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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传统的民间百衲工艺的来源、民间百衲工艺的艺术特征、民间百衲的图案与构成分析、民间百衲工艺的传承与发展等

方面分析了乡村振兴视域下民间百衲工艺面临的困境与发展策略，通过相应的多种尝试解决传统民间百衲工艺在大工业时代所面临的困

境，提升传统民间百衲工艺的现代适应性，激活乡村女性劳动力和创业者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农村手工经济的发展与百衲工艺的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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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建设要“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

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乡土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文化根脉。而

传统女红的百衲衣、百衲被等在民间广泛流传。百衲织物是民间

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品，百是多之意，衲是补缀之意，百衲即是将

日常积攒零碎的材料按照一定的规律制作出完整的装饰或日用品 ,

是一种实用兼具欣赏性的技艺。我国古代民间就有给孩子穿百衲

衣盖百衲被的习俗，希望孩子抚养过程平安顺利，性格不娇贵更

能长命百岁，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生活愿望。从女红的角度出发，

百衲自古被誉为种母亲的艺术，饱含我国传统劳动人民的智慧与

魅力，将浓浓的深情一针一线缝制在百片布料中，赋予零星碎布

料新的形态与表现力，也为女性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空间。

因此这项极富民间特色的手工艺形式可作为盘活农村女性手工业

的一个典型项目。

一、传统民间百衲工艺探源

中国百衲织物的历史相当悠久，资料记载百衲工艺春秋时期

即已存在；百衲衣最初多指由许多碎布片缝补而成的僧衣或破旧

衣裳；百衲织物的用途范围非常广，在留存与出土的资料中基本

分为三类：宗教用品、服用品和艺术品。唐代以礼佛用品为主，

如僧衣、经巾、伞盖等；辽代也出现了很多的百衲织品与服饰用品；

明清之后百衲衣逐渐渐演变为儿童和女性所穿的日常服装，如百

衲衣、百衲帽等。我省还出土了元代的百衲织物，如河北隆化鸽

子洞就出土了四件织物，其中就有两块百衲绸片。

近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机器工业的普及，传统的

百衲工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传统

百衲工艺外，大部分地区仅流存着部分小型的百衲工艺制品，如

坐垫、门帘、挎包等。百衲作为一门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所具有的

朴实性、广泛性已受到严重威胁。如今，百衲工艺出现了一个断代,

大有被机械化的简易产品所取代的趋势，很少有高水平、民族特

点浓厚的作品出现，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传统味道的“百衲”似

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长此以往在现代机械工业和由此产

生的廉价工艺品的冲击下，传统百衲这一手工艺势必会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百衲这一传统手工艺也必将失传，因此对本地域传

统百衲工艺的现状进行研究，并借此来发掘整理传统百衲工艺的

艺术性和实用性，寻找适当的突破口，开发出具有地域特色的百

衲工艺品，以达到传承百衲工艺并进行创新的目的。

二、民间百衲工艺的艺术特征

1. 形式构成与秩序之美

传统的百衲工艺中的图形多选择几何形进行拼接和组合，如

方形、三角形、六边形、菱形等，这些图形的组合或重复或近似

的运用，蕴含了构成形式上的秩序美感。如百家衣、百家被使用

色彩的不同零碎布料进行拼接，根据色彩明度深浅的不同，可组

合成八角、星形图案、立方体图案等等，这些单元在反复组合，

形成更为丰富的视觉效果。图形的排列方式与色彩的深浅搭配使

图案呈现对称、均衡、对比的秩序性，在简单图形与色彩的重复、

近似的排列中呈现出一种秩序性的韵律之美。

2. 传统五行色彩之美

中国民间对于色彩有着丰富的认识与好恶，赋予色彩丰富的

情感与寓意，民间色彩体系的形成与千百年来的民间习俗、社会

经济、文化背景、地域特点紧密相关。红色历来是中华民族群体

崇尚的色彩，也是人们心目中驱邪镇邪的色彩，以及五色代表的

时空观念，五色与五方，五色与四季色彩的呼应等，是中国特有

的以物体固有色为组合基础的色彩体系。民间对于色彩的运用喜

黑、红、玫红、黄、绿、蓝、白、金、熟褐等色彩，交替组合进

行配置，色彩与图案搭配层次分明，主观的色彩搭配利用高饱和

的色相对比、明度、艳度对比，呈现强烈的对比与视觉感受，如

红靠黄、紫花黄身、红嘴绿身既有明快的对比也有其他色彩的调

和与层次搭配，融入五行正色观念，分别以红色示富贵，黄色示

高贵，也与民俗用色谐音相关如蓝色示“拦”寓意孩童成长长久

健康等等。每个色彩都被赋予了特定文化内涵与信仰，传承了民

间千百年来的色彩文化历史积淀，与百衲的图形、色彩、面料、

缝制技艺、实用与审美呈现出丰富的民俗文化样貌。

3. 穿针引线的技艺之美

传统百衲织物拼缝工艺在千百年来的传承中经过历代女性与

母亲们的潜心研究与创造，工艺上精益求精，表现手法丰富多变，

形成了一套百衲织物独有的手工技艺特色，既实现了碎布料的完

美拼缝，又保持了百衲织物的牢固性，同时也为不同类型的图形

表现增添了观赏性。如平针缝法，既保证了布料之间的衔接牢固，

也可以作为多层面料衲缝加固的针迹，或是打褶抽皱面料的技巧；

再如回针缝法，具有非常好的稳固性能，用于边缘收口等区域或

者两层或多层面料的拼接，也可作为图案的轮廓线或装饰线，如

传统的倒三针即是回针缝的变化应用，既丰富了图案边缘的虚实

关系也起到了很强的装饰作用。贴缝针法与藏针法在贴缝圆形或

曲线图案时可以做到贴补不露针脚图形自然流畅，再附以其他装

饰针法使画面更加细腻工整。再如刺绣中的辫子针、打籽针、十

字针等等，很多实用针法与刺绣针法在丰富拼缝画面中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色线或同色或互补对比，给百衲织物增添了丰富

的点线面元素与色彩。

4. 寓意与意向表达之美

传统民间百衲的构成形式多样、配色丰富、对比鲜明，一件

件生动的物品犹如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民劳动生活的

方方面面，也以独特的造型艺术反映了制作者、使用者的情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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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与民间习俗。尤其是儿童服装、日常用品、百衲衣、百衲被等

都与祈福相关，均被赋予了求吉避凶的内涵。传统百衲织物的图

形及包含了丰富的几何纹样、吉祥纹样、也包含了众多的动植物

纹样与人物故事形象，如万字纹、盘长纹等，寓意万字不到头、

绵延长久；植物贴补缝的石榴纹寓意多子多福，蝴蝶纹与瓜纹相

配寓意瓜瓞绵绵，子孙繁盛之意。这些纹样通过母亲们的智慧与

巧思搭配使片片碎布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与色彩。在早期传统民

间物料不够丰富和充足的状态下，惜物纳福的观念与造物思想一

直是民间选材用物的标准，体现了物尽其用保护自然的理念，倡

导惜才尽用原则。到后期社会经济丰盈、物料丰富的时期，带有

主观因素的审美即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配色丰富的水田衣、百

衲衣被等受到人们的欢迎从而流行开来。

5. 实用功能与审美需求互动之美

河北与其他大部分北方地区类似是传统的农耕经济模式，因

此也决定了传统的手工技艺始终围绕着日常生活中的穿用住行，

因此实用功能是百衲工艺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众满足自身需求对

于现有资源的二次利用与创新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而一件物品

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物品也同时兼有了功能性和审美

性，传统的民间百衲工艺是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文化、习俗等

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实用与审美的互动是在生活

实践中逐渐完善和形成的，这在一定基础上反映了功能与审美的

存在价值。对于不同的百衲物品，拼缝的图形排列，色彩搭配、

装饰针迹都是在人们的主观装饰意识之下兼具的功能体现，随着

经济发展物质丰盈，制作者们的主观创作意识也不同时期的百衲

织物也呈现了不同的观赏与功能性的占比不同。

三、民间百衲图案与构成分析

传统拼布的色彩多使用对比色进行拼接在秩序性的拼缝作品

之外，贴缝工艺拓展了色彩和造型的表现题材，如铜钱纹、方胜

纹、云纹、如意纹以及大量的山水、人物、动物花草建筑等，大

量的柔美线条的呈现更为精美，常体现在贴缝肚兜、围涎、荷包、

褡裢等等实用物品与装饰物品上。另外一部分以几何形为主。这

些几何形经过一定的排列组合，形成一定强烈的秩序感。如 1/2、

1/4 三角组合成基本方形的拼接，再由这些单位再反复地进行穿插

组合搭配拼接与组织，从而形成更为细致多变的色彩组合的重复

构成、近似构成等构成规律，画面既有秩序感又有色彩的跳跃感

又呈现丰富的色彩面貌和很强的视觉秩序感。

保定本地域很多农村日用的门帘坐垫，三角形的组合切割、

分组搭配时有重复、深浅、跳跃的视觉形式规律和闪烁的色彩观

感，整体的形式规律即对称均衡又富于变化，符合人们的审美与

使用习惯。再比如叠布工艺，使用了折纸式的折叠手法也结合了

层次堆叠方法。叠布大多使用废旧衣物的边角料进行制作，中心

并列四片固定，再由内向外逐层叠加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和向心

式、离心式的骨骼框架。叠布可以消耗大量的废旧布头和旧衣物，

在民间非常受欢迎，常用来制作杯垫、坐垫、沙发垫等厚实、耐磨、

防潮、保温的作品。国内其他地域也均有使用，并根据不同地域

的民俗、色彩、材料及使用习惯也有明显的区别。传统的百衲工

艺在不同的作品上，由于创作者的主观意向，将基本的几何形图

案进行拆解，形成丰富的图案与视觉效果，同时也会考虑图案的

运用、作品的功能性进行结合。融入更多的拼缝方式，丰富了传

统百衲工艺的层次与肌理。

四、民间百衲传承发展困境

传统的民间百衲工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载体逐渐消失；

乡村手工艺从业者逐年减少又导致从事这种传统手工艺的主体在

逐渐消失，技艺出现断层；年轻群受现代快节奏的文化影响认为

传统百衲工艺不符合时尚潮流，缺乏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因

此可在相应的环节设定不同的民间传统百衲传承模式和传统体系，

逐渐将百衲工艺融入现代人休闲生活的多方面，从而改善传统百

衲工艺的现状。

五、民间百衲工艺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在乡村振兴的模式下，传统的民间百衲工艺若想实现有效的

传承与发展需要多方支持，建立相应的交流平台，实现有效的人

才聚合、有效活态传承，并对相应的典型作品种类实现创新驱动，

从而促进传统百衲工艺的价值转化。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尝试，激活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女性手工艺从业者的积极性，提

升乡村手工艺从业者的行业创新意识。

1.建立活态传承机制，打造非遗研学基地、非遗社区营造活动、

乡村手工坊以及村落活态传承机制，培养传统百衲非遗传承人与

百衲工艺知识普及，与日常生活建立良好互动，提升传统民间百

衲知名度。

2. 尝试建立手工艺术馆、各类非遗课堂，运用百衲的秩序拼

缝特点，融入基础的分数运算与几何分割方法，使非遗入教学，

激发大中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动手参与能力提升专注力。同时

能学习到传统的色彩配色知识与运用规律。

3. 充分促进文旅融合、促进生态文创开发，打造非遗民宿沉

浸式百衲手工体验活动，突破年龄层次限制，尝试祖孙被、母子

被等百衲手工体验活动，激活不同年代层次、不同年龄层次的文

化认知与文化认同。

4. 高科技的融入如 AI 百衲绘图与创作，拓宽传统百衲的设计

思路，使百衲设计的秩序性、美观性大大提升并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与消费习惯，从而拓宽百衲工艺作品的市场前景。

六、结语

乡村文化建设与振兴的关键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与创

新延续，百衲工艺作为传统民间手工艺发展到今天，其传统的韵

味与装饰美感已成为现代大众的主要追求目标。现代拼布艺术的

进一步发展和百衲工艺的复兴，已成为新时代手工艺人的主要的

目标。传统的百衲工艺尝试融入更多的艺术手法，如印染工艺、

刺绣工艺、彩绘工艺、数码印花等以及其他多种工艺进行组合，

充分将传统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能够为传统的百衲艺术

增添更为丰富的视觉效果。传统百衲工艺中的图案的运用规律、

结构分析包括很多拼缝的工艺和技巧，都可以和其他的艺术形式

能够进行交叉和运用，满足更广泛的消费人群对于传统百衲工艺

的审美需求。也为不同行业的设计师提供丰富的设计理念，从而

为传统的百衲工艺向时尚转化提供了新的可行性。在新时代的乡

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用全新的思维、理念和强烈的市场意识整

理和挖掘百衲工艺的艺术内涵，从学术的角度系统全面地进行百

衲工艺艺术内涵研究，使百衲工艺在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增

添了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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