甚
至男扮女相,认为如此可以迷惑神灵,在此背景下,“百
家之福于一身”的百家衣便应运而生。

百家衣是指向众邻亲友讨取零碎布帛,将布帛拼

接缝合而成,其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源于僧侣穿着的

百衲衣,有的僧侣为表“苦修”,拾取别人丢弃的陈旧杂

碎的布片,其亦与妇女穿着的水田衣有共通之处,王维

有诗“乞饭从香积,裁衣学水田”,水田衣因其外形色彩

相互交错类似阡陌纵横的水田,故名。
清代李监堂《俗语考原》中对百家衣有明确记载

“俗为婴儿乞零碎布帛于众邻,合以制衣,云衣之可致

福,此为风由来已久”。宋代陆游《书感》有云“哀哉穷

字百家衣,岂识万斛倾珠玑”,或可佐证在当时已经出

现了百家衣,而在年长陆游30多岁的苏汉臣所画的

《长春百子图》的右下方,亦有一孩童身穿百家衣。百

家衣在明清时期较为流行,且颜色更趋于鲜艳多彩。

《西游补》第一回:那些孩童也不管他,又嚷道“你这一

色百家衣,舍与我吧! 你不与我,我到家里去叫娘做一

件青苹色,断肠色,绿杨色,比翼色,晚霞色,燕青色,酱
色,天玄色,桃红色,玉色,莲肉色,青莲色,银青色,鱼
肚白色,水墨色,石蓝色,芦花色,绿色,五色,锦色,荔
枝色,珊瑚色,鸭头绿色,回文锦色,相思锦色的百家

衣,我也不要你的一色百家衣了”。从这段文字的描

述,可以充分说明近代百家衣已成为儿童较正式的礼

服[1]。
就百家衣的细节而言,不仅各个地区之间不同,甚

至邻里间的贫寒人家和富贾人家也有很大的区别。不

同地区有不同的制作样式,例如河南民间不能在胸前

开口,会在底襟留个口子“藏魂”,对于贫寒人家而言,
讨要的碎片大小颜色不会过于讲究,但对于大户人家

而言,则会使用绸缎等布料,并绣上蛇、蜈蚣、蝎子、壁
虎、蟾蜍的“五毒”图案或蝴蝶花草等吉祥图案。鲁迅

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中提到,他的

百家衣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

给穿”,可以充分说明大户人家百家衣制作的考究和意

义之深刻。

1.2 艺术价值

1.2.1 践行美德和造物思想

百家衣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拼布艺术形式,是人

们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祈祷孩童来年顺顺利利、
健康成长的趋吉避凶之衣,也是对“天人合一”这一中

国传统造物思想的践行。同时,百家衣是在早期社会

生产力低下之时对裁剪剩下边角料的有效利用,发扬

了勤俭节约这一传统美德,为拼布艺术的后续发展奠

定了基础。

1.2.2 创新和形式多元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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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家衣为文化背景的拼布艺术在创新中有了多元化

的表达形式。拼布艺术带有很强的创作性,从大小、材
料、颜色等方面都可以完全自由地选用,小到迷你的杯

垫,大到整墙的壁饰或床品都可以用拼布艺术。在传

承传统拼布艺术文化的同时,引入现代工艺元素,赋予

拼布艺术更持久的生命力势在必行。

1.2.3 个性化

拼布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地域、经
济、文化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不同风格和

流派,产生了精彩纷呈的拼布文化,其文化内涵的差异

化,使拼布艺术越来越有个性[2]。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人们对服装除了基本服用性的需求外,更多的是心理

上更高层次的需求。拼布艺术以其可简约可复杂、创
作性极强的优势将不同颜色、材质、图案等拼接运用到

服装中,使得服装具有强烈夸张的设计感,充分满足个

性化需求。

2 拼布艺术在现代服饰中的艺术化改良

2.1 材料和造型改良

不同质感的材料给人不同的感受,例如旧时的百

家衣更多的是舒适质朴的棉麻,贵重些的则是细腻有

光泽的丝绸。材料作为拼布艺术最重要的媒介之一,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材料种类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

能使拼布服饰作品有不同的质感。在现代拼布服饰

中,应当突破传统的棉麻丝材料,使用现代纺织材料,
或是加入一些缀饰物,如蕾丝、彩线等,将传统拼布文

化与现代纺织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更具现代特色的传

统拼布服饰作品。在工艺上也可吸收手工刺绣、编织、
染色等传统技艺,制作出材料多样、形式丰富、造型独

特的现代艺术作品。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拼布艺术的发展可以尝试突

破原有的造型思路与造型手法束缚,结合现代设计思

维和创作手法,形式上可以尝试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
风格上也可由具象向抽象变化。总之,通过传统工艺

与现代设计的结合,使其在造型上更加富有创新性和

时尚感。如此一来,融合了当今流行元素的拼布艺术

作品,不仅可以传承传统民间工艺,也可以满足当代大

众的审美,以新的创意理念和形式来体现现代拼布艺

术设计的魅力。

2.2 色彩的多样化

在拼布艺术中除了材料和造型外,色彩的选择也

至关重要,近现代工业染料的出现,使得纺织材料的颜

色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色彩关系的运用对拼布艺术的

成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拼布艺术在色彩的选用

上有较强的装饰性,主要是受民间集体观念的影响,其
色彩多鲜艳明快,有强烈的冲击感,显得热闹奔放,这
一点在百家衣拼布服饰中便可以体现。

为了迎合现代人们的审美,拼布艺术应处理好色

彩的对比度和饱和度,使其变得含蓄,不似以往的热情

奔放。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突出

主色调,加上其他颜色的少量点缀,形成主题明确但又

不显得死板的视觉效果。二是巧妙地运用色彩的渐变

效果,运用同种颜色不同明度和纯度的色块进行搭配,
体现出不同颜色之间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三是恰当地

使用黑、白、灰等无彩色系,将原本强烈的色彩对比关

系进行调和,在明度、纯度较高的布块中加入黑白灰或

明度、纯度低的布块组合,使整体色彩统一又有变化,
更有时尚感。四是采用冷色调的搭配,暖色点缀,色彩

互补组合,使画面更具张力和美感。除了上述色彩的

对比与调和方法外,现代拼布艺术的色彩还应与拼布

艺术作品主题相吻合,利用不同的色彩表达情感,如用

古典、时尚、前卫、自然抽象等意念进行设计[3]。

2.3 题材的演变

旧时民间传统拼布的题材主要是鬼神崇拜、宗教

信仰、民间传说、民俗生活等,例如百家衣就是向神乞

求婴孩健康平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文化的

破除和流行文化的变化,传统题材的拼布艺术已不再

有往昔的影响力及需求,为了使拼布艺术更适应现代

社会的环境,需要对表现内容进行扩充。可在传统图

案元素、拼缝工艺和构成形式的基础上将元素进行夸

张、变形设计。在拼布艺术的设计理念和工艺技法的

基础上,借鉴现代纤维艺术的创作形式。作品种类不

再局限于日常生活用品,可以以纯粹的艺术作品形式

呈现。利用拼布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将文化、信仰、情
感、理念等观念表达出来。将人的需求作为创作的出

发点,以自然元素、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贴合人民群

众的内容为主题,在满足人们不同功能需求和审美需

求的同时,创作出更多主题丰富、形式多样、工艺精湛

的拼布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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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布艺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下转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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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kingtheworksofHusseinKarajanasanexample,thebasicconceptofclothingandthedefinitionoftechnologicalel-

ementswasexpounded.Throughthemethodsofpictureanalysisandcomparison,theplasticartandaestheticimplicationofscientific

andtechnologicalclothingwasexpounded,toprovidethetheoryandmethodfortheactualdesigncreation,andeffectivelyhelpthede-

signerunderstandtheformalbeautyprincipleofadding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elementstotheexistingfashionandclothing
design.Theexpressionofaestheticcharacteristics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elementsinfashiondesignweresummarizedfrom

threeaspectsofaestheticidea,decorativeaestheticfeelinganddesigntechnique.Theaestheticimplicationof"technologicalbeauty"

wasgivento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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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2页)
底蕴,随着时代发展,拼布艺术不仅体现在服装设计

上,还被广泛运用于艺术、雕塑、科技、生活等不同文化

形式上,拼接艺术的特点既体现了碎片的杂乱无序,又
表现出重组后的统一有序,使服装更具趣味性。作为

服装设计师必须深刻挖掘拼布的文化内涵,总结经验

并加以创新和改造,使其成为与当代人们需求契合的

艺术形式,传承并促进其发展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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