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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中国传统场景式织绣纹样的构成方式和美学要素进行了分析。以纹样的内在审美需求与外在形式造型应

用探讨为基础,通过纹样主体事物组合和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传统文化要素研究。通过对场景式织绣纹样的承载物和应用

领域的探索,得出多角度应用的可行性和规律。通过局部挖掘、整体设计以及隐性截断式解构设计的研究,得到多元维度

场景式织绣纹样造型设计活态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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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织绣代表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热衷研究,

其独特的织绣纹样经过各个历史时期技艺传承和各地

域文化赋予,出现了地域基因明显、历史年代符号差异

化的特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织绣技艺发展还借鉴

了绘画艺术以及工业化技术设备改造下的纹样创新。

织物纹样的创新是和织机的改造分不开的,织机由简

陋到完善、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带动了织造效率

提升的同时,还带动了纹样的循环样式、造型大小以及

色彩表现等方面的改良[1]。刺绣纹样的创新重在绣法

针法上有不断的突破,赋予了刺绣飘逸、立体和浪漫之

美,在整个装饰纹样史上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

设计美学,其中场景式织绣纹样的丰富元素、内在组合

隐含了巧妙的设计概念和组织形式,是设计再创新的

丰富宝藏。

1 场景式传统织绣纹样的审美主体事物及工

艺组合

织造和刺绣工艺下的纹样赋予了织物更强生命力

和想象空间,横纵纱线的交织因色纱和工艺技术的处

理而呈现出各种图案造型,针线的穿刺在平面织物上

以纱线塑造了多样空间的事物形态。其中织绣纹样中

形象最为丰富,设计感和造型元素关系最复杂的莫过

于场景式的织绣纹样了,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更能表达

设计审美上的整体观、交互观和布局观。
场景式织绣纹样中的主体事物包含了天地、人间

万物,任何具有美学价值的事物都可以被引用到织绣

素材上来,这也丰富了织物的表达内涵和包罗万象的

能力。
人物在织绣纹样场景式布局中作为主体是较为突

出的,常常以单人或者群体形象展示,构成的单人形态

的织绣纹样主要是作为织绣礼品出现的,比如诸多刺

绣大师进行的各界名人的绣像都采用了这一主体事物

的形式展示;多人群体形象一般搭配若干其他次要事

物一同构成相应的故事性、情境性的整体造型。
织物是在平纹、斜纹以及缎纹等基本组织基础上

按照图样设计的需求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

物形态,并依托这种提花织物构成了从色彩上就体现

的暗花与彩花空间效果;除此之外还有缂丝“通经断

纬”的织花方法或更复杂的以数组经线与数组纬线相

互交织,以不同插合方式形成的重组织结构的织锦多

色人物纹样。
在刺绣方面的人物造型上更是体现了多样性,这

也和工艺组合分不开。在直针、环针、齐针、套针、缠
针、抢针、锁针和打籽针等几十种针法基础上,组合出

了历代最为典型的平绣、锁绣、纳绣、贴绣等,其中表达

人物立体形象最为突出的表现绣法是打籽绣、钉线绣

和穿珠绣等工艺,根据人物在题材构图中的鲜明艺术

效果,实施不同的绣法,让各时期出现了留世长存的珍

品,明清之际出现的四大名绣都有各自鲜明的人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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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塑造。

场景式织绣纹样的主体事物应用最广泛的是动植

物形态,这个角度出现的织绣纹样历代留存的最多,说
明寄情于物是人们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也是通过生活

中最为常见的动植物或者传说灵兽、珍禽、花草来共同

组合成人们向往的田园风光。

在动植物形态组合中,常由暗花组成的山水或者

妆花出现的装饰物来加以衬托,相应的织物上还可以

进一步点缀刺绣描绘具体的动植物局部造型[2],使它

们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同时也赋予了更多人文情怀。

历代文人墨客的书法绘画也为动植物形态的织绣纹样

主题衍生提供了广泛的契机。

2 场景式织绣纹样的事物内在逻辑关系与审

美构建

场景式织绣纹样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是因为纹样中的事物元素之间有着很强的逻辑关系,

同时通过造型的穿插和空间维度上的层次,突出了绘

画艺术式的装饰性、故事情节的阐述、吉祥寓意的表达

或者宗教礼仪的教化作用等(表1)。

表1 场景式织绣纹样中元素内在逻辑关系下的典型织绣审美

内在逻辑 构成要素 织绣藏品 纹样描述与审美构建

绘画装饰 自然万物 清 缂丝山水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水墨山水层峦叠嶂

故事阐述 人物主题 明 洒线绣鹊桥相会图经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古代神话故事的再现

吉祥寓意 吉祥符号 清 红缎彩绣太平有象纹桌帷料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大象背驼宝瓶,瓶插花卉或三戟

宗教礼仪 宗教仙界 唐 灵鹫山释迦摩尼说法图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三界法度礼仪

  因织绣纹样具有的造型手法和视觉效果与中国传

统绘画作品形式有一致性,所以很多织绣大师临摹各

代绘画大师的作品成为一种流行织绣纹样表达方式,
只不过是依托织物作为画布,针线和多色纱线进行色

彩勾勒。这就形成了绘画艺术式的装饰性织绣纹样。
这种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虽然是艺术化表达,但是让

整体的纹样充满饱满感,相关主体纹样和细密的辅助

纹样也交织成趣,如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藏的

团窠对狮织金锦中,就是围绕团龙主体加入了变体阿

拉伯文字,间隙布满细密缠枝花草。
因为场景式织绣纹样中常为多元素构建形式,而

且历代织绣作品中记录情节式的导向较为丰富,所以

这一类可以归纳为故事阐述加以呈现。正如北京故宫

博物院藏明代的缂丝瑶池集仙图轴中描述的那样,王
母娘娘瑶池汇聚各路仙人,人物形态各异,飘逸在山石

之间,图轴便是以王母和各仙人为主体,人和山石树

木、仙界云彩构成故事情节跃然橙黄色图轴纹底之上。
织绣纹样在各个时期发展过程中,承载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希望的期许,因此很多图案

中的元素选取都具有吉祥寓意,通过事物的名称谐音

来表达,也有通过事物本身的品质决定的[3]。上层社

会的龙凤呈祥天赋神权的意念、下层朴实的五毒挡灾

祈愿,都呈现了中国传统织绣文化中的吉祥愿景,达到

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广度,晚清《蚕桑萃编》中就

有多种纹样样式描述元素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
宗教意念注入纹样中的织绣给人以道德教化和心

理调节,同时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统治阶级利益所

用,无论是本土道教还是引入的佛教,还有舶来的异域

各教派,在织绣纹样中都有着各自宗教意愿的体现。
对于设计者来说,可以在了解其纹样背后的意念教化

内涵基础上恰当地加以造型的衍生,这其中各种元素

的逻辑关系也是非常丰富的,也会拓宽当代设计作品

产生更多的灵感源搜集路径(图1)。

(a)缂丝绣人物   (b)刺绣绘画主体   (c)刺绣佛像宗教

主体 人物主体

图1 不同的主体表述

3 场景式织绣纹样的活态化设计路径思考

3.1 整体故事性拷贝与形式再塑造

场景式的织绣纹样强调的是完整性。因此,整体

拷贝其完整造型加以利用是主要的设计灵感搜集方

式,尤其是在设计的时候预期达到故事情节和故事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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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整体效果呈现。应用其图案中事物的造型是主要

方法,还可以从色彩色系的角度提取挖掘整体图案的

全部色彩色卡体系,在进行设计试验过程中,发现很多

的织绣纹样本身用色因地区差异、时代差异和工匠织

造工艺、用色习惯差异而在最终的织绣呈现的色彩体

系会有很大不同。如江南织绣用色多为丝线和丝织

物,用色鲜艳且富有光泽;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

刺绣多用棉线或棉织物,色彩朴实厚重。

3.2 局部造型挖掘与单独应用

和整体拷贝以及系统化构建源纹样的整体性效果

不同,局部造型重在提取有用的要素,拆解和挖掘出设

计所需元素利用到新的设计作品中。局部造型挖掘是

根据新设计需要进行的有针对性的要素选取,因此对

源图中的故事呈现或者吉祥寓意、宗教礼仪等会弱化,
拆解的内容和方位也是根据新的设计作品要求而来

(图2)。

(a)动物造型

      (b)植物花草形态

图2 局部造型提取与设计      

局部造型纹样的挖掘步骤和方法包括:(1)了解纹

样整体的内容和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2)针对设计需

求进行局部造型的提取和加工;(3)罗列可以拓展的造

型和色系色卡;(4)利用设计美学规律和形式美法则进

行搭配协调应用。

3.3 纹样主体内容的更换与重组设计

主体内容强调的是纹样自身最重要的表达思想或

者最突出的元素,是通过具有明确的主题来阐释的,因

此能够从场景化的传统纹样中找寻自己设计作品所需

的内容,需要详细分析该场景化纹样,根据当前设计流

行信息来加以更换形象,或者在原来造型基础上进行

改造、重组设计,进而达到时尚与传统相融合的效果,
达到与现代消费者的喜好所一致的目标。以艺术与传

统工艺的结合来振兴传统,需要深入到具体的织绣文

化主题要素中去思考和探索[4]。
对于纹样的主体内容进行的提取、更换或改造、重组

过程,需要结合设计学的规律全面的制定方案。要注重符

合品牌产品创新的流程来加以探讨,一般包含产品设计、
生产计划和市场导向来分析流程规划的可行性。当代设

计思维中强调设计的过程性和实验性(可以应用立体造型

的方法进行设计试验过程性直观呈现),从这方面来看就

需要通过对场景式纹样的历史、文化、思想和背后的设计

意蕴进行全方位的感知,在设计方案中一般可以通过资讯

故事版来表达,通过视觉方式陈述设计的应用情境,这一

方式有助于设计师了解设计源的目标用户和产品最终带

来的整体效果。

4 结语

中国传统的场景式织绣纹样有着很强的历史程式

化符号,对于这一研究内容可以广泛地从中国丝绸博

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等或者国内外公立、私立知名博

物馆出版的藏品类书籍来加以资讯搜集和整理。对场

景式的织绣纹样的场景空间构建、织绣纹样内部元素

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通过探讨故事性的呈现方式、传
统绘画装饰效果的展示内容以及承载物来深入挖掘可

以研究的方向。可以从深入探索的角度探析,还有场

景式织绣纹样应用的领域进一步思考,这方面涉及到

时尚服饰品的应用领域、家居纺织品上的体现以及宗

教场合壁画、水陆画和各类材质绘画作品内的现代创

新应用前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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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成品检验报告

项 目 检验标准 技术要求 检测数据 结论

起 球/级 GB/T4802.2 ≥3-4级 4-5级 符合

断裂强力/N GB/T3923.1 经向≥500N 740N 符合

纬向≥500N 670N 符合

耐摩擦色牢度/级 GB/T3920-2008 干摩≥3-4级 4-5级 符合

湿摩≥4级 4-5级 符合

干洗尺寸变化率/% GB/T19981.2-2014 ≥-3% ≥-3% 符合

接缝强力/N GB/T13773.1 经向≥300N 320N缝线断 符合

纬向≥300N 370N缝线断 符合

阻 燃 滴落物自熄时间 CCAR-25-R4§25.853(a) ≤5s 0 符合

适航性 自熄时间 ≤15s 0 符合

烧焦长度 ≤203mm 44mm 符合

烟毒性 CO HB7066-1994 <1000mg/m3 70mg/m3 符合

HF <100mg/m3 ND 符合

HCL <150mg/m3 ND 符合

NOx(以NO2 计) <100mg/m3 5mg/m3 符合

SO2 <100mg/m3 1mg/m3 符合

HCN <150mg/m3 10mg/m3 符合

烟密度 Ds1.5 HB6577-1992 ≤100 8.5 符合

Ds4 ≤200 11.8 符合

4 结语

航空座椅面料试样产品采用优质15.34tex双股

加捻澳毛原料,经过特殊阻燃剂处理,赋予产品阻燃性

能。面料采用紧密厚实的双层组织设计,经过湿定型、
剪毛、蒸呢等后整理加工,使织物面料手感厚实有弹

性,具有阻燃功能,适用于民用航空座椅装饰面料,同
时也为该项目后续系列产品的设计开发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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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kingtheaircrftseatfabricastheresearchobject,designanddevelopmentoftheaircraftseatfabricwerestudied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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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compositionandaestheticelementsofChinesetraditionalsceneembroiderypatternswereanalyzed.Basedonthe
discussionoftheinneraestheticdemandofpatternsandtheapplicationofexternalformmodeling,theelementsoftraditionalculture
werestudiedthroughthecombinationofthesubjectmatterandtheinnerlogicalrelationshipofpatterns.Thefeasibilityandrul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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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excavation,overalldesignandtheimplicittruncationdeconstructiondesign,theactivepathofmulti-dimensionalsceneembroi-
derypatternmodelingdesignwas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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