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纱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

摘要

抽纱是一种古老传统的手工技艺，运用到服装上能够与服装面料

产生对比、协调、统一、变化等装饰性极强的视觉效果，因此作为服

装设计的材料元素越来越多的引起设计者的关注。

本研究从设计美学的角度，通过对享有“抽纱之王"盛誉的青州

府花边和百带丽两个典型品种的分析研究，归纳简化出抽纱最基础、

最根本的形态元素“线型”，通过研究抽纱艺术的制作工艺以及线型

元素构成形态艺术的特征规律，探索线型元素在服装设计中必须遵循

的美学规律，寻找解决简单材料下塑造丰富多样的造型形态、质地变

化的创作方法。

本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进行：

1)研究相关文献。考查与抽纱有关的历史、品种、工艺特征、

产品效果等内容，确认不同品种间共同的基本组成成分。

2)研究相关图片。运用抽纱的典范作品，分析抽纱及其元素创

新的途径和手段。

3)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本人在“2006时尚中国一经编服装设计大赛’’中有4套作品尝

试运用抽纱工艺作为装饰，作品获得铜奖；“2006年全国首届校园服

装设计活动”中，参赛的6套作品也使用了抽纱工艺作为装饰，获得



金奖；“2006年东华YKK服装设计大赛”中有5套作品参赛，届时

将以拉链这种特殊线性元素为材料，结合抽纱工艺展现作品风采。

通过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抽纱及其元素在服装设计领域中

尤其是在材料创新领域中体现出灵活多变、复杂多样的特点；2)抽

纱在塑造形态上表现出的造型手段符合艺术设计的一般形式美法则；

3)抽纱应用到服装设计中起到提升服装附加值的作用；4)对抽纱线

形材料的创新可以起到服装材料二次创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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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APPLICATIoN oN HEMSTITCH IN

FASHIoN DESIGN

ABSTRACT

Hemstitch，which can bring out some intensively visual impacts such

as contrast，harmoniousness，unific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SO on，is a

kind of antique and traditional handcraft．So it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interest in garment design as a factor of textile materials．

In this dissertation，linotype was deduced in a simple style as a basic

and essential structure factor of Hemstitch by studying two typical

production，Battenberg and Qingzhou lace which produced in Qingzhou

that is well known as a kingdom of Hemstitch．In order to seek out the

ways of shaping various form and diverse textures in a simple textile

material，the principle of hemstitch making crafts and plastic arts

composed by the linotype factor was investigated．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linotype factor in fashion design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mainly contains three aspects：

1)Consulting relevant references．History,varieties，craft character,



production effects of hemstitch were examined．The same basic elements

in various productions were confirmed．

2)Investigating the relevant photographs and sketches．The

creative approach and means in hemstitch and its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studying typical productions．

3)Combin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I've tried to apply the hemstitch crafts in fashion ornament．Four

works won copper medal in“2006’S Fashion China-Game on Tricot

Fashion Design”．Six works won golden medal in“the First Game on

Design of School Uniform of China in 2006"，and hemstitch crafts were

also used as ornament in these works．Five works will take part in

“2006’S Game on YKK Fashion Design of Donghua University"．Zipper,

a special linotype textile material，being united with hemstitch crafts will

be applied in these works to exhibit the elegance of hemstitch crafts．

In this study,Conclusions were summed up as follow：1)Hemstitch

craft and its elements showed multi-shapes and unusual diversities in

fashion design，especially in the creative chooser of textile material．2)

The means of hemstitch shape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in

common means of molding shape beauty．3)Hemstitch crafts being

used in fashion design can upgrade the additional value of garments．4)

The innovation in hemstitch craft linotype textile materials can act as a

second innovation in fashion design．



KEY WORDS：hemstitch，linotype textile material，material reforging，

shape beauty,addi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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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纱在服装设计中的戍用与研究

第一章绪论

1．1引言

抽纱、刺绣和蕾丝是同源同宗的古老手工艺术，起源于意大利。抽纱像所有

面料、辅料一样作为重要的材料设计元素运用到服装设计、尤其是女装设计中。

本文在通过研究抽纱发展和现状，对典型抽纱品种进行分析，着重探索抽纱

的艺术含义和抽纱及其构成抽纱艺术品的基本材料元素在服装设计中体现的美

学规律，阐述材料与元素、元素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抽纱在设计中

的重要地位和材料创新的重要意义，重新认识和利用古老传统艺术，解构重组新

材料，扩大设计元素和要素范围，以适应严峻的市场形势条件下创新改革的要求。

抽纱艺术在服装设计中一直扮演着材料的角色。

15世纪的绘画理论家兰西洛蒂(Francesco Lancilotti)认为艺术设计的重点

是艺术表现的各个要素的处理和组成元素的有机结合。20世纪中叶，在各艺术

学校中教授的基础设计(Basic Design)课程，立足于艺术形式要素点、线、面

之间的组合与排列⋯。到21世纪为止点、线、面仍然是造型艺术中组成形式美

的最基本形态要素。服装艺术设计要求设计的服装除了体现服装的功能价值和市

场价值以外，更具备装饰性。熟练运用材料进行点、线、面、体积的塑造，使服

装在形式上达到的对比、和谐、统一的形式美，材料上达到丰富多样的材料美；

工艺上达到精工细致的工艺美。服装设计的过程也是设计师满足穿着者心理需要

附加的审美价值的过程。因此在进行设计之前掌握材料基本特性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通过研究传统手工抽纱艺术的起源和历史，对两个典型的手工抽纱：具

有“抽纱之王”美称的棒槌式青州府花边及其制作工艺，和接近带有半机械半手工
■

性质的盘带式抽纱品种的百带丽制作工艺进行比较研究，综合抽象出构成和组成

这两种手工艺形式的最基本单位，并将其总结为抽纱线形元素概念。并结合线形

元素独特的组合方法，对在服装艺术设计中抽纱及其元素运用的基本美学规律做

出判断和总结，探求创造性地利用这些规律的方法和手段，让古老的抽纱之花以

崭新的面貌绽放在时尚花圃中。

1《艺术设计美学》陈望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7第一次印刷P2



抽纱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2j研究

1．1．1课题来源

本课题的提出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1)抽纱材料特性带来的启事

品种繁多、图案精美清新的抽纱产品其实由简单的原色或白色的带子和线织

成，这就给本课题提出一个重要启示：简单的材料通过多样手法组合可产生复杂

多变形态造型，如何让简单的元素排列组合出复杂多变的形态，也就是说组成形

态的具体方法和规律探索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2)个性化市场形成具备了抽纱成为时尚的条件

收入提高，时尚消费群体扩大，消费目的和消费意识正在逐步明确和养成。

一部分青年消费者青睐那些既有装饰又有个性的服装品种，没有个性的装饰和款

式已经渐渐失去对他们的吸引；另一方面收入较高的时尚消费群体(政界要员、

经济巨头、影视明星、高级白领等)出席繁多的应酬和聚会，这里是交际交友的

好场所，也是体现个人良好品味的好机会。提升品位的表象之一就是穿衣打扮得

体入时、符合身份特征、体现收入水平。抽纱服装如果设计得当，能够极大的张

扬个性，它本身蕴涵的内在价值具备了体现身份和趣味的条件，当高层次的人士

越来越多的接受这种服装的时候，就具备了成为时尚的条件。

3)抽纱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抽纱就像开在女人身上的花”是广大女性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具有浪漫

优雅、轻柔曼妙、高贵典雅气质，深受广大女性消费者的喜爱，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

4)继承古老传统艺术和材料创新的要求

打破旧的规律重新认识组成元素进行解构重组，是一种经典而可行的思路。

创新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模仿，而是彻底打破常规，寻找可能引起发展和创新的最

基本的要素，发现创新的规律并找到运用这个规律的方法。尤为可贵的是要做好

接受创新发展以后新品种、新材料的准备。

1．1．2本课题研究背景与现状分析

研究本课题前，笔者以“蕾丝、抽纱、花边、刺绣”等关键词搜索了万方数

据库和中文期刊数据库以及各种网络文档，发现有关抽纱历史、制作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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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纱存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

手段和方法的著作和论文；也曾经在上海图书馆以同样的关键词搜索，发现刺绣

和抽纱图案设计方面的著作；使用英文单词“LACE”进行搜索，发现欧洲艺术百

科全书中有有关蕾丝的历史和工艺记载，以及专门的抽纱工艺教科书。

这些资料大体分为四类：

1)从历史的角度对抽纱的研究

清朝末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一些西方商人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类

文章实际上是对抽纱历史的考查。如：邹敏讷，周飞跃编著的《中国刺绣》，林

锡旦的《中国传统刺绣》一i郭马风，魏影秋的《潮汕美术陶瓷与刺绣抽纱》等。

这类文章研究的是抽纱的起源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和发展状况。以山东抽

纱为例：山东的手工抽纱最早在烟台地区引进然后在全国沿海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21(也有称最早在汕头引进)[31。

有欧洲传教士看中中国沿海妇女精湛的绣花技艺，在中国沿海农村制作欧式

绣品，回国销售。“抽纱"由此传入中国。抽纱就是按照花纹图案的需要，在布

料上抽去一定的经、纬纱，形成网格状，然后再通过编、勒、雕、绣等工艺手段，

形成图案。这是中国传统绣花所不具有的工艺。

1894年英国传教士马麦兰(音)在烟台设立了教会手工学校，自此，一种被

称为“爱尔兰花边’’的西方抽纱工艺在鲁绣之乡流传开来。20世纪30年代，各

类抽纱商行在山东半岛大量出现。据资料记载，到1936年，烟台周边各县，专

门从事抽纱绣花的商号、工厂有150多家，其产品占烟台出口总数的50％以上。

兴旺的产业促进了国外抽纱花样和技法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后经过胶东一

带民间传统鲁绣艺人演绎整理，一种通过“抽、绣、编、锁、勒、挑、补、雕"

等技法在白色亚麻或棉麻混纺布上制作各种装饰纹样的“抽绣”艺术诞生了，刺

绣花纹具有了粗犷雄健、色彩富有变化的浓郁的地方特色。；

2)从技术的角度对抽纱进行研究

着重探讨抽纱的技法、设计、生产手段。如潘鲁生的《刺绣与抽纱设计》，

陶凤英、吴培瑾、王更生的《抽纱技艺》，李永平的《刺绣抽纱技法》等。抽纱

从最原始的手工制造到现在的机械化生产，表明抽纱生产方式的变迁，反映了从

个人到社会的变革，机械化生产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为抽纱产品这个

2潍坊市志办．潍坊市志．潍坊．第二卷，743页

3杨坚平，潮汕抽纱，广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P66



抽纱存服装设计中的藏用与研究

“昔同堂前燕”，提供了一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理由。随着时代的变迁，机

器生产的针法也不断创新。大多数的手工抽纱工艺品生产逐步由机械生产代替而

成为新型的产品，手工业逐渐失去生命力和生存空间而面临破产。技术发展带来

了先进与落后，传统与革新的关系问题。

3)对抽纱艺术设计方法的研究

这类文献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对抽纱艺术进行考查研究。如民国时期出版的

《现代刺绣范本》，夏大双的《抽纱图案》，(美)Heinrich J．Schmdt，

ENCYCLOPEDLA OF WORLD，和(美)Nenia Lovesey，The tecbnique of

needlepoint lace，The Larousse Art Craft Series Larousse&Co．等等。对抽纱与服装

设计的关系没有特别的深入的介绍，通常在讲述到某种特殊工艺或者品种时，作

为范例一带而过，或罗列几个特定图片。书籍内容多为照片和图片示意，主要是

对抽纱工艺作出解释的同时，进行图案设计的理论指导。

4)期刊杂志发表的论文

通过万维网和东华大学图书馆搜索关键词“抽纱”、“刺绣"、“蕾丝”、“LACE”

等词汇的搜索，共搜索出论文900多篇，其中中文期刊600多篇，西文300篇左

右。通过筛选这些论文(有些甚至称不上论文，只是介绍性或解释性的文章)剔

除重复的文章，所剩寥寥数篇与艺术设计有关的论文。

国外的论文里面只找到6篇与抽纱艺术设计相关的论文， 如日本建筑日本

学会计画输文集涉猎到从艺术设计的角度研究抽纱设计方法。少有研究者从设计

美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去探讨抽纱与服装设计的关系。

从美学角度上重新审视抽纱艺术与服装设计的关系，发现和找到两者之间的

联系规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抽纱艺术是由欧洲传入我国的手工工艺美术的一朵奇葩，直译作——蕾丝，

俗称花边。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创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2006年国际上掀

起一股流行蕾丝热潮!国内外服装设计领域大量使用蕾丝和花边作为服装的设计

元素，一时间宽窄不一、颜色各异、层层叠叠的花边和若隐若现的蕾丝给女性平

添了许多优雅的少女气质和高贵的贵族风范。

国内抽纱行业在2006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产品不但在国内供不应求，

还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地。据深圳抽纱花边器材销售部门统计，他们的抽纱机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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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合同已经预订到了2008年。

机械抽纱来势如此凶猛，手工抽纱却处在事业的低谷。在2006年上海举办

的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上，在蕾丝区域多数是机械抽纱，虽

然只有寥寥数家手工抽纱参展商，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厂家正在尝试通过新的途

径研制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价格和打开销路。

20世纪国际上习惯使用抽纱装饰服装的大师大有人在：菲利普一维奈特、

乔尔一法兰撒一克拉埃、索尼亚一里凯尔、费雷等，都曾有过设计抽纱类服装的

经历。

那么抽纱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多大师争相使用?用在女装

当中起到一种什么样的装饰效果呢?

抽纱分两大类：手工抽纱和机械抽纱。

手工抽纱以棒槌型青州府花边和盘带型百带丽花边为例，两者皆属手工抽纱

的类。尤其是青州府花边因其构成手法独特、花型设计精美、制作加工手段灵活、

技术含量高、成品豪华奢侈等特点，被誉为“抽纱之王”。但因其制作工艺复杂，

成品质量受到手工艺人工艺水平高低的限制，费工费时等特点，使得手工花边不

能得到广泛运用，尤其难以在广大普通消费者中推广。

国际上，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对抽纱服装有偏爱，习惯将加工环节

投放到中国制作，中国是整个抽纱服装设计环节中的一部分。国内很多抽纱厂家

尝试设计生产过工艺服装，有些服装样品甚至在国际服装博览会或者交流会上还

得到过国外服装设计界的高度赞扬，如汕头抽纱厂和青州抽纱厂等多家抽纱厂都

曾经制作过满工或半工的服装。但是，由于厂家受到工艺量大、市场统筹策划能

力欠缺、没有成熟、新颖的设计理论作引导和产品缺乏正确的品牌形象宣传等多

。 个方面的影响，生产的产品仅作为礼品赠送宾朋，聊作收藏之用，并未流通于市

场，因此在国内手工抽纱品种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时装设计领域。

机械抽纱的种类更加繁多，现在市面上通称做蕾丝的都属于此类。此类产品

由大机器生产，种类繁多，质地轻薄通透、飘逸柔美，图案变化丰富、产品质量

稳定，特别适合制作女士内衣和豪华礼服。

站在服装设计的角度看抽纱这中材料，无论在装饰性、材料美、内涵和附加

值等几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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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抽纱服装几近泛滥，优质精品却极其罕见。综括起来国内抽纱类服装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市场分析不到位，缺乏对需求市场进行科学细分和理性分析

手工工艺品以及手工工艺生产的产品耗时长、耗工量大、人工成本高，在市

场价格上属于中高档价位，有特定的具备一定购买力的消费群体，成品洗涤后需

要搭理，费工费时非大众化产品。因此不能简单的延续常规装饰手法就能获得市

场，必须进行广泛的市场调查，对消费群体进行细分，针对需求状况进行服装种

类的设计。

2)设计师接收信息量小，时尚性差，设计力量薄弱

手工抽纱生产)jn-r人员多为农村农闲劳动力，农闲时劳作，工作时间不稳定，

除了质量难以把握以外，还可能延误交货日期。抽纱厂家设计人员长期以设计抽

纱图案和设计工艺为主，对流行把握不准确，设计生产的服装样式落后于时代潮

流，不能引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3_)抽纱设计与服装设计脱节，缺乏大胆的创新意识

抽纱设计者不懂服装设计，设计者接受信息量少直接沿用古老的制作工艺，

不能融入时代特征，古板老套。产品市场受挫，无法获得意料的效益，碰壁厂家

纷纷放弃，转加工业。

4)机械抽纱制造缺乏个性

大机器生产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个性。数量多，质量好但不能微量加工。小

型抽纱机打小样也要100米以上，同样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样板通过电脑输入，

制版设计的灵活性受到限制。

1．2课题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在设计中，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手段来表现和发挥材料的特性和美

感，并按照设计意图进行艺术处理，是现代设计美学所表现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手工抽纱展开，并从众多的手工抽纱品中抽取代表山东潍

坊地区特色的青州府花边和百带丽，归纳其设计构成要素，简化出基于这两个抽

纱品种的抽纱元素的概念和内容，结合本文作者创新的方法理论要点，从设计美

学的角度审视运用形式美法则和设计规律，如何将抽纱元素运用到女装设计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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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在形式美、材料美、技术美、价值体现等方面的体现出优势。发现和找到存

在的问题以及合理的解决方案。并着重探索抽纱在塑造形态和材料创新方面的审

美规律。

据《潍坊市志》记载：青州府花边因开始是在青州府生产，故名。后来发展

为多样的产品形式，并在花边造型设计和织工技法上发生明显变化，形成明显的

地方特色，被誉为“抽纱之王”【41。百带丽——(Battenburg Lace)花边的一种，

是以机制兼手工制作的织绣工艺品。[51

抽纱的出现，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了巨大收益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但由于

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和工艺手段的制约，使他们正在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创造性地将抽纱运用到时装设计中是最有效而简便的方法。传统的工艺制作

使用大量的人力并受到人工熟练程度和技术掌握能力的制约，存在产量低、成本

高的问题；简单直接照搬古老的传统工艺而不进行创新改革的话，势必在设计过

程中拘泥旧习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材料创新的问

题。材料决定工艺，改变材料就意味着工艺的创新。

根据解构重组原理抽象归纳出其元素特征进行重新解构并将其运用到服装

设计中去，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里使用到的元素概念并非物理意义上

的元素，它是指构成抽纱艺术产品的最基本的要素。其中包括材料元素和工艺元

素两大类。

研究抽纱元素离不开抽纱元素的来源——抽纱。本次研究的对象也是先从抽

纱及其历史背景开始的。

本文从抽纱艺术在服装中运用的历史开始，以典型范例青州府花边、百带丽

为研究的着眼点，研究抽纱及其元素在服装运用的主要范围和表现手法，着重对

抽纱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形式美、材料美、工艺美、三个侧面的研究，结合艺术

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女装风格设计的一般规律，研究和探索抽纱及其元素在女装设

计中的美学价值和元素与要素协调运用的基本手段，力图从设计美学的角度观察

探索基本设计元素与女装设计理念之间的关系，发现元素与设计构思之间的有机

结合的途径。

4潍坊市志办．潍坊市志．潍坊．第二卷．P724

5潍坊市志办．潍坊市忐．潍坊。第二卷P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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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抽纱的艺术含义与定义

1．2．1．1抽纱的艺术含义

抽纱是一种艺术形式，因为它的图案和工艺设计符合艺术设计的规律。

艺术设计——不是艺术创作，指的是非艺术的特别是非纯艺术的物质产品的

设计，之所以要冠以“艺术”二字，原因在于它具有艺术的某些特性，准确的说它

具有一定的审美性质。【6】

服装艺术设计是否属于艺术范畴一直以来就是众多专家的论点，笔者认为所

谓艺术就是如何运用技术手段表达内心情感的一个过程——即无论高雅的纯艺

术还是作为实用的设计艺术在一定意义上都隶属于技术范畴：如果没有高超的技

艺和娴熟的表达方式，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不能把美感完整、准确地传达给受众。

服装设计艺术既然隶属于艺术范畴那么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艺术的一些

基本规律。不同的是，所谓纯艺术作品的实用性比设计艺术的实用性要少的多。

可否这样认为：艺术设计其实就是创造具有美感的实用品的一种过程呢?既

然艺术设计是在创造具有美感的实用品，服装艺术设计又属于艺术设计范畴，理

所当然其设计过程也要遵循艺术设计的一般规律。

设计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作为服装设计要解决问题之一就是：设计元素

在服装设计过程中在：形、色、材、质、意五个方面与所设计的服装之间达到协

调、统一、平衡的需求的问题。因此，在讨论到服装艺术设计的时候，就不能不

谈到元素运用的形式美及元素本身具备的材料美、图案美、色彩美、寓意美等多

方面的要素。抽纱作为一种独立的设计艺术形式，应用到服装设计中具备了材料

的性质，同时自身也体现着材料美、图案美、色彩美、寓意美四个方面，因此更

具备装饰性。

+现代艺术设计中衡量功能美的审美依据是所创造的产品的功能应符合人类

追求体力解放与精神理由的双重要求，在创造物质载体的同时也创造出包括审美

文化在内的精神产品，一方面现代产品的艺术设计要符合使用的目的和要求，另

一方面由于产品形式美的产生有其相对独立性，人们在生产一件产品时不仅考虑

其使用价值，还要考虑其审美价值，以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7】。

6陈望衡．艺术设计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2000 7第一次印刷．P2

7陈望衡．艺术设计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2000 7第一次印刷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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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纱艺术的艺术表现形式正是这类服装设计要素中重要的设计元素之一，当

然也符合艺术设计基本原则。

1．2．1．2抽纱的定义

“抽纱"一词原是指在面料上将经纱或纬纱抽去，再加针工绣制，固定经纬

纱，使面料经过抽绣后形成新的艺术效果"【引。严格意义上讲，抽纱仍旧属于

刺绣范畴，中国工业加工业抽纱是在鸦片战争时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刺绣品种，

主要是加工台布和床上用品。在服装中，抽纱的应用与原意要更接近一些，指抽

去经纬纱，形成透明或半透明的效果，或者在边缘抽去一个方向的纱线，形成流

苏。抽出的纱线不用隐藏和固定，而是自然散落或是修剪成图案：抽纱的形状也

不局限于方格或者长条，可以是任何形状。

设计师麦苏·威廉逊(Matthew Williamson)1999年发布的一件亚麻裙子，前侧

和下摆抽出长长的相互纠结的流苏，衣身上加以闪亮的珠绣点缀，强烈的对比中

产生华丽而落魄的美感。抽纱后经过化学处理可以让毛边不易脱散，意大利纺织

品设计师路易莎·塞万斯(Luisa Cevese)将领带和围巾裁剪下来的废弃布条抽纱，

然后浸泡在聚氨基甲酸脂里，使它们更耐用，而且可以洗涤。用这些布条做成的

时装包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并销往世界各地。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工艺的再生，未必就是完全把古老工艺照搬过来直接安

插到服装的表面，而是根据抽纱工艺的特点结合服装设计的要求对标志传统艺术

的元素夸张和再造，赋予古老工艺以新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

抽纱起初是舶来品，但在中国不同地区经过多年的加工和创造已经具备了不

同地区特征，成为本土化代表，优秀作品在国际上也被称作“富有东方文化神韵

的艺术作品”【9】。抽纱在山东潍坊地区的发展也根深蒂固，不同加工地域形成了

不同的地区性的表现特征，有着浓郁的地方气息，并具备地域标志性，行家可以

根据产品断定产地。有些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民间特色的艺术品种。

概括的说：我国抽纱工艺是在吸收欧洲抽纱工艺特色的基础上，与我国民间

刺绣工艺的精华互相融汇发展和创造的工艺品类，也是“中西合璧”的产物【l 01。发

8黄艳．解构与重组——服装设计中的材料再创造研究．硕士毕业论文．北京服装学院．2003

9吴豫平．她向世界展示东方神韵．中州统战1999．11

10潘鲁生著．刺绣和抽纱设计．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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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和传承占老的抽纱艺术并使其存K族服装设计领域褂到重视和艇胜，是奉文的

日的之一。

奉立将竹重从岂术殴汁的角度Ll肯州I府化边和百带丽这两个抽纱品利·为卜

婴研究对绿，研究其组成要累及工艺特色．对构成此两种艺术形式的要素进彳J．解

构，从而整PI!H{蕴俞在此两种设计J”品特色的基奉抽纱元素；深入分析抽纱元豢

扯现代服装的形式美感方岫、材料构成方咖、丁艺技术方【6 J等存在的特有的优扑，

升试图发现其优越性的同时补充新的设训础念，形成比较幸而的认0{和理论，解

决|盐训抽纱类服装时可能存在的问题。

1．3．2抽纱以及线形元素的概念界定

研究就是找到根本。抽纱种类繁多，范围极，“，笔者无法一一做出调查和研

究。在抽纱虚用部分笔者列举了大量于工抽纱和机械抽纱的范例米|兑明应j¨范Ⅲ

和应用效果；而在抽纱创新部分着重通过对手工抽纱qJ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品种

一}亍卅l府花边和百带阴所使_}}】的材料，和运川基本I。艺手法制成多样的形态的实

际操作．做了详细、深入的探究。

典型抽纱品种分析研究

I)青州府花边

足种以精棉线、、『t麻布为L婴原料，经编织、刺绣制成的高档r艺品，主

要品种是台布和眯单制品。工艺卜，用棒槌编打，缝纬相交，组成带彤密拢，作

为图案的骨貉，中间填以不同的疏密的罔纹，运矸J lo余种针法。其巾，在棉线

刺绣r凸起的花纹，有浮雕的感觉。中I刈由少数掏眼和机锁作点缀，犹如繁星闪

烁．与四周边花连缀成套．愈显高贵，在田际卜何“抽纱之王”的茭誉。产地生

要分析】在淄博、青卅l、东营等地(冈卜I_1)。

瓣
青州抽纱三厂

圈lol典型范倒

图
安丘工艺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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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带丽

是19世纪60年代初潍坊地区首创的一个抽纱品种。它以精制棉纱、各种机

织的小带、亚麻布和棉布等为原料。制作时，将机织带子按图稿铺成花边的骨骼，

再用疏密不同的针法手工填织上千变万化的图案。它适于制作台布、床盖、衣服、

沙发套等日常用品，是一种比较普遍、实用的抽纱品种(图卜1-2)。

按照材料再造的原则，抽象归纳出抽纱元素概念：材料形态元素，工艺构成

元素两类。分别是材料形态元素——线形元素，和工艺构成元素——连接。这两

类元素是构成青州府花边和百带丽的最基本单位，也是构成其它抽纱品种的最基

本单位，它就像构成丰富多彩的生物界的细胞一样，是构成整个绚丽的抽纱作品

的基础材质。

以下是根据青少I'1府花边和百带丽提炼出来的两个基本元素：

1_)抽纱材料形态元素

——主要体现材料的质感、质地。青州花边和百带丽一般采用棉质或麻质线

形材料(亚麻布、精棉线、手工或机织的带形)。本文只取“线形”(带)为其

标准元素。这也是本课题以后主要论述的“线形”元素。

2)工艺构成元素

——因为青州花边和百带丽的工艺手法分别有18种、20几种，归纳出最基

本的元素“连接"与“破坏"。

1．3．3借鉴其它理论资源探求以抽纱为主体材料的设计方法

创新就是开拓思维，接受大量的信息，并将其融会贯通。创新的捷径就是借

鉴。在设计界仿生学和宇宙科学都曾经为设计师带来重多灵感。笔者受到医学上

有关细胞功能理论和DNA构造学说的启发而构思的、可运用到设计中去的、运用

简单设计元素通过不同连接方式达到形态千变万化的设计方法。

1．3．4抽纱艺术遵循的审美规律的研究

应用到服装设计中的抽纱及其元素，说到底就是服装材料。设计师在运用抽

纱及其元素进行服装设计时，不但要熟悉和把握材料的性能特征，还要有改造材

料的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遵循艺术设计的审美规律——形式美法则。不管是材

料创新还是形式美运用都需要通过正确的工艺手段表达出来。因此形式美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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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美、工艺美三者关系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在形式美规律指导下进行的材料创新有时候意味着产品彻底脱离母体最终

成为新品种。世界万物都是在这种传承与创新的矛盾中不断进步和发展的。

1．3．5抽纱提升服装附加值的探究

高昂的造价和大量的劳动时间很容易让抽纱艺术服装跻身于奢侈品行列，服

装产品的附加值是衡量服装设计功能的重要效益指数。通过改进抽纱产品设计、

深加工、精加工、开发产品新的使用功能等多种途径，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技

术含量、艺术含量，可使原有品种大大增值，这种增值称为产品附加值。本文还

将专门探讨有关抽纱及其元素在提升服装附加值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1．3主要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通读各类有关抽纱技艺、抽纱历史、美学概论、设计美学、艺术设计学、中

外服装发展史、纤维艺术、书法艺术、材料学、装饰和标志类论文及论著、以及

其它专业理论如医学上有关细胞和DNA构造方面的论述获得理论依据；通过研

究抽纱的历史和制作工艺、设计要点等，掌握有关抽纱艺术的基本特征，捕获来

自相关不同领域的灵感。抽纱艺术是线的艺术，它的构成具备一切线的艺术的共

同点；运用到服装设计中的抽纱具备了其它线的艺术所不具备的功能性，本课题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抽纱服装设计的理论依据。

2)实物比较研究法

通过对东华大学古代服饰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刺绣类服装，相关青州抽纱

一厂、二厂、三厂，和安丘工艺品等多家公司的藏品和实物研究和实地考查，对

刺绣和抽纱产品有了直观的认识。并且专门观看了青州抽纱三厂的现场演示，对

青州府花边和百带丽的生产工艺和材料有了大致的印象。笔者本人实际参与了抽

纱品种的设计制作，并将其应用到服装设计作品中。

3)图片归类研究法

对来自网络、杂志、电视专题等传播媒体的装饰类服装现在分类进行研究。

并力图通过分析国际服装大师巧妙运用抽纱艺术的典范事例解释本课题观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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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归纳、推理演绎法、

归纳整理了青州府花边和百带丽的生产工艺，推断演绎出崭新的抽纱元素

概念；在经济能力所及基础上设计制作符合本课题要求的服装，本届YKK东华

研究生服装设计大赛里，笔者专门结合本文的理论，使用拉链这种线型元素，结

合适当的连接手段，在青州抽纱厂厂长刘建华的大力支持下，设计制作了5套服

装；在经济能力欠缺的情况下运用电脑模拟手法演示和再现本课题的理论要点。

1．4研究目的及创新意义

本文选择古老的抽纱艺术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如下：

其一，找到新旧交替矛盾中如何和谐发展的途径；

其二，希望通过变换设计思路和生产角度寻找新的设计方法和思路：

其三，通过研究抽纱和抽纱元素设计方法，发现材料创新的途径：

第四，通过研究设计方法和创新途径找到开发创造新产品的规律。

本文摆脱了以往以研究设计材料创新的可行性研究、材料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以及研究材料的历史、发展、现状的具体环节，而是从设计美学的角度，研究材

料元素与服装设计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论文的深度上有较大的提高，同时由此

产生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只有运用到生产中去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笔者还结合自己的理论进行

实践活动。本课题研究能够为抽纱及抽纱元素找到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途径，必

将在提高抽纱在服装设计中的生命力以及材料创新等方面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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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抽纱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2．1抽纱艺术的历史渊源

抽纱艺术起源很早，几乎伴随着人类诞生而诞生，广义上看抽纱的含义就是

将纱线抽来抽去的意思，因此可以说自从有了人、自从有了衣服开始，抽纱就诞
、、—-_●●_●。_’。。’——一

生了。

最早发现的抽纱样片出土于印度墓地，被制作成某种头饰样的饰品：在意大

利也发现了BOBBIN，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抽纱。抽纱的诞生似乎专门为了装

饰服装而来，在它的发源地意大利抽纱作为一种女孩身份的象征，从女孩出生到

出嫁，父母每年生日都会将抽纱品作为礼物赠送给女儿，出嫁的时候这些抽纱品

作为嫁妆可以代表女孩的身份和地位。据意大利1591年Cesare Vecellio所著

((Corona delle nobili et Virtuose donne))记载，当时的贵妇甚至亲自制作抽纱【11】。

抽纱是如何起源的，历史上没有详实的资料说明，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以下三

种起源说：

1)在对陈旧的衣服破损受伤的部分进行修缮使其达到某种美感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补花绣、刺绣、挑绣等。

2)对织完的布匹两端结构不完美部分进行整理的编织技术的发展起来的——

流苏等。

3、)在以捕鱼为目的的渔网修补过程中运用编结技术发展起来的网眼结扣技术

上发展起来的——网眼、扣锁等。

2．1．1抽纱、蕾丝与刺绣的联系 ；

抽纱一词源于英语的hemstitch Lacier。另外，因为抽纱有些形状与狩猎、捕

鱼时使用的渔网非常相像也有说法是从拉丁语的laqueue的古语派生出来的

lassis[121现在一般统称为Lace，在我国音译为蕾丝。因为抽纱无论是将面料的经

纬纱抽掉还是使用丝线在面料上进行刺绣改造，在本质上看来都有纱线被抽来抽

11
ENCYCLOPEDIA OF WORLD ART V01．XIV TEXTILES EMBROIDERY,AND LACE

—ZURBARAN P3 1
12
LECIEN LACE MUSEUM L，一工忙。L、(http：／／www．1ecien．co．jp／lace／about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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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因此，此类工艺俗称作抽纱。又因其形状多为带形和条形，所以民间也把抽

纱叫做“花边”。

刺绣、抽纱和蕾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抽纱、蕾丝和刺绣在工艺和构成特

征上存在区别。但随着社会的需要，刺绣、抽纱和蕾丝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密了，

三者互相融合发展，从而扩大了抽纱概念的范围。也可以说抽纱与刺绣和蕾丝之

间没有不可逾越的概念差别。

刺绣起源最早，据说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刺绣也就产生了。当然那个时候的

刺绣很难成为工艺品。真正意义上的刺绣是使用不同质地和颜色的线，完成绘制

在面料上的图案的过程。这种过程起到了改造面料表面质感和装饰布料的作用。

由于针法的不同产生类似半浮雕效果的手工艺品。

抽纱最早起源于意大利，传入中国时曾经被称作花边、“万缕丝"等。抽纱

是指根据服装图案设计，用小剪刀在布料上讲花纹部分经纱和纬纱挑断抽出，然

后在剩下的稀疏经纬纱上用绣线加以连缀，呈现透空花纹图案的手工艺产品【13】。

蕾丝是先将棉布和麻布裁减成各种形状，然后用线在布上完成刺绣过程。但

此时的作品并不能成为蕾丝，仅仅是刺绣，因为还有布做的底子。只有那些在刺

绣中用作装饰的绣线形成了一定的体积和面积，可以单独作为图案的骨骼和结

构，将这些布清剪干净后，才被称作蕾丝。蕾丝和刺绣最大的区别就是线作为骨

骼框架还是仅仅作为布料图案装饰的问题【l41。

抽纱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狭义的抽纱一词原是指对底布的一种工艺处

理，即按照图案在面料上将经纱或纬纱抽去，再加针工绣制，固定经纬纱，使面

料经过抽绣后形成镂空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按照花纹图案的需要，在布料上抽

去一定的经、纬纱，形成网格状，然后再通过编、勒、雕、绣等工艺手段，形成

图案唧。 ：

广义的抽纱能够在布上制作出透明的效果和图案，因此也包含着刺绣的意

思，含有即使不用丝线编织(常规刺绣)而是通过抽去经线或者纬线的方式改变

面料肌理的方法也能制作出与刺绣相同效果的花边的意思。刺绣工艺是抽纱工艺

和机绣工艺的源泉和基础，刺绣工艺针法在抽纱品和机绣品上至今仍被广泛地采

13杨坚平，潮州抽纱，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P66
14 ENCYCLOPEDn OF WORLD ART v01．XⅣTEXTILES EMBROIDERY,AND LACE

—ZURBARAN P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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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且始终作为最主要的工艺和针法组成部分。民I、日J抽纱又称花边、补花，是

从刺绣发展而来的工艺美术品，也是刺绣的一部分。

后来抽纱借鉴刺绣工艺手段设计生产了更加多样的抽纱品种。产品美观极

具审美价值。如汕头抽纱厂生产的通锦绣系列，就使用了网扣、平绣、镶拼、雕

绣等多种品种的组合，主要用于制作大型壁画，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花鸟鱼虫灵

动有趣。

综上所述抽纱的概念如下：它是刺绣艺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以软质纤维

绩纺而成的纺纱或纺织而成的织物为原材料，运用编、结、丑四、扣锁、乐部、

雕镂乃至附加刺绣等工艺技术在图案、结构、体积、形式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处

理并达到审美层次的工艺品的通称，同时也是一种工艺品制作的艺术形式，具有

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按照不同制作手法可以细分成若干具体品类。

图2一l

刺绣、蕾丝、抽纱关系示意图

2．1．2手工抽纱不同时期的特征

抽纱的历史久远，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狩猎时代，但其真正发展却

是从14世纪术开始到16世纪初以意大利威尼斯城市为中心流行一种在欧洲中世

纪素底、素线的刺绣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手工编织绣，并以中心地威尼斯命名，

是为抽纱工艺之发端。

抽纱真正起源于16世纪威尼斯。1557年威尼斯出现了专门为抽纱绘制的图

案书，抽纱爱好者制作者参考这些书完成设计图案。据说Bobbin是最早的蕾丝

形式。蕾丝的形式有两种：Needle和Bobbin，都起源于意大利。意大利制作抽

纱的城市主要有威尼斯、米兰、Genoa，三地均生产蕾丝。威尼斯生产Needle(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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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用线构成)米兰和Genoa生产Bobbin(使用细带子的产品)。

中世纪是手工业发展的时代，抽纱的产量长期受到操作人员熟练程度和技术

掌握能力的影响，抽纱产品具有产量低，产品质量浮动大、成本高昂等因素，使

其成为王侯贵族奢侈浮华的象征，甚至曾经有过禁止贫民使用抽纱产品的时期。

抽纱也在这一时期被冠以“织物之王"的美誉。

以后又依次产生出了在底布上制造出大量孔洞的普托一因．阿里阿(Punto

inaria(伊))花边、用细小纤细的线织成的轻便、有着曼妙秀丽图案的玫瑰针绣花

边(Rose Point de venise)和表现巨大花卉图样的、条枝状的、具有厚重感的凸

纹针绣花边。

目前我们看到的作为装饰性的目的而独立存在的抽纱艺术产生于1540年间

的意大利。此后，此类的抽纱在比利时的弗兰德、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国的阿兰

索、仙台(音)等地发展壮大起来。

15世纪末开始到16世纪初时期的抽纱图案多以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为主。

主要制作手法有：抽花刺绣(Drawn work)、割花绣(Cutwork)、瑞提丘拉

(Reiticella(伊))等。这段时期欧洲生产的抽纱和刺绣大多数集中在修道院，是

宗教祭坛和僧衣的主要装饰物或王室、贵族家族作族徽的标志等。纹饰的主题多

以欧洲人喜爱的玫瑰花、西番莲、天使、十字架、王冠和欧洲古典建筑的柱头花

饰、蔓草卷叶等居多。

16世纪初已经开始使用亚麻布作为刺绣抽纱品的底布，目的是追求更加透

明轻巧的效果。也有资料显示13世纪到14世纪欧洲西部的旱斯本和马德里一带

(分属葡萄牙和西班牙)，出现并流行把麻布面料剪抽出部分纱线，并在抽过纱

线而形成几何网格状用纱线编绣成图案的工艺品。

．16世纪晚期，实现了两种和两种以上抽纱技术结合的了品种。17世纪法国

引进了抽纱，使得抽纱产品逐渐走向世界【16]。

抽纱在服装中的运用随着抽纱的诞生而起源。确认的独立作为装饰使用并带

有一定设计含义的应用起源于1540年【17】。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发展抽纱行业

也逐渐的由手工业经济转化成工业经济。

l 6 ENCYCLOPEDIA OF WoRLD ART、厂01．XⅣTEXTILES EMBROIDERY,AND LACE

—．ZURBARAN P3 1

1 7 ENCYCLOPEDIA OF WORLD AI誓r Vbl．XⅣTEXTILES EMBROIDERY,AND 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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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的法幽，卡特琳．德．梅迪四斯(法圜亨利二世的f妃)的H{嫁助长

了“抽纱爱好者”风气的形成。在很k段时间内，欧洲酱遍存在使_L}j浪漫美丽

的抽纱产品做陪嫁的风俗习惯。-仃场扩大使某些大臣磊到商机。到了17 I雌a中

期根据路易14宰十甘加恩一考鲁帕鲁的关丁建立幽营抽纱制造中心∞重要提议被通

过，肝成立了法囤针绣花边(Point de France)组织。

16 1廿纪初在戚尼斯和比利时发柿了梭纵花边。17世纪期nIj，意大利^土导

地他的针织提花抽纱罔案设训t要以几何纹样为主，此后在比利时被广泛的，f：发

m柬，形成了独特的表现彤式和独立的风格。，

18呲纪末(1789年)法*西革命以后，由于生产亟待恢复，社会亟待发展，

于工艺人的流失等原因，极其奢华精致的针绣花边难以大量的制造，

18世纪期间依附于网"R质地的面料的复杂精巧的花卉图案等得到发腱，此

类的抽纱在普罩塞卢(比利时)更为兴盛，被称作普里塞卢花边。

糕
图2-2欧洲抽纱主要生产地

2．1．3机械抽纱不同时期的特征

18世纪术爆发法2曲革命以咪，英陶宫廷受到米自法围和意大利抽纱制品

输入困难的困扰，凼此促成r抽纱帆的发明。

1 808年卉斯考特率先发明并制作r笫 台梭耋I：州心机，1813年乔崽一利巴改

¨制作丁20啦纪利巴抽纱机的味型。

20世纪的抽纱机经过了尤数次的改造和巫组可阻往短时I'uj内制造出人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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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低廉的产品

图a1830年的抽纱机 图b 20世纪的抽纱机

例2-3抽纱机示意图

机械抽纱品种，通称刺绣抽纱(Embroiderylace)——在固定在刺绣机上的柿或

者纱类进行的透明刺绣产品。此类绣品的底枷有完全保留的、有做成孔洞刚格的、

也有完全溶解掉只留下刺绣线的，抽纱巾此类f法的运用范围晟为广泛。

表2-1典型机械抽纱种类列举

1种类名称 工艺特征 图片举倒 资料来潭

刺绣前使Ⅲ水溶性

黼 肯州抽纱厂

维尼纶材科为底邪．编

水{；￥抽纱 织后，将底布水溶掉仅

存留刺绣线的方法。

水溶方法发明之前

曾经使用过化学处理方

黼 oJ邮ace

暗花抽纱 法去除底布的方法，义

被称作化学处理的暗花

抽纱。(此类方法较_：lf古

老，污染人、对绣品的

破坏力强，现在仅存这

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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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薄纱或嗣眼纱上 jj-一舞一鬻网眼抽纱

i 6、，’，：1。。‘、顺着网眼的规律进行编
(m【】ace)

ji豢。溪鏊薰篱
织的方法，也称作Tulle

Lace)。

存棉质材料上进行

编织的品种。抽纱开始

使用的材料太多数是棉

棉抽纱 布-々主流，后来随着时
。

一

。
代的发展陆续出现了并

种不同的材料作底料，

这些在不同的材料上进

行抽纱的品种往往披称

作某某(与其材料相同

的)抽纱。

属于机织提花。19

廿t纪初期英国发明年1j巴

提花编够{机以米命名。

使H]利巴提花编织机制

利巴抽纱 作，用纤软的细丝一层

嚣一层的编织起来．具有

纤细优美的特征。因为

丝线细密、图案创作锕

织结构复杂，编纵速度

缓慢等原刚，利巴抽纱

属丁高档他的抽纱r吼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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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骨蕾丝经编机编

午骨蕾丝 制出的抽纱品种。特点

麟 ojp，lace
(RascheI 是|呈『案上土要线条被均

lace) 匀、平整的编织成条梗

形状。相对下利巴抽纱．

这种价格稍微便自：。

制作方法与利巴花

边相似，提花时在骨架

松散的部分上通常比较

通透，在图案的柄端使 ≯，7．‘√．．，’吖．。提花 用高密结构多制造出厚

^．．0、蛰j．。j、 o,jp／lage

实的部分，前者土要给

：一．、：·，曩一．、。‘’+÷。
人以精细的外观，后者

在于肌肤接触时有较好

的触觉高感受。也常被

州作服装里科使用。

中世纪欧洲千候贵

旗之间运HJ机器制造的

装饰在胸襟和袖n上的
镶带抽纱

饰物。多用租麻线或者

术棉线编制而成。 边 ojp，lace

将卷在绕线筒上的线按

照一定顺序交错编织一

边像提花机装苴一样的

制什{J1梗。



m纱n：服#＆H十∞应用‘jq}究

表2-Z典型手工抽纱种类举例

种类名称 工艺特征 图片举倒 资料来源

在羊皮纸或者纸

代替底布(预先面好

图稿)上．按照幽样

显示进行拼接花纹图

：霉；扎：．毒：鼍l理 Lace，跗页

样的手工操作。然后

切断多余的线头，将

针绣花边 绣好的线从羊皮纸上

取下来。这种方法形 藩鸶爨要状、太小以及抽纱削

案的形状和立体巷都

能够比较自由的表

现。是表现力十分灵

活的抽纱。

青州抽纱三

厂藏品

在抽纱崩的辅助

愁麓

底扳上(纸扳或者牛

棒槌花边 皮纸板)使用大头针

将图案的形状同定

好，在此基础上使用

线卷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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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织小带和梭织

结合的产品种类。设

计制作前先在牛皮纸

青州抽纱三

厂械晶

上画好图案，然后将

邈逡。渭
鼎带花边 小带子挂麒圈，寮的骨

(卣带丽) 骼进行盘绕，最后抖j

各种手法将带子围成

的空间填充起来。作

品错蒂有致，价廉物

将布片贴在主丰}

贴花绣 上，埘线将周边密密 矽
％ 汕头星林实

业有限公司
(补绣) 的固定，形成半浮雕

产品介绍
效果。

薅
‰

钩针进行编结的

鬣
青州抽纱二

钩针类
类型 厂样品

两种以上工艺组

戮 潮州【t问美台在一起的抽纱。如
混合类

刺绣10抽纱结合的逋 术全集p120

锦绣

2．1_4抽纱在山东地区的发展状况

一}tⅢ沿海地区是中幽抽纱艺术的超塬，山东省的烟台地区是最早引入抽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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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因此山东省的抽纱业一直非常发达，成为二轻厅出口创汇的龙头产业。因

此本课题针对山东省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

抽纱艺术自16世纪由意大利传入中国，当时的威尼斯花边被译做“万缕丝”

或“万罩斯”。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列强将抽纱花边手工艺传授给我国沿海地区农

家渔家妇女，当时主要传授的是欧洲的纹饰和针法，用洋布洋纱制作成抽纱产品，

再运回欧洲销售。

1894年英国传教士马麦兰(音)在烟台设立了教会手工学校，自此，一种被称

为“爱尔兰花边"的西方抽纱工艺在鲁绣之乡流传开来。

20世纪30年代，各类抽纱商行在山东半岛大量出现。据资料记载，到1936

年，烟台周边各县，专门从事抽纱绣花的商号、工厂有150多家，其产品占烟台

出口总数的50％以上。

潍坊地区也是山东省抽纱主要产地，其代表品种主要有：青州府大花边和百

带丽等。

1)青州府花边的发展状况介绍

据《潍坊市志》记载：青州府花边开始是在青州府(现在的青州市)生产，

因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在生产技术和工艺技巧上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全新面

貌。被称为青州府花边【1引。

19世纪末，青州的抽纱呈现出工艺精湛、技术娴熟、花式多样、手段灵活

等优势，制作的抽纱花边、发网产品远销欧美、澳洲等地。1900年英国传教士

库寿宁夫妇从意大利引进图样和原料，利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事花边生产，一

时盛行。抗日战争期间生产停滞，传统工艺濒于失传。解放后首先在青州阳河、

夹涧一带恢复生产，1965年在潍坊寿光、临朐、昌乐、潍县等地相继建厂，潍

坊市成为山东省抽纱主要产地。开始生产的抽纱仅限衣服的边饰之用，因此也叫

花边。后来发展为台布、盘垫、床罩等大小规格多样的产品形式，并在花边造型

设计和织工技法上发生明显变化，形成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青州府花边系山东

省独有的传统出口产品，被誉为“抽纱之王”和“王牌花边"。

由于全部是手工操作，在制作大型产品，如满工花边床单时则需先将整个作

品分割成单元，独立编织完成每个单元后，再将其拼接成完整的大套。要完成一

个2m×2m的床单大套，需要花费几个工人整整一年的时间，作品精美绝伦令人

18《潍坊市志》第二卷P7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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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寸了_÷?
誉j _j

青州抽纱三厂

图2-fi包含了全部18种工艺的作品(27cm×32cm)曾被用来培训工艺师。

日前青州府花边已经濒临绝迹．现在肯州抽纱厂工艺最好的师傅也无法进行

全部的于上技法的演示(图2—5)。受到市场效益、加工人员时问和技术上的限

制，青州府花边现在已经不再有产品面市而仪仅作为抽纱厂给考察参观的贵宾的

表演展示而存在着。

2)百带丽山东发展状况介绍

百带丽(——英文名字为battenburglace百带丽花边)花边的一种，是以机

制燕手『‘制作的掣：绣工艺品，起源丁几奉．往棒坊的历史短r其他花边。1963

年“fIll东省I：产品进卅口公州从f{木引进18·24萸'J小样，井冉吕邑研制牛』“，

1965年后确定在潍坊、诸城、寿光、』矗晰等地”腱加工，使其成为吕雌(现在

的潍坊)地区化边出I啪主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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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国际花边市场出现了危机，唯自带丽生产工岂属于半手工办机械化

操作，成本较低吐：吲际市场畅销4i衰。

百带1』|i的使用及其织好的嚣利，线带(有8经骷、6绎带、水浪带、连孔带、

空心带、实心带等)为材料，jH大头针将带丫盘订在印刷好图案的设计图纸上，

再用各种针法进行编结连缀而成，。其特点为罔案}次清晰质朴人方、色彩舆雅、

玲珑剔透。

百带丽制作成本较低，制作简便，丁艺效果好，经济实用用途r．泛。王要工

艺有8宁针、梅花蕾、桂花、编饼、爆水花、叠花、葡萄、削笼扣、各武编嘲等

数卜种。

目前山东省内除青州以外，日照、昌邑、安丘等地的抽纱厂均有百带丽生产，

产品多以外贸厨房、卧室用品为主，偶有生产服装配件和服装局部装饰。这些抽

纱厂的工人一般都是农闲的农民，农忙时节不能进行产品加工，致使牛产数最和

时问不能确保，蚓此许多抽纱厂正逐渐改用机械制造，但广：品质量较手工制作相

差甚远。

一带丽生产顺序电有单元』JII-E手工连接的环竹。不过这个单元加_[棚对青州

府大花边来说要简单得多。它足将机制小带先按照H案要求制作出大小不一的花

卉和叶f形状，然后使用各种不『叫于法连接成完整图案的过程(圈2—6)。

r工制作手法灵活多变，移j巧和折角处处理自然流畅，单元连接处自如半整。

而机械制作呆板qi硬，拐弯和折角处含混死板，单元连接处也常常出现断线托线

状况，残次品数量较多(罔2—7)。

a百带丽工艺削 b八经带



C花朵和叶J}(半成品) d成品床单局部(青州

图2-6}上百带阴不意凹

a领于造型

圈2 7机械制造的卣带丽示意图

b杯垫花样

图2—8百带丽装饰的服装

3)青州府大花边、百带丽的区别于联系

一’州府大花边和一带嗍都榭丁：于r棱织抽纱范畴， ：者之间有区刖也有联

系。#渺H腑花边完伞使用手I．1：艺，川人头针蚓定编织线的走辨，所有l割形的制

作完个他用棒槌绕线筒进行编结． 殷人J弘的【冬|窠先进行【『|1年}!f：的分：州，然后将

先成部分再进行连接：而百带_jf『化边!l!【|他用机制小带做为1：篮花，’r或H寨的菏

骼．然Ei Hj林槌绕线筒站含备种引法将零敞的骨架进行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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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3青州府花边和百带砸结构效果比较

比较分析 特
种

图片显示 图片来源 征

类
材料及工具 工艺

l 陶纸
精制棉线、真丝 网

2棒桃编织
线、丝光线，弧 眼蓁戮 青州抽纱3厂 成小块
麻布、棒槌编织 细

3．连接小块
而成，大头针 密

制成成品
__——

1图纸

2盘绕小带

人头针l蒯 网
棉线、业麻机织

唯
百遨 青州抽纱3厂 小带，人头针l州带

，棉线连织 稀

阴 定盘绕而成。
成小块 疏

4连接小块

制成成品

2．2服装设计中抽纱的应用范围

抽纱在服装设计的应用范围很广，几乎涉猎服装的所有品种和风格。

按照年龄分类，抽纱可以应用到奄装、女装、巾老年服装甚罕男装L}{】：

按j!({类别分：从内衣剑外套，从外出服到居家服饰，从牛仔装到淑女装；

按照风格分：从媾皮士到高雅淑奠装，从前1J风剑维多利北风均能发现扪纱

装饰过的痕迹：

按照装饰的部他分：从领口到袖L【，从帽r到手套，从㈨lJ剑披肩，从前脚

到后背均曾有人尝试过抽纱的应用。

抽纱在服装设计t”之所以能够成片I广泛，耿决与抽纱作品木身就是一剐独立

完整的艺术作·机它且打符台艺术设计的牡木审美原则，H柯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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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4服装设计抽纱应用的范隔

图倒 来源 风格类型 娄剐

国
I
●

I
淑女风格 内农

I

酹+二翔
维多利_哑风

婚礼服眇∽ wvrw．besIblml⋯s⋯
格

L弋
膝艰飘

2006北京服装腆览会 淑女风格 外川：皴

i 酴≮』
ir淘阁 前卫风格 外：f{裟

-■■■_

盟 淘宝网 结皮上风格 牛仔裟

、i■焉—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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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服装设计中抽纱的作用

2．2．1抽纱纹样具有装饰作用

抽纱口诞生以米就运川到了服装I．，真】F作为装饰纹样单独使Hj始f1 16仳

纪。当时十要装饰部位在帽了、领口、I|{『谍、枘11、前胸、下摆等部位。随精奢

’}风潮的必起，逐渐发展成满工制衣一一即整个服装从而料到结构到装饰全部由
抽纱完成。抽纱由于特别受到欧洲贵臌女性的喜爱，加上其图案纹样特有的柔媚、

精致、含蓄的装饰效果，仵服装设计中心用广泛。

运用到颁口部位的装饰纹样多以适合纹样为主：运用到袖口、F摆、前襟的

装饰纹样多以连续纹样为主：运用到前胸的装饰纹样多以单独纹样为主。一件服

装中多处使用抽纱作装饰时，除了考虑不『司部位使用不同形状、人小的装饰纹样

外，还璺考虑小IoJ形式的纹样2问的联系和呼应，要做到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

除了图案上的运用还有体积上的装饰形式，亦即运用人量的抽纱材料累积起

柬形成块、面对比的装饰，造成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抽纱线形元素在服装巾的运用．足指借鉴抽纱元素的装饰特点而未必指单纯

使川抽纱材剌奉身进行装饰的手段。借咎和吸收抽纱元素的特性作为装饰的服装

没汁师大有人在。比如“破坏”和“if}造”就有很多人使用。擅陆运用材料的大

师三宅生就做过类似的尝试。

表2—4大师设计抽纱及线形元素装饰典范实例

名称 来源 作者 图倒 分析

意大利1990

隧
编制类抽纱片j作袖口

外山装 费雷
91秋冬发布会 装饰

意大利1990一 拉格推A：

酬
抽纱f：艺编织的胸部

,ILN
9l秋冬 雄 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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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鼍
纽约2000春夏

疲爿 编结工艺的上装外小装 森英患
发布会

沙滩装 不祥 删 用作披肩边饰

意大利1992年 拉格菲尔 豳 网眼镂空的胸饰套装
春夏 德

袖口的 16世纪欧洲男 豳 16世纪男士袖口装饰

斟样，上部是展开圈，
不祥

■鬯曩j F部是对含以后的样抽纱 士专片I

式

2．2．2抽纱工艺在服装结构中的作用

服装结构设汁是按照人的体积转折特征，将平面的布料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

剪哉，然后缝合的过程。剪裁的过程固然重要，可是古话云：“三分裁剪七分做”。

也就是说缝合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剪裁环仃。剪裁的过程和缝合的过程均

神：甲面状态r进行。，即使是市体裁剪也是先将坯柑按照设计需耍进行预裁剪，

然蛞再铺到手料上裁剪的，m缝合冈讲究均匀疏密、松紧适度、外观、r整、农片

吃uI均匀等则必须在完全平面的状态F进行。

抽纱则不然。抽纱可以枉衣片平面的状态F纵造{n缝舍，如果将上2包制作

成人形，可在市体的状态F织造缝台。电可以按j!(i实际体积形态在人模上进行操

作，fnJ小必于Fi心伤害剑人体。

抽纱工艺作为服装结构(分割)处的联接手段，州能起缝合备农片的实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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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能只有结构线的装饰功能(H 2

1

圈2—7

2．2．3丈面积应用可做面料

抽纱及jC抽纱兀素作为Ifli$：}使川的时候，域费时费工，意味着组成整个服装

的所有表面一f以看到的爿5分或扦丰体部分都足⋯抽纱材料元素和抽纱工艺儿素

完成的。机槭化生产解决了时川这个问题，人人的节省了劳动力降低r牛产成本．

使得人Im积使川抽纱直接设汁服挑成为简单可行。(幽2—7—2)。

2．3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对抽纱起源后在欧洲的各个发展时期的研究，结合代表山东省特点

的两个典型抽纱范例：青卅『府人花边和百带丽的发展状况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捕纱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服装设讨中麻Hj范瑚广，应用风格多样。

2) 抽纱町以在服装设计巾做装饰作用

3) 抽纱工岂可在服装结构-p起作用

4) 大Ⅲ积的抽纱可起到面料的整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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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抽纱在服装艺术设计中遵循的审美原则

任何造型艺术和与造型艺术有关的设计都必须遵循形式美的原则，服装艺术

设计也不例外，作为设计师应该具备熟练掌握不同材料合理运用相关规律的技巧

问题。

服装艺术设计亦如此。大师只所以称为大师，不单单因为他的设计作品有好

的剪裁、工整的做工、华丽的装饰以及优美的外轮廓，更主要的是他在对材料的

掌握和对审美情趣的独特理解上。国内的服装加工业也有工整的做工、辅料业也

有华丽的装饰品、裁剪师也有丰富的裁剪经验和优良的技术、设计师也能设计出

和大师相同的外轮廓，可这些环节的综合却不完美，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却不是本课题急需解决的问题。本章要解决的重点是如何看待抽纱在服装设计中

体现形式美法则的问题。

3．1抽纱在服装中的形式美

服装设计中运用图案、配件、色彩、结构变化、装饰等手段可以达到服装整

体统一、局部对比、色彩和谐、主次呼应、有节奏有韵味等效果。

在从事服装设计之前，设计师需要的有明确的意愿、目的等精神要素，并将

之实际表现在材料、工具等具体的“物”上【l 91。

设计师先有意图然后在材料的把握上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其次在形式美的原

则上有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才能驾驭。本章我们就探讨一下有关服饰的形式美和

抽纱在服装设计中体现出遵循形式美法则的优势。

； 合适的材料加上形式美原则就一定可以创造出艺术作品么?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没有设计师主观的美感经验和正确的方法做指导，就无法赋予作品内在的

涵义，失去了内涵的作品也就丧失了生命。但有一点必须承认：违背了形式美的

设计规律，就更谈不上艺术设计。

结合第一章总结的抽纱形态元素可以看到，组成抽纱产品的最基本元素是各

种不同质地的线，或者说构成抽纱的最基本的材料元素是带(线形)。那么，如

19(日)朗仓直巳吕清夫译．艺术·没计的平面构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1992年6月第
三次印刷．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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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简单的线性元素是否”，以满足女装{5}计中点形、线形、而型、体秘(空问)形

态的塑造任务呢?答案是}7定的，使忤j棒槌、棱子、钩引、棒针等I：具结合不同

的1三I：工艺，叫以将一条线做成任何J移状。

表3 1抽纱在服装设计中的形式黄体现

图片 来源 体现原则 分析

袖f和裙子上都使HJ丁抽纱1．艺

涿 D1c VOGUE 1988N 是为协调．但袖口可裙子上的抽纱
协调、对比

在材料厚度和颜色上产生黑。』一的

强烈对比。

科= 抽纱是对底料的处理，广哇镂

空和流苏效果，本身是对使用相同
视觉中国网站

譬 协调、对比 面料的质地产生的对比，本幽倥州

!剖 了抽纱上艺的手包，则构成了与上

衣的坍调统一效果。

甲鼍
抽纱花边的层层叠叠的累加形

．遵
视觉中国网站

节奏、韵律 成U奏感，在运动中重复的花边不

断的集中和扩散，m0形成竹奏堪。



№纱d：服姨鞋汁十的碰卅，Jq}宄

婚
I．农为牛仔面科。帽f山毛呢．

f．、
视觉中Jq阿站

多样、统一 裙子是绒线编织的抽纱作品，多种

^

r．

质感的统一协调的范例。

u、

从整体到元素足分解的过程，也是认知的过程，分解过程是创造，从元索冉

到整体就是组合的过程则足一个再创造的过私t。用简甲创造丰富不足非常复杂的

事情，复杂的是对“简单”和“丰富”的概念的认识以及对复杂的分解。

根据抽纱艺术的T艺特点，奉课题着重从构成抽纱产品的材料着于，提炼出

抽纱材料的形态基本兀祟——线型，并通过分析线形材料的造型特征，将线型元

素塑造点、线、面、体积(空问)四人类设计要素优势怍了归纳分类。

线形是本文归纳的抽纱的材料元素，是组成和构成其抽纱品叶1其它形态的最

基本形态兀索。这个论J_跟平常设汁艺术理论中的论述有些差异，这种差异取决

与在抽纱材料小身的特性。存儿乎所有的艺术设计理论中“点”彳是整个形态构

成罩蛀最基本的形态炎’‰并山点自l成线．山线组成而，最后⋯而构成体秘，⋯

点、线、血和体积兆同构成空剌。本文只所以规定线为基本构成元素．源J：抽纱

产品的特殊构造——以线为造型元素的罔案组成形式。

本小节表述目的是解释如何把线变化成具有视觉意义的点、线、面、展现体

积和空间的。

3 1．1抽纱造型形态分类

像一切造型艺术及设计。样，服装艺术设计也存往最基本的单{讧——形念。

形态足，“品外观的基础，仟扣n“r讯yL-有4i旧的形态㈣。和二维空|1jJ的、FIlli设计

艺术干¨『nJ，人多数，“品的肚本形仑足¨1点、线、而结合所产‘r的综合视觉效果。

那些山丛木形态组成的形象式样的规律就是形式共原则。这些^￡小形态包括：点、

线、Illl、体{![!(抽纱1：岂产乍特别的卒问感)等．山这‘j基奉形态按照【匕例、稠

20瞄、掣衡艺术设计美学武ij【人学Ⅱ¨扳朴武汉2000 7第一次印刷P12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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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一、对比、韵律、节奏、呼应、主次、对称、平衡等构成的各种形式方法

就是形式美。

形态是有个性的。当这些视觉元素相对独立存在时，就会强烈的展现出各自

的个性。比如“点"具有集中感、“线’’具有延长感、“面”具有重量感以及面和

面的组合形成体积感等特征。抽纱J下式将这些基本元素巧妙的融合在产品设计

中，表现出抽纱产品形态丰富多彩的视觉魅力(表3—1)。

1) 点

单一的点具有凝固视线的效果，两个以上的点会产生动感，大小不同的点可

构成不同性格和不同深度的空间感，而点的连续又会产生节奏、韵律、和方向，

将点做成呈规律间隔的图形会产生线或面的视觉效果，等等。

2) 线

是点移动的轨迹，又是面的界限或面的交叉。线本身具有力度和运动感，直

线表示静，曲线表示动，这种动静感支配这人们的审美情感，由此产生的垂直线

具有庄严、坚强、稳重之感，水平线具有宁静，安定、平和之感，斜线具有向上、

积极、飞跃之感，折线具有冷淡，坎坷、不安定之感，曲线具有优雅、秀美、柔

和之感，等等。

3) 面

是立体的界限，可以是点移动而成的面、点扩大而成的面、线宽大而成的面；

亦可以是点密集而成的面、线集合而成的面、线条环绕而成的面等等。由几何曲

线组合成的面具有单纯、明快、简洁的审美特征。由非几何形组合成的面具有纯

朴自然的情感特征，在面的构成中，由于重叠效果的巧用，往往产生多样化的变

换效果，使面的重叠更具视觉吸引力。

4) 空间和体积

抽纱是在面料上先进行刺绣，刺绣完成后的图案具备一定的厚度，产生半

浮雕的体积感；将多余的面料用剪刀剪除造成镂空，这个过程是制造空间的过程，

使原本仅具备“长度”和“宽度”的二维状态的平面面料加入了“深度”特征，

形成三维空间感。

从字面上理解“服装”就是“服"和“装”的密切组合。其中“服"为主

体，“装”则居于从属地位。艺术设计中讲究的形式美原则主要就是处理好主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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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和次要部分的关系问题。抽纱艺术在服装殴训巾，除了完伞使用批纱完成服

装咀外，基本属卜叭艋地位。研究抽纱仟服装|殳汁中的形式荚首先理从研究抽纱

和服装t-体的灭系外始。

扣I纱按照其构成特点，在服装设计巾表现：点、线、面、空间彤卷特征。

裘3-2抽纱在塑造点、线、面等形态的分析

形状 图片 分析 来源

雕绣的虚点一中卒的点。通过抽墩或剪 汕头星林
、●’，’，、

际底料户：生的点。具有通透、空灵的层 实业有限
●、●、●、●

次感。 公州产品

’●、，、●、
介绍

点

实点一由线缠绕稚结而成的且有具体彤 汕头星林

状和体积的点。Jl有灵活，尖锐方向感。 实业有限

公司产*

介纠

●●二，i，●●●。●●●●I 流苏点化线——是动，流通、活泼、善 汕头旱林

线 黼 变。 实业有嫩

公rd产舳
和

介绑
点

化

鞠
擞线服袈，线的密集和重复。表现强烈 汕头吊林

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实业=i了限
线

公司产-铺

夼纲

而

慧
虚点构成虚线，虚线圈成晰的范例。I_ 汕头址林

和 观点，面在面秘和层次E的对比。 殳、№有限

^ 公司产品

化 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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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r丫v v 1 点状的小块面积。又由这小面积的重复 汕头星林

l◆◆◆● 组成线的盛觉，再南线的驻复构成新的 实业有限

-◆◆◆1I 面軎{。 公司产品

-◆◆◆．_ 介鲋

．▲▲—LJ

3．2线型材料造型特征及分类

线从形态1．口了分为电线、曲线、折线、虚线等。母种类型的线条体现备闩不

『叫的个性，苴线爽快率直，简洁通透，带着许多阳刚之气：曲线莱荚温和、委婉

ur人、带有螋许的阴柔之荚；折线曲折律动、尖锐刻薄、带有隐隐的不安伞囚崇：

虚线岩即若离、似隐似现、带有欲言义止的含蓄意味。这些线条依然除了本身具

备内涵还可咀按照比例、数列、放射、发散、旋转、对称等原1Il|J进行排列组合，

从而生成更加1：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

线按照它的视觉效果分炎可分为实线和弱线两类，服装中的线明确、方向性

强，具订一定的体髟{感，例如腰特、花边或带状陶案，属丁实线：弱线则有较大

的隐敞性，例如缝纫叫线或服装分削结构线。作为抽纱儿豢的“线形”材料更多

的足利喇线，它有时完个隐藏在图案当中，卸委实足构成整个|冬|案的兀索。有

pb抽纱品种如白带丽中的带f形状较宽，所以在图案中能够A接作为花纹的边缘

线或骨骼线使用。

3．2．1线型装饰表现韵律和节奏

无沧实线还是虚线，无论是肌线还是直线在服装设训中均能体现韵律感和节

赛感。

如f．所述，抽纱元素的线是弱线，必然引小起强烈的视觉教粜，H能通过大

量线条的重复和暖叠使其达到一定的最，刊能成为一条“实线”。线晌量化存这

‘B就盟得f分重要，线条的粗细和长短需要结合服技的设iI要求进行评价，没有

具体的操作尺、Jn专然也可以战意I'FJ扩人线本身的体_{_【!令其变成粗线以求适应址

讣需求。

线条的大量重复不是没有规律的，按照小『州的距离小H的重量感有比例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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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复．就形成1，奏。在重复的过程中有起伏、有丰次的变化这些节奏，就形成

韵律。同时线具有方向性，可以引导视线朝线的两个端点移动．竖线的使用可以

起剑拉长人体高度的错觉。当然这种作用随着线条的大壁重复，水平方向被强嗣

了出来，反过来影响到宽度的变化。

l 2

三宅一生作品 我行我素服装论坛

圈3—4服装中线条重复的范例

幽3-4—1三宅一q：的作品，使用颜色矛¨叫度小同的轩i的乖直线条重复和节奏

1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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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视线产生的上下左右摇摆，体积上从上到下有收有放，线条的距离根据位

置的不同产生疏和密的变化，使作品即使是静止的时候也隐含着动感的韵律美。

图3．4b．完全由线构成整个服装，线的密集产生更浓重的色彩、形状和强烈

走向趋势，线的稀疏表现出色彩的灰阶使单一的黑色显得更加有层次。整个服装

呈现出律动感和节奏感。

短线条的密集排列，并随着身体的扭动产生疏密变化和灵动感的时候，也是

符合韵律特征的。例如流苏的设计。单个流苏元素的形状可以是任何有趣味的形

态，组合后产生一条与主体相垂直的强装饰线，并在运动中呈现韵律感。

3．2．2点型装饰体现强调对比

点在服装设计中一般用于局部点缀，可起到点缀与呼应的对比和谐作用。理

论上将线元素的两端进行连接可以构成点，这是最原始的“点”。构成后的点在

视觉上依然很弱，仅略强于之前的线。抽纱线形元素线可以通过工艺手段完成

“点”的构造。传统工艺中制作点的手法有：打籽、葡萄扣、蜘蛛针、扣锁等。

线形元素构成形态的规律中，构成点在形态时根据点的实际效果可形成实点

和虚点。如果线圈中空未被填充色彩前，只有一个虚点没有形态意义．通过增加

线的粗细和长短增大点的面积或改变点的形状使之变化为实点则能获得更强的

视觉效果。原则上点越小点的感觉越强烈，但要观察与之对比的面积大小。虚点

虽然视觉冲击力小，但是性质含蓄妩媚，如果虚点密集可以形成可观的线面(如

图3．4．1)和网络(图3．4—2)和小块带有形态的面积，由此产生的与面料质感的

对比则能增添服装的神秘感。

在服装上“点"一定要有面积才能显现其视觉意义。至于什么形状的点“点"

感强烈，原则上相同面积圆形更像点。圆型是没有方向性给人最稳定感的点。其

它形状只要大小适中几乎都可以被称作点，所不同的是这些点一旦超过一定的面

积，人们就自然的按照它的原始形状来称呼它或三角形或五角星等等。另外除了

圆点外，其它一切点皆有方向性，都可起到引导视线的作用。

点通常是视线集中的地方，有时候与点相连接的线随着点的移动形成新的网

路，从而也就产生了放射、发散、集中、收缩等视觉变化，在二维平面图案上构

成三维空间效果。服装设计中不论什么样的点都起到点缀和装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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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点的装饰作用可以亚具体的分为三种情况：具有功能性的点、有补充性

质的点、产生对比效果的点。

1) 具有一定功能的点是功能点

形奄如纽扣、拉链头等。

2) 用于补齐某些不完善或过于平淡的部位添加的点状形态是补充点

如布质花朵装饰、局部刺绣等。

3)为了与大面积部位形成强对比产生跳跃感而添加的点状形态是对比点

如丝巾、胸针、首饰等。

：

◇簿毋0

。蝗瞳蝰．@
k。

圈3—5服饰中点的范例

如图3-5—1是由网扣构成的虚点，虚点组成谢构成帽f后，可作为整个服装

的点形态出现．视觉效果弱。

图3-5—2是由水晶制成的脚罩．蹦格状结构。

图3—5—3是酬型虚点，由r添加了底衬，形成与面料截然相反的色彩和质感

对比，视觉效果强，并产生弱宅问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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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3-5—4是色线柱绕的手¨予．只宵功能性的点。

3．2．3面型装饰体现细节

构成点的线越长，点的l面髟!就会越人，最后形成其有小型“面”的特征的形

态，但跟粘个服装对比起来还没有达到4坤#或者结构的要求，圳此还u，以称作点

状形态的面，即小型面积。服姨设训一}I小剐面积的形状变化与形状邢颜色和罔案

的变化使整体服装产q三装饰的效果，并能起到丰富细H的作用。

小面积的装饰在服装中一般不起到_+体作用，仅与主体广‘生对比和呼应笑系

起装饰作用，同时它又可以各自为歧，成为一个独市完美独奇的图案作品。

作为装饰用的小型面积相比啦纯具有形状的点在形状、人小、色彩、图案等

方面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它由基本点和线构成，有独立图案的内容，并且可

以在图案里套加补充结构更为复杂和含义深刻的图案，是服装设计中不可缺少的

细节体现手段。

／
视赏中国阿站

图3 6小块面积的运用

3．2．4体积的塑造体现空间盛

服被殴}t中体积的蚺造直接影响蹬}I ji体造型和外轮廓。

塑造体积之前需要了解而的概念。而是塑造体积的重要形态，也是体积转折

的界限。抽纱造，诅元索的线奉身较弱，塑造体积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借助元紊的改

造平¨创新先成，例如使用加掌H的线彤儿袭等。

笔者把服装中和体秘有关的构成分为』大类：层次塑造体秋．块㈨结构塑造

麓．一r一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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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空间塑造体积。

1) 抽纱元素用镂空构成空间感

像所有的线形构成艺术一样，如书法艺术，在运笔或运用线条的同时，墨

条产生的飞白现象以及线条与线条之间的留白都是必不可少的；或如剪纸艺术和

皮影艺术，在线条构成的阴阳之间徜徉。

抽纱艺术中镂空工艺如书法的飞白，通透、空灵；如同剪纸艺术的阴阳交

割，在未编织的部位出现空白的面积和形状，造成了空白(虚)和实际(实)两

个层次。

其次，线、点、面因为编织的密集程度不同，可产生色彩上的黑、白、灰3

个层次，而且这个层次还会因多少、粗细、大小变得更丰富。服装工艺手段把线

条和由线条组成的各种形态进行重复和累加，弯曲变形、抽拉扩张等处理，产生

褶皱、重叠、反复等层次。(如图3．7．1)

2) 抽纱以块、面结构营造空间感。

“块’’的概念有占据一定空间的意思，亦非一般视觉错感，而是客观存在的

实体。块的表面覆盖着面，块的形状和大小由面的表面状态和特质决定。

塑造块的面是否具备可塑性，例如弹性、延展性、定型能力等。而面又可以

由线组成，因此线的形状和大小、粗细以及线的可塑性也值得研究；再进一步讲：

线由点(球)组成，因此点也有上述问题需要解决。

总之使用到的形态越小越细致，最后形成的块的形态就越厚重，反之，仅仅

是面的包裹而成的块实在是不具备可观赏性。(如图3．7．2)

3)构成——塑造空间错觉

服装空间的塑造就是运用设计元素在组合上按照特定的方式构成点、线、面

的视错移动，从而生成所谓的体积和空间的移动，达到塑造空间的目的。空间感

的塑造可以分为两大类：真实的空间和塑造的空间。真实的空间是实际存在的、

感受得到的空间：例如由块面直接构成的空间或由镂空造成的层次都是真实的空

间。

像平面构成那样，以一个点为中心进行线的发射，就可以把视线先集中到点

上，然后随着线的方向来回移动，造成空间错觉。这种方法没有真实的空间存在，

就可以归类到塑造的空间。一般在服饰图案设计中使用，可按照具体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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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局部和整体的策划后实施。按照惯例需要把人的视线吸引到人脆的部位，作

为主导地位的点般出现的脖颈附近．当然也可以根据小『司的设计风格进行反常

规处理。(如罔3-7-3)刚格状的构成图样。

图3 7空间感塑造

3．3抽纱改变服装面料的表面肌理

抽纱的镂空可以肘现有的面料表面进行处理：川抽纱改变面料原束的质感形

成新的肌理效果。例如抽取经线或者纬线使表面造成褶皱交义：击断经纱和纬纱

制造桐糙的表面等处理方法。

抽纱的工艺主要有：抽、断、绣、雕、挑、锁、勒、编结、被贴等手段，这

些手段除了单独使用之外还r叮以多利；以l：的下法综合进行。不但能改变面料表而

的质感，还能直接影响到砷科经纬结构变化。

表3—8抽纱在面料表面肌理塑造范例点评

典型图片 分析说明 来源

，’7 ． j
2006全国面料花

抽敏而料纤维后折叠缝合的效果，有不规

‘4毒一。 样设计大赛获捉
则的曲线感：讧体感、以及重复的节奏感。

名奖作鼎

霞囊誊
抽取面料的经纱后，纬纱的白然排列出现

2006全圆面料花
人小不一、彤状并异的空j|可，形成空间上

样设计大赛获优

纂鬻透 的，鱼化．再缀以金属片做皴饰彤成材J贞上
秀奖作品

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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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晶在闪光面科l。覆盖屡薄纱，然后 2006仝固向料花
!

将渖纱剪小花彤，{耳添加矗体花朵。造成 样设计凡赛获优

r—
j 实体与空『日】的对比、J毕重1』轻薄的比较。 再奖作品

一+
t乏I ‘≥：

』ji“墨裂≥
_ 在已有平而嘲案的而料l添加放射装编 2006全【q而料花

{} 。

：

彭{线条，产牛实体空间与一维空间的对 样设汁人赛获优

，一篙§，?!耋： 比，从Ⅲ彤成层次感。 秀奖作品

～～“1薹t囊强≥

2006全陶血科花
多培次的牵札、覆盖求I重叠，具有更丰富

样投训人赛获银
的垲次感。

奖作品

3．4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分析抽纱造型形态的分类，深入研究了构成这些造州形态所需要遵

循的形式黄原则，并指出各种形态在服皴殴计中的具体体现和实际作用。通过研

究得出以卜结沦：

1)抽纱的造型形态分为：点、线、面、空问四人类：

21抽纱的点性装饰可以在服装设计中起到强调对比的作用；

31抽纱的面型装饰可以在服装设计中起到丰富细审的作用；

4)抽纱的线形装饰一叮以在服装设计中起到体现韵律和节奏的作J{j。

51抽纱通过塑造体积实士见空叫感的塑造。

61抽纱的工艺方法可以政变面料表面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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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线形元素材料创新的方法

4．1抽纱材料创新的意义

服装设计中面料是最基本的材料，而抽纱的材料创新，因为改变材料的组成、

外形、色彩等，直接改变了服装材料的构成形式和外形，甚至最终引发产品的改

头换面，因此应当归属于服装设计中面料的二次创造范畴。抽纱材料创新隶属于

面料的二次创造

面料和材料的设计在服装设计中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范围。随着国际市

场的扩大和国际交流的增多，国际上新的面料设计理念正逐渐影响到国内市场，

国内科研部门和生产厂家认识到新材料研制和新型面料生产的重要性，在研制新

材料(功能性)和新型面料(艺术性)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尝试。近几年的国际

纺织博览会就集中体现出了这一点：来自国内外的厂家在面料的质地组成、花样

设计、表面艺术处理以及材质创新上暗自进行着较量，就连中国面料花样设计大

赛的进行也成为新型面料开发的一个焦点。

对设计师来说，服装面料就是他的合作者。“材料之于艺术家或设计师，犹

如乐器之于音乐家。"面料是一切设计思想体现的载体，失去了面料的支撑，设

计就如同巧妇难为的无米之炊。设计和需求是无限的而市场是有限的。市场上的

材料再多有时也难以满足设计师的需求，现成的材料和预想的效果产生矛盾的时

候，面料的二次创造在服装设计中的地位就越发显得突出。寻找多样的改变服装

材料的手段和方法实现面料再创造是服装设计能否推陈出新的一个突破点。

个性市场日益求新求异，个性化的设计在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

时还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心理需求，服装理所当然的具有了表达身份和品味的

象征意味，人的品位和地位似乎与服装的内在价值成J下比；实现面料的二次开发

也给服装注入了新鲜的科技和工艺成分，不仅使服装的语言更生动、更丰富，还

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感染力，给服装提供了升值空间。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创新材料的过程也影响着服装设计开发，材料创新过程

中出现的偶然和必然现象能够从侧面激发设计师的思维并可能引导创作。

时装界某些大师就热衷于探索材料创新，并以此演变成个人风格。比如同本

设计师三宅一生最擅长在面料上制作形状各异动、动感纷呈的褶皱，非常富有个

人特色和地域特征，国际上称之为“一生褶”。他甚至拥有自己专署的面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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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之进行各种面料创新设计。另外许多欧洲的设计公司也有专门的纺织品公司

单独为之设计面料。面料创新和设计创新有机的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优秀设计

公司与众不同的设计风格和骄人成绩。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妇女也在劳动中无意识的传承着材料再造的技艺。如苗族

服装面料质地简单，色彩单一，有青苗和黑苗之分。青苗喜欢穿着青色，而黑苗

喜欢穿着黑色。简单的黑色和青色并没有让苗族服饰看起来简陋，相反苗家妇女

用勤劳和智慧把自己打扮得分外美丽。他们在服装的衣袖和下摆边缘拼接色彩鲜

艳、图案精美得的绣片；如苗族喜欢在服装的衣袖和下摆边缘拼贴各色鲜艳的布

条，将裙摆边缘进行蜡染，压出细密褶桐；侗族的盛装刺绣精细华美；壮族喜欢

在服装上装饰银牌、银泡有些再加以刺绣，民族色彩相当浓郁。正因如此苗族服

饰曾经在日本展出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誉为“最有魅力的服装。"

中国古代服饰曾经是面料装饰再造的典范。从十二纹章到文武补子：从彩绘

到刺绣；从桑麻到丝绸无一不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最为惊叹的是清代皇族服

饰，从选料的精美到庞大的工艺量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比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

件清代满地绣黄袍，金银丝线布满整个面料表面，不露一点底料。下摆处白浪翻

滚的大海纹样用料考究极致：其中白色为直径0．2cm的南珠、红色为直径0．2cm

的红珊瑚，所有这些珠子都用纯金线和绿线串编固定，值得一提的是绿色线为孔

雀羽毛纺织成线，这种丝线在光线变化下能够变换出蓝、绿、紫三种色彩，真是

令人惊叹不已。

如果抽纱元素作为服装的设计元素具有多功能性的话，把这种功能延伸开

来，就可以在面料二次创造上收到更完美的成果。

·4．2常用的面料改造的美学原则

服装设计中改造面料的过程就是材料再创造的过程。

服装设计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材料再创造是增强设计的艺术美感为目的，

所以在创造的过程中必然会遵守一定的美的规律。基本上可以说，设计者在进行

材料再创造时需要遵守既新颖又和谐的基本美学原则。

服装艺术设计中常见的材料创新侧重于审美，从改变材料的外观、视觉效果

和肌理效果入手，属于面料的艺术创造，而非纤维材料性能和织造工艺、以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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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的创新。

服装面料的二次创造原材料通常在现有的面料上进行。通过使用刺绣、抽纱、

贴补拼接、机械褶皱、磨砂、撕拉破坏、数码印花或染色等手段改变原有面料的

表面质感、肌理效果、手感等，就是面料的二次创造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4．3线形元素的材料创新途径

材料(material)由于决定形态、色彩、质感等要素，广泛理解材料，使经

验更为丰富乃是根本而重要的事情。【21】

在狭义的服装设计中，服装成品是整个设计过程的终端，材料则是支撑一切

形式和内容的载体(广义的服装设计还包括市场设计，本课题不做累述)，设计

师通过钻研材料的性格和秉性，掌握材料本身的形、色、质地等所传达的信息，

并合理运用到作品以达到传达美感体验和表达内在情绪的目的。

材料和工艺之间存在和对比和谐的关系：当材料极其简单的时候，工艺制作

可能非常复杂用以获得材料构成后的丰富效果；反之，当工艺手段极其简单的时

候，材料本身形、色、材质的构成就尤为重要。

抽纱元素作为原始材料很简单，就是一根线(带)，运用各种手段让这根线

活起来(如青州府花边是18种工艺)。这种材料和工艺之间的状况符合所述的第

一种情况：即使用最简单的材料达到最优秀的效果。百带丽的带子种类多一些，

基本属于后者：使用较复杂的材料使用较简单的工艺达到优秀的效果。

从抽纱艺术中我们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设计师如何熟练的使用各种工艺利用

最简单的材料塑造图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工艺品的气息。结合当今纺织品面

料市场的流行趋势以及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的纺织品表面再创造等课题的影响，

对抽纱材料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和发扬就显得日渐紧迫。 ，

材料设计手段的不断创新，扩大了服装设计师的想象空间，能更好的促进设

计进步。因此，我们需要对抽纱元素从材料的角度重新审视。

作为服装设计师，首先必须了解目前市场上所有的设计材料，最为重要的

是对那些已经出现的材料和可以利用的方法能够充分认识到其造型的可能性，并

在紧要关头能够不厌其烦的加以利用，在利用的过程中再加以改造。

21[同】朝仓直巳吕清失译．艺术·设计的平面构成．I：海人民美术ff；版社．上海．1992年6月第3次印刷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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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线形材料的设计创新

如果把所有能够找剑的抽纱元素材料岁列⋯来，就会发现线形7c豢概念下的

原始材料其实足所千j带形材科叶1的极小一部分。!ffJ一带丽，忙晶的带r品种虽然较

多，仃8经、6经带、珍珠带、水浪带、连孔带、空心带、实心带等多种形式，

虽然名称很多，但颜色接近和材质相刖，加L制作工艺的重复，产品品种并没何

川此有太大区别。

那么除了抽纱元素的这种原始形态和材质之外我们是否u，以再尝试其他材

料呢?足否还有其他现成的材料-Ⅱ叭使片j皑?

目前国内有很多制带厂家，加工qj产各种机器和手工订制的带子，品种丰富．

色彩斑斓，有些带子经过形态扭曲和材质混用效果出奇的好。如果能把这些带子

结合百带丽手工工艺作为服装设计的要素，不但将大大丌拓设计思路，还能增强

设计作品的J二艺含量和可观赏忡。冈此尝试新材料的创新开发设计和利片j对于线

形元素概念的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

袭4—1现有不同材质的带型材料点评

材质性质分析 来源

2006上海纺第{博鬻黧 条形纱底、缀以毛皮、刺绣，球片、金属片
览会．纺织机会

村质丰常，变化多样，对比强烈

茹鋈霪霭 流行色概念展台

2006卜海纺织博蓑麓岛美 锦纶、涤纶为原材料的细绳编织而成的带形
览会，纺纵协会雾攀懑 动感、重城感、装饰性强
流行色概念展台

删兰
薄纱或薄棉为底，缀以亮片和各种丝光带盘 2006上海纺织博

绕，土体形象突㈣面料和裂饰形成强对比， 览会，纺织协会

色彩变化丰富。 流行色概念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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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咄’+2埘‘2日∞__矗!b划
2006 l海纺织博

7，辩篷笺、。氇吣 备种编织的纯棉花边。色彩淡雅．质地柔软，
览会．纺0}协会

莲旃瀚
温立尔雅的堪觉。

鲞攀藩警寄龋 流行色概念展台

根据时代进步的要求对原始的抽纱元素提出新材料创新的概念：亦即所{胃新

材料的创新是指：在抽纱元集的线，州坫础l一，在不改变线的外脱形态的前提r，

通过改变线的形、色、材、质、以及构成形式等要素，达到材料创新的目的的过

程就是抽纱线形材料的创新。

4．3．1_1形状宽窄的变化

正是因为线形元素本身的简单给材料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抽纱元素是

线。线是点移动的轨迹，如同点被赋予了面积和形状一样，线也被赋予了粗细和

宽度，尤其在服装中，这个线必须具备一定的宽度和面积才能感受到柬自线的分

隔效果的视觉冲击。但是如果宽度太宽自然会有而的倾向，自然形态的线逐渐减

弱，而带有面的倾向。

【“J和线区别起来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界线的，刮什么程度才是线?什么程度爿

足面呢?这种区*U将会吲为比例关系而小『一。造型理论上认为：我们再柬同样

或类似的线群时，即使是相当相的线，也根容易形成线的认识，而二|,tifl】。

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在面积和长度对比较强的情况下在宽度变化后仍

然具备很强的线感。这就为材料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3．I．2借鉴的方法

新材料的创新会不会因为抽纱元素的简单而变得相当困难呢?

借鉴是材料创新的常用手段。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方法之就是：彻底还原

或分析到“元素”的程度，再将之综合起来的奄度㈣。现代仄学和生物学L}】．

也最重视生命体的终极瞥位的细胞或DNA的研究。

就像人体晶基本的单付是细胞一样，抽纱的线形兀索就足构成抽纱备利-形态

22(LI)朝仓赢L吕清丈i荸艺术·设计的平面构J戍 J海人睢美术出版社上海1992年6
H第二次cpBtJ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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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基础要素，因此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非常简单的；与医用科学和生物学中

的细胞或者化学中的分子或原子非常相像。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世界，万物都是由分子或原子构成的，基本成分虽然简单

但因之排列组合的数量和形式发生了变化，由此产生的物质的最后形态在外观、

在本质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从社会的角度看人是个性的，不但有男人女人分

别，有人种的差异；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在不同的社会场合扮演不同角色的差异；

有每个人的性别、肤色、相貌、性格和气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是区分每个不同

的人的标志。

在医学上，人显示出共性的一面，这种共性之一是指人体的组成最基本单位

的元素都是相同的。每个人体皆由细胞组成，组成细胞的最基本成分是DNA，

众所周知的是：DNA的组成成分都一样，由于它的相同使得相同物种间存在着

共性，由它的组成形式的不同造成了社会人的千差万变的个性。

构成生物体(人体)的元素单位很小——外形单一、构造简单的细胞，其组

成成分DNA却可以根据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区分丰富多采的动物世界，并且值

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些外观看来差异变化悬殊的物种，其内在构成元素之

间的区别却并不显著，相反这些区别都隐藏在极其微妙的变化中，这种来自元素

本身构成的变化正是诱导各种生物物种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DNA的生长规律是遗传得来的DNA链被生物体不断的复制着，当复制出现

问题的时候(通常这种变化是非常微妙的)，被破坏掉的DNA继续被大量持续

的复制，此时生物体本身的机能就会发生变化：生病、变异、甚至死亡等等，而

且这种变化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并由下一代在继续复制的过程中出现更新的状

况。

由医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抽纱元素的线虽然简单，但它可以通过改造

自身的形状质地，再以不同方式的复制，就可以获得崭新的面貌。我们暂且称这

种特性为多线形元素的多功能性。体现抽纱线形元素的多功能性有以下三个方

面：

1)造型的多样性：

首先线作为形态设计元素，其材料本身的可塑性可是使它iliON的完成造型元

素中的点、线、面、体积等，并且根据要求这些形态要素的大小、宽窄、粗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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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任意变换，通过变化大小不同的形状来适应服装设计各个部位的要求。。就

像医学中的细胞功能理论所说，细胞的形状和大小在原始状态都是相同的，因为

位置和功能的不同，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而变得有些功能退化有些功能被强化

起来，形成形态各异的细胞外观。

2)结构的灵活性：

其次在服装结构设计上还可以根据艺术设计和功能设计的要求在人体的任

何部位变化任何大小的形状，制作手段灵活多样，即可以进行平面制作，又可以

直接进行立体制作不受裁剪的限制。

3) 材料装新的复杂性：

在材料创造和运用上通过改变线本身的形状、色彩、材质、构成等要素，可

以起到“于无声处见春雷"的效果，这些都很像DNA链的复制过程极其相似，

链条状的基因链被不断地复制的同时不断改变，这种变化着重体现在材料的创新

上；抽纱元素在图案设计、结构以及工艺制作上都变化丰富，因此它可以跟其他

面料结合使用适应服装设计中不同的设计风格。

所谓抽纱元素的多功能性严格意义上讲仅属于一个设计方法，它仅说明借鉴

其它相关理论研究的成果可以给设计创造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细胞功能理论和

DNA链学说体现勒现代艺术设计构成理论朝着元素阶段深入发掘的解构主义的

到来。借鉴这种理论也可以成为材料创新的方法和规律。

4．3．2线形材料的工艺创新

由抽纱元素组成的形态单元进行连接时主要有三种连接方式：连接、分离、

重叠。如果把整个服装展开来就是一个大的平面图画，这个外形复杂的图画里跟

平常的绘画相同的是：它必须有自己的构图以及构成图案的具体形状和色彩。只
÷

不过在这里，这些图案的形态不是画笔描绘出来的，而是由抽纱元素构成单位形

态，然后连接上去的。

4．3．2．1抽纱元素构成形态的连接形式

抽纱产品工艺的主要元素是连接，这种连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抽纱图案

内部连接；二、抽纱作品的单元连接。所谓内部连接就是图案构成的各要素之间

的连接，这种连接面积小，不影响到服装的结构；而单元连接则是构成单位图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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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了制作更大面积的作品而做的连接，每个单元均为独立的作品。通常用作

实施生产的工艺包体积和面积都比较小，一般青州府花边的制作工艺包长度在

30cm×30cm左右，用于服装制作的包可以在尺寸上稍微大些，但为了制作的方

便，通常不会超过40cm×40cm，制作前，先将服装样板裁好，再将服装样板上

述范围内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块，设计图案时，既要根据样板的整体进行设计，又

要照顾到每块分割之间的衔接，一旦设计出现问题，块与块之间就会在连接的过

程中出现问题。

青州府花边由一根线从头至尾的进行编织成单元，可谓连接的最高境界。百

带丽花边的构成则是先将花卉或图案的主要组成单元完成，然后用线分别连接起

来。连接属于工艺范畴，本文讨论的是形态构成的范畴。也就是说，讨论有关形

态和形态连接时的方法的问题，而非具体的连接工艺。

形态和形态在连接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1)是连接后由于形态本身差别不大，连接后原始形态的某些边产生重叠，呈现

新的面积变大、形状变化的情况，之前的原始形态几乎分辨不清。这种情况多出

现在无色彩变化、单位内针法相同、重合的较为密切产生。

2)情况是原始形态外形非直线形，可能是圆形、弧形或者不规则形状，这种情

况下，连接的边缘线就能很吻合，但在连接后同样产生新的面积和形状不同的形

态，同时之前的原始形态还能隐约辨别。前者由于面积的产生增强了视觉冲击力，

后者则在增加面积和改变外形的情况下除了增强效果，更有丰富细节的功效。这

种连接方法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有趣味的形态。同时，如

果是曲线的规律连接还会产生包络线的旋转形态，造成意想不到的空间感和运动

感。

还有些连接由于本身形态的空隙产生出一些“面"“地"错综的视觉趣味，；

将形的融合、省略、间隙空间的紧张感等综合起来，形成“面地混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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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易女性两 Mondo Holno

图4—1连接的种类

4．3．2．2抽纱元素构成形态分离配置

就是形态不需要粘连到一起，分离配置的方式。这种配置方式的特点足形态

原有的色、面部保持原状，不会产，t上述两利，配置的形的变化。町以按照不同的

比例进行选择性的平行、旋转、散射排列组合，但是，正是由了这种状态，分离

配置的效果并qi足特别甜，一般不会给设计者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问，有时甚至显

得单明乏味。

抽纱元素构成形态分离配置也可以分成以F 5种类型：

1)抽纱元素构成形态自由配置一般是由比较自由、没有规则的散点配置而

成。

所谓的散点就是面税较小的形状相同或各异的形卷，在服裂设计中这些形态

的排列组合一般会按照衣片、袖片的具体形状随意安插没有一定的规律和章法，

』町是随意的被连接在服装的任何部位，散点排列的距离长度和数量多少和疏密关

系u，以造成一定强度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2)抽纱元素构成形态集中配置。

进行构图时，构成图案的儿豢排列成线状升向一个点集ch山十线段本身只

备方向性，加之集L}l以后的A向强渊，使图案形成丁一个强烈的视世熊巾点——

线段的变义点。，这种方式且有强烈的统感，并往多数状况下具有强烈的动态感，

所以常常被设计!Jl|j利用。如粜存线段集。pffJ过程-I·冉逐线川距和线宽度的面J|i}{

对比则会产生更丰富的效果，㈣时构成线的形式也uT以参考笫二章有荚线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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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3)抽纱元素构成形态扩散感的构成。

与第二种集中配置相反，这种配置的视觉效果是构成整个画面的形态在感觉

上由中央向四周扩散。为了造成这种效果，就有必要在进行形态配置的时候先把

视线集中到中间，然后再把视线移动到四周。这种配置的结果可以产生原来的视

觉中心的面积和空间得到扩大，而四周的面积和空间得到缩小的错觉。同时由于

形态的扩散配置，也产生了中间部位和周边部位在前后空间上的移动，从而产生

层次感。

4)抽纱元素构成形态的对称配置。

把形态按照点对称或轴对称的形式进行配置，则能产生安定、均齐之感。同

时，由于此种配置过于稳定，所以往往缺少动感。对称配置虽然缺乏动感或立体

感，但具有简洁明快的平面之美，和井然有序的静态之美。况且]服装向来被称

作是流动的雕塑，有关动态方面的缺陷似乎显得不是特别重要，因此在配置的过

程中几乎可以不做考虑。

5)抽纱元素构成形态均衡配置。

相对于对称的配置来讲，均衡配置更具有美感和动感。而且均衡配置的一个

最大的特征就是由于形态在配置过程中的不对称性产生的视觉偏移的破坏感。但

是均衡的特点也正是能够在这种偏倚中取得相对的平衡，起到视觉紧张感的均衡

美。这种基于不平衡中的均衡具有更多的动态要素。并且由于形态面积和重量感

的变化产生更多的空间想象。

4．3．2．3抽纱元素构成形态重叠

构成后的形态按照同色或同质合并、不同色透明叠加、不同色不透明叠加方

式进行的重叠手段，就是抽纱元素构成形态的重叠。通常意义上讲，形态在重叠

后，重叠部位的某些色彩和形状会减弱，或隐而不见。但由于人们对于形态的常

规认知，使得消失部分的形态仍然在大脑中呈现，并能体会到前后形态的区别和

远近关系，这种油然而生的想象力无形中创造出一种空间感。

形态重叠的三个含义：

1)同色和同质形态问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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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色彩相同材质相同，两个形重叠后的差距很小，外观看起来重叠后的两

个形融为一体，其形状有如连接中的情况一样，在外形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形态

构造方法，是最具和谐统一性质的，同时又能起到变化丰富形态的作用。在这种

组合过程中，最好使用那种形态规则的如方形或圆形等可以让观众一目了然的几

何形状，目的是为了让观赏者体会到完成形态的合并前的基本形态，从而产生空

间想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形态为线形的时候，由于线的特性使得由线构成

的合并产生的结果，仍然是线。

2)不同色的透明叠加。

选择叠加的形态首先为不同颜色的形态，其次要选择那些网眼较大，能够透

出底色的形态，这种方法的最终结果是由于两种形态的叠加产生出这两种形态以

外的第三种新形态，并生成色彩视觉混合后的第三种新色彩，构成服装设计中的

形态和形态之间中间形态，以及色与色之间的灰调关系。属于协调统一的手段。

比较适合那些变化差异较大，色彩对比较强的形状的相互配置。

3)不同色彩不透明的叠加，重叠后的部分形状消失，隐而不见。

这种重叠方式看起来跟第一种有些相似，但因了色彩的不同却能造成视觉上

的巨大变化。两个形在重叠后，被遮盖住的形只露出一部分，在第一种状态下人

们能够很自然的把这个形状隐退到遮盖这个形态的后方，但是在这里，由于色彩

明度或者纯度的变化，隐蔽在后方的形也许会因为色彩的缘故，反而会跳到前方

来，造成视觉的混乱，产生不稳定因素，使形态变得更加复杂、图案性格内容更

加活泼，从而让观赏者产生更复杂的空间知觉。

4．4抽纱材料的创新方法

如果把抽纱元素构成形态的组合看作服装面料或者面料的局部，那么改造抽

纱元素的本身的过程就是实现面料创新的过程。

2006年刚刚在上海结束的纺织服装博览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的线形材

料，这些材料本不是为抽纱艺术的材料创新而设计的，但可以从抽纱的角度读取

这些信息，通过分析这类材料的创新意图和创新手段，借鉴到抽纱材料的创新方

法中去。

总结抽纱材料的创新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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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材料质地的创新

原始的抽纱材料t要是棉质的细线或机纵的纯棉小带，经过小断的发展也)F

发了真丝线，麻线等品种：带予的研发上l乜{I{现过使用真丝织物绦予盘绕的抽纱

品种。佩这些改造显然卟够，我们可以发现更多更好的材料，比如皮毛制成的皮

条、带毛边的条、毛线、各利咝带等。

在材料质地的创新方而，还可以借鉴纤维艺术的成功经验：在刚刚结束的纤

维艺术展览会}．涌现出大量的}H乎人么意料之外的村料，纤维艺术的材料已经扩

大到几乎所有的能够作成线或者丝装的材料——像会属、木材、陶瓷、塑料等等。

凼此我们也可以将线形材料的范田扩大到除棉纤维以外的其它领域。在这方

面，许多大师作H{了尝试。

表4—2大师在材料创新方面的努力

典型图片 作者 来源 分析 效果

“视觉中国”网 返心抽纱l笙|寨元 平l町癌的

一瞬 不祥
站幽片， 素作为帽领装饰 装饰作川

运川层癌的粗、厚
体积感的嘲 二宅一生 服裟‘，创意。2” 线型元素堆砌出
装饰效粜

厚重的体积

主体体现破坏和

褶皱在重带上的

服装与创意 对比及空间E的 空问感塑

6 二宅一，t
(同上) 较带。线条呆H{， 造

可塑性的金膨材

书}

23绦慧丽服裟与创意上海书店{【lJ扳礼上海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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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n皮尺形
二二宅。生的服 绕7j趣味

■ _二宅生 琢的带形材料，进
装作品， 的感世

行编纵扪服装

飘
拉格非尔 同¨人f1

柞复发布会 使川麦辟彤状的
德 然的田州

套裟 线$4佧的帽f。
1992 风味

非常强的；望， j宅一生 "＆皱与创意 使川金属丝塑造
空问堪币¨

翅矿 1984 服装外形审I结构
立体感

绷 规则的线

引
二宅乍 服袈’，刨意 使川小质纤维制 条排列槛

1984 n的帽r 儿动堪和

扩张惟

4．4．2材料色彩的创新

原始的抽纱材料以白色和原白色为土，机械抽纱品种色彩较为卡亩．可以使

用色线直接绣出图案，也可咀织成成品后使用喷色和印花等于段进行第一次上

色。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选择好染料，凼为棉线和麻御容易退色，一旦选

择的染料着色能力弱，就会影响到服装的色彩和质量。

存服装色彩的创新方l☆l，成酸夫转嫂集有关流行色的信息，获得掌捉1廿界服

装流行色的第‘手资料，并能够结合抽纱艺术木身的艺术魅力进行色彩的{52计。

4．4．3材料装饰的创新

材利的装饰创新，单指仃～定宽，fl：的线形材料，纠绣花现和棉线等小礼：此列。

冉确定r材料质地和宽度状企I、，一T以对构成带了进行磨毛、拉七处j—l-改造

带子的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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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改变带子的编织方法，造成带子与原始带子的结构差异：

还可以在带子表面使用如镂空、打眼、订珠等手段进行不同的质感处理。

4．4．4材质混用的创新

完全抛开原始材料不顾，尝试使用各种现有的带型材料进行创新的过程。这

种手段往往有出乎意料的效果。同时也是21世纪初期设计界的一个重要设计手

段。材质混用后的产品质感更加丰富，变化更加多样，形式更加完美。

材质有软硬、粗细、宽窄、暗哑和闪光、轻薄与厚重等区别，混用的时候

要考虑到如何将质地不同的各种材料和谐地运用到一起的问题。这就需要实际情

况实际分析，根据材料的实际特性做出判断，然后分清主次关系，以呼应和对比，

协调统一的原则进行设计。

4．5新材料创新运用的实践活动

笔者本着以上原则，进行了新材料创新运用的一系列实践活动：

1)设计制作了6套小学校园服装，参加了全国校园服装设计大赛及展示活动，

并获得金奖。在作品中，使用了纱底盘带和亮片装饰的抽纱装饰，视觉效果非常

显著。

2)采用编织类抽纱作品作为单元装饰手段，并加以亮片点缀，设计制作了4套

休闲女装参加全国首届经编服装设计大赛，获得铜奖。

3)创新运用的关键的一次实践活动：参加了YKK东华大学研究生服装设计大

赛，将拉链这种线形材料结合手工抽纱技艺进行服装设计，作品共分5套，在材

料创新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4．6本章小结

本章先将抽纱定义为服装设计中的材料环节，然后根据抽纱艺术的造型特点

归纳提取构成抽纱艺术的最基本元素——抽纱元素，并以抽纱元素为最终研究的

服装材料为主体，展开对抽纱材料在服装设计中创新途径的分析与研究。最终得

出以下结论：

1)抽纱可以通过改变材料质地实现创新

2)抽纱可以通过改变材料色彩实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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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纱可以通过改变材料表面装饰实现创新

4)抽纱可以通过材质混用实现材料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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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抽纱提升服装设计附加值的研究

5．1服装的附加值含义

体现服装价值的因素除了艺术设计因素和材料创新，另一个评价服装质量

的指标就是工艺制作的精湛与否；其次作为时装还必须具备时尚感，这种时尚感

要求服装无论在外部造型、面料、结构、图案设计、色彩构成等几方面都具有时

代流行特征和前瞻性：最后作为品牌服装为了品牌的未来发展着想，更需要通过

企业设计和生产理念，增加产品内涵使产品的附加值得到提高。因此工艺水平的

高低和工艺含量多少、是否符合时尚规范、以及产品内涵共同构成增加产品附加

值的因素。

创造性的使用抽纱以及抽纱材料元素和工艺，不但能体现工艺美、材料美、

时尚美，同时可以赋予产品传统与现代文明结合的丰富内涵，从而提高服装的产

品附加值。

抽纱元素在增加女装产品附加值的设计中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手段：

1)提高女装的工艺美和科技含量

2)促进女装的时尚性与艺术性结合

3)增添女装设计的寓意内涵

在服装设计中与其它装饰手段相比较，抽纱体现出独特的工艺美优势：

如果艺术就是美感的技术体现的话，那么抽纱艺术是技术与美感完美结合的

产物，精湛的技艺与艺术设计相结合，造就了多彩多姿绚烂飘逸的抽纱艺术。但

由于抽纱工艺长期以来形成的规范模式造成了抽纱图案在设计方法上受到一定

的限制——必须根据制作工艺的特点和工艺制作包尺寸大小要求进行设计，因此
{

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抽纱更突出的个性是工艺性。

抽纱的这种工艺性首先体现在运用不同的工艺手法将简单的线型元素制造

出各种形状和不同的视觉效果方面：其次，在多单元、多层次连接方面体现出来

灵活性和多样性；第三，线型元素经过再造后本身具有的装饰工艺美感的多元性

和细节深入。

抽纱工艺运用到服装当中，即能满足平面的造型要求又能根据具体的人体体

型特征，通过调整连接方式和图案单位大小达到适合和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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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抽纱艺术提高服装附加值的途径

5．2．1具有健康消费观念的绿色生产过程

抽纱线形元素的工艺形式主要有连接和元素的形态繁殖再造。连接工艺在

服装设计中起到结构设计的作用，几乎可以替代裁剪工艺和缝纫工艺；在连接过

程中没有电动裁刀和缝纫机的嘈杂；没有裁剪带来的废料，按照样板的外形通过

调整花形大小和花型间的空隙完成适合过程；没有缝纫拆缝的断线，连线可以根

据具体的大小和长度进行修切。作为生产工艺，连接做到了绿色生产——生产过

程无污染、无浪费。

抽纱线形元素自身形态的繁殖再造是通过改变抽纱线形元素的外轮廓、材

料质地、形态组织形式、表面处理等手段综合处理完成，在制作过程中经历了新

的刺绣、镶拼、材质混用、镶嵌、捻、抽、挑等多样组合的工艺，通过增加抽纱

线型元素自身工艺含量，达到增加整个服装工艺量的目的。

绿色的生产过程和产品工艺量增加是产品增加附加值的一个重要手段。

5．2．2抽纱服装与时尚结合

抽纱是古老传统的艺术，抽纱艺术服装是服装中的经典，而时尚却是崭新的

流行的一种风尚，是流行趋势，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横沟。服装是一个时尚性

的行业，许多时候，人们购买时装并不在乎它的实用性，而是看它是否具备时尚

性，缺少了时尚性的服装就是去了市场价值，因此时尚性也是提高服装附加值的

一个重要因素。抽纱如果不能跨越与时尚之间的横沟就无法迈入时装圈，而跨越

这个横沟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时尚的概念，把握时尚脉搏，寻找时尚兴起的根源。

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时”和“尚”，顾名思义；“时"就是时代、时期、!

“尚”就是“风尚”、“崇尚”的意思，即“在一定时期内流行的或者崇尚的习惯

和风尚"口41；是社会层面中人们在思想、行为、语言、文化上的大众追求，它

展现为商品或者服务上的风格、式样、色彩、功能、理念等等流行模式。时尚的

消费影响、指导、创造人的生活、行为、思维、生产、经营方式。时尚是驱动消

费的重大商业元素，推动提升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价值和占有率瞻5J。

24卞风燕，解构“青年时尚”，青年探索，2004-3，p25

25朱军、肖著强包装工程，2004—06，基于时尚消费文化的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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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首先是现代的，并且具有前瞻性、具有发展的趋势性，是前进的动力和

主流，是流行的一部分，但并非流行。

时尚还需要富有个性的创造，是个性的张扬；时尚要成为经典，必须赋予它

内在含义，即文化内涵。比如古人尚玉，就赋予冰冷的玉石以人性特征：《荀子》

法行篇第三十记载孑L子言玉与君子的关系：“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

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

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比君子如玉以象

征高贵纯洁的人品，也有用“冰清玉洁”形容女孩高贵不屈、出淤泥而不染的优

秀品质。这是人为的赋予玉石以文化内涵的典范。

时尚性要求抽纱必须赋予作品或品牌以寓意和理念，并且在这种古老的工艺

传达出来的传统的审美信息里面融入现代意识，使古今结合“枯枝发新芽”。

时尚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产品必须具备非垄断性，也就是说，此类

产品必须非某个阶级的特定消费模式；其二就是获取时必须具有一定的难度，也

就是说，此类产品具有一定的稀缺性，非唾手可得那么简单，一旦获取起来比较

容易，时尚就有可能变为流行，也就难免流于庸俗和泛滥。

抽纱服装设计面临的问题J下是垄断的问题，门槛太高，普通消费者无法迈入

是抽纱要成为时尚的最大障碍。要想突破这种尴尬局面就要在设计上突破常规，

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改善经营理念和营销策略；积极进行工艺创新，大胆采用

新技术和新工艺，实行人机交互结合生产，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广泛搜集流行

资讯，尽可能的选用流行色彩进行色彩设计；在服装结构方面利用抽纱工艺的优

势进行创新设计；实行材料的二次创造，材质混用，使用新型的具有时尚特征的

新材料等等。相信通过各种手段，古老的抽纱艺术一定能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展示

， 它独特的魅力。 ；

5．2．3计算机辅助设计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的途径

提升产品附加值，不但要提高产品本身的价格，还要想方设法降低产品成

本。纯手工的抽纱产品在应用与服装设计中时，因为受到具体的工艺制作包大小

的限制，服装样板必须按照工艺包的大小进行预先分割，然后在分割后的小块样

板上进行抽纱图案设计，这个设计过程中要考虑到块与块之间在图案上的有机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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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一旦衔接不好就会出现图案错位或衔接不准确的情况，将大大影响服装效果。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借助现代科技成果，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可以大

大提高服装设计生产效率，并能解决服装设计中抽纱装饰部分的图案设计问题。

具体的步骤如下：

1)先使用计算机绘制服装样板

2)将绘制好的样板分割成大小不一的面

3)在计算机上给各个小面内部添加图案，然后显示面与面拼接后检查图

案的衔接情况

4)调整、编号、打印

5)进行手工按照每个编号的面为单元分别编织

， 6)完成单元编织后，按照编号进行拼接

7)成品

5．3本章小节

本章通过对服装产品附加值概念的研究，得出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途径有技术

革新、科技进步、符合时尚、增加产品内涵等多个途径；并结合抽纱艺术设计的

特点强调抽纱在艺术性、技术性方面的优势；发现抽纱在具备时尚性和科技进步

方面的缺陷，指出具体改进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更大程度的提高抽纱艺术服装的

产品附加值。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抽纱的绿色生产是提升服装附加值的途径之一；

2)抽纱与时尚性结合的道路也是提升服装附加值的途径之一；

3)抽纱在服装设计中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也是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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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

从服装艺术设计美学的角度研究抽纱及其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范围和

形式；探索其在服装设计中遵循的审美规律；寻找简单材料下塑造丰富多样的造

型形态、质地变化的创作方法；以及探求通过改进自身生产设计状况达到提升服

装产品附加值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妒名正文论述不磊看出，抽纱在服装设计尤其是女装设计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由抽纱衍生提取的抽纱元素——线形设计元素更在造型能力和材料创新两个方

面体现出元素的全面性和广泛性；抽纱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设计形式在服装设计

中作为材料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共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抽纱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服装设计中应用范围广，应用风格多样。

结论2抽纱可以在服装设计中做装饰作用，适当应用抽纱做装饰可以起到提升

服装审美价值的作用。

结论3抽纱的造型形态分为：点、线、面、空间四大类。通过塑造不同的造型

形态和多种形态间有机的连接方式，完成简单材料的丰富表现力。

结论4抽纱工艺可以改变面料表面肌理。

结论5抽纱可以通过改变材料质地、材料色彩、材料表面装饰、材质混用等实

现材料创新。

结论6抽纱通过绿色生产、与时尚性结合、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提升服装附加

值。

本课题研究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本课题受到来自笔者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和所涉猎到的信息范围具备局限

性，难免出现不足和缺陷，推测可能会出现以下不足：

1．理论全面实际操作欠缺。受到来自资金、时间和材料的影响，不能亲自实践

每一样理论成果，仅在笔者参加的几个比赛中进行尝试；2006东华YKK服

装设计大赛以5套参赛服装的形式实践抽纱元素在材质上创新运用的理论。

2．课题研究局限在山东青州抽纱工艺品厂，虽然青州抽纱厂是山东最大最全面

的工艺品集团公司，总不免理解片面。因此本理论是否适合其它品种，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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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有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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