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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童装这一特殊载体,从纹样、形制以及工艺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服装装饰元素的运用手法,探讨了如何

在现代童装设计中应用。并结合理论研究,设计制作了一个系列童装产品,为传统元素回归提供了新的途径,在实践中保

护和传承了传统服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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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至今,童装既是保护儿童的防御物,也是父母

与孩子的情感纽带。随着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年轻

父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度不断提高,在服装审美与消

费观念中,更注重品牌所表达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
对儿童服装的文化艺术性与独创性要求越来越高。在

二胎时代新的消费需求下,人们对高端童装的需求逐

年递增,促使传统民俗元素的回归成为急需。

1 传统服装装饰元素分析

中国传统服装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丰富

多元,服装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传统元素中,主要包含在

纹样、形制和工艺3个方面。

1.1 传统纹样元素运用

中国传统纹样延续至今,题材丰富,兼具造型及配色,
精致传神,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风格,应用广泛。
童装产品中选取的图案大都蕴含着对儿童的美好期盼,纹
样集中于表达庇护祈福、子嗣昌盛等吉祥寓意。如麒麟、
老虎、五毒等是具有辟邪消灾的祈福意愿图案;“鲤鱼跳龙

门”寄托着望子光宗耀祖的想法、“有凤来仪”祈盼自家女

童将来富贵吉祥;石榴、莲子、葫芦等纹样是子孙昌盛的吉

祥象征。应用此类纹样为主题,同时搭配花草纹、卷云纹

组合装饰纹样,并配以金银绣线作为辅助装饰,图案氛围

鲜艳活泼。不同地区的纹样呈现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反映

出当地传统的美学规律和表现方式,折射出其特有的文化

因子,这些传统文化在儿童穿用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传播

给孩子。

1.2 传统形制元素运用

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是中庸,传统服饰之美讲求

自然和谐的神韵,体现矜持、庄重内敛的气质。在形制

中始终固守着“平面剪裁”、“上衣下裳”、“宽袍广袖”、
“交领右衽”、“绳带系结”、“衣缘镶边”六大原则[1]。用

宽敞的服饰遮蔽人体,衣服下摆的开衩、对襟交领、绳
带调节等形制,解放了服饰对人体的束缚,避免了由于

人体活动而变形的服饰形象,同时也有利于调节皮肤

的干湿度以及呼吸等身体方面的有关需求。

1.3 传统工艺元素运用

著名纺织品和服饰考古专家王 先生在他的考古

报告中这样诠释传统工艺:“看来,凡打籽、锁绣之类针

法,最初为增加被加工物的坚固耐磨是其目的之一,富
有劳动实用价值和装饰效果,不像后来超出日用工艺

之上的欣赏性产品,专为花纹的表现而成为一纯观赏

性艺术品。但在民间,这种实用和装饰相结合的刺绣

加工,仍然占一定比例,为儿童、劳动妇女装饰衣裙。
针针线丝充满感情,向往幸福,不同于商品生产。”[2]传
统服装装饰工艺是依赖手工的技艺和方法,兼具美术

设计和手工艺术,重在材料性能、内部结构、外露装饰

等方面进行组合优化,采用合理、有效的工艺方法而展

开的物化过程。“镶、嵌、滚、补、绣、盘”是运用最为广

泛的传统服装装饰工艺手法,《中国衣经》对每种工艺

做了详细解释[3]。

2 传统服装装饰元素在现代童装中的应用

  现代高端童装品牌的产品开发,大都致力于“传承

与创新”,围绕纹样、形制、工艺等元素,结合现代时尚

美学进行设计,缔造出中国传统服饰独具风格特色的

美感,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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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端童装品牌AmelieWang、君曰作品

2.1 传统纹样在现代童装产品开发中的要领

应用传统纹样是使之丰富并发展壮大,而不是停留在

单纯的模仿上,不应只追求视觉上的出奇。首先选取的纹

样要和服装款式结合,注重童装整体效果符合儿童审美,
体现童趣,使纹样与服装风格相得益彰。其次要考虑纹样

的装饰位置和大小,童装装饰面积相对较小,不能过于繁

琐,宜局部运用纹样。最后结合款式设计纹样色彩,色彩

能锻炼儿童的想象力,在丰富儿童大脑想象空间的同时也

可促进大脑的生长发育[4]。传统纹样要按照传统色彩搭

配,以色传情,以色达意,穿着时可增加儿童对民俗元素的

探索欲望。同时在服装整体色调的基础上,要能够符合儿

童成长阶段的心理特征,特别是婴幼儿,因为其视觉神经

尚未发育完善,不可用大红大绿等刺激性强的色彩。通过

对传统图案的重构与现代设计的有机结合,满足不同年龄

段童装的特征,创造出富有民族性和创新性的现代童

装[5]。

2.2 传统形制在现代童装产品开发中的要领

玩耍是儿童的天性,童装的整体廓形及其衣襟的

系结方式等设计应该满足运动机能和智能发育,尽量

简便实用、宽松舒适。传统“平面剪裁”的方法,在节约

面料的同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缝份产生的皮肤摩擦,
保护儿童娇嫩的皮肤;“交领右衽”的形制,领襟闭合更

加严密、牢固与便捷,封闭性和保暖性更适应生长发

育;“绳带系结”调节服装廓形,更便于穿脱,满足儿童

的探索需求。生长期儿童体型变化迅速,运用“衣缘镶

边”的思想,采用同料或异料的翻边设计,在保证美观

性的同时满足调节服装的可穿性。
国家标准GB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

品安全技术规范》被称为最严童装标准,增加了对绳带

及装饰物安全的强制性要求,在应用传统服饰形制时,
设计前提是安全性和舒适性。在产品开发中应用装饰

物,不仅起到装饰作用也能兼顾功能作用,比如通过纽

扣的扣结、拉链的开合以及绳带的收缩等方法来改变

童装的围度、长度和廓形,从而达到改变童装款式的作

用[6]。

2.3 传统工艺在现代童装产品开发中的要领

童装传承优秀的传统工艺,将传统装饰工艺与符

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思路相结合,充分把握好工艺技

法与童装整体特色的巧妙整合,能形成体现民族元素、
传统文化等设计风格,赋予传统服装装饰工艺新的生

命。传统工艺“镶、嵌、滚、补”可在衣身部位形成面状、
块状、条状装饰,特别是在衣服臂肘、膝盖、臀部等磨损

较高的部位组合使用,除了有使衣物边缘光洁、增加衣

服的牢固、适合任何弧度造型的实用功能外,还可以通

过利用不同颜色的布帛搭配使用起到加强装饰的作

用,增加独特的传统韵味;手工刺绣的花纹柔软不刺激

儿童肌肤,提升了整件服装的温暖感;使用富有民族风

格的小盘扣为点睛之笔,结合色彩对比、面积对比,运
用简单手法实现有内涵的装饰趣味。

3 作品设计

结合理论研究,合理运用传统服装装饰元素的

“镶、嵌、滚、补、盘”工艺,设计并制作了如图2所示的

童装系列产品。该系列整体宽松舒适,在领、襟、裾、接
缝、袖缘和开衩处均有传统靛蓝色的缘饰如图3,与结

构线重合增加了衣服布边的牢度,减少了面料与皮肤

的摩擦,既有结构性又具有点线面的设计感。

图2 童装效果图

4 结语

传统服装装饰元素通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融合

与发展,传递出的纹样之美、形制之美、工艺之美备受

服装设计师青睐,在现代童装产品开发中,应用传统服

装装饰元素作为展现传统特色和服装魅力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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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结合童装这一特殊的载体,贯穿功能性和装饰性的

同时,能够赋予童装产品多元的服饰风格,传递出文化

教育理念,更能让传统文化时代化、实用生活化。

图3 童装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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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Combingwithspecialcarrierofchildren'swear,applicationmethodsoftraditionalcostumeelementwereexpounded
fromdecorativepattern,shapesystemandtechnology.Theapplicationoftraditionalgarmentelementinchildren'sweardesignwas
discussed.Combingwiththeoryresearch,aseriesofchildren'sgarmentweredesignedtoprovidenewpathwaysfortheregressoftra-
ditionalelements,andprotectandinherittraditionalcostumeculturein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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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sedontheunderstandingofpleatedgarmentsinthehistoryofChineseandwesterngarmentdevelopmentandthea-

nalysisofpleatdesigner'sworksinsomefashioncircles,themanifestationofpleatwascomprehended.Theapplicationofpleatingar-

mentdesignwasexpoundedtoprovidesomereferenceforpleatedgarment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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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women'sV-neckcardigansweaterwasdesignedbycoppermodifiedpolyesterfiber.Thebreakingstrength,elonga-

tionatbreak,initialmodulusandcoppercontentofcoppermodifiedpolyesterfiberweretested.Thecompactsirospinningprocessof

copper-modifiedpolyesterfiberwasintroduced.Aftertesting,bacteriostaticvalueofEscherichiacoliwashigherthan5.8,bacterio-

staticratewas99%,bacteriostaticvalueofStaphylococcusaureuswas5.6,bacteriostaticratewas99%.Ithadgoodantibacterial

effectagainstEscherichiacoliandStaphylococcusaureus.ThebacteriostaticvalueofCandidaalbicanswas1.3andbacteriostaticrate

was95%,andhadantibacterialeffectagainstCandidaalb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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