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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蜡染艺术在家纺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张际仲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家纺用品不但是室内空间的软装饰品，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展示人们审美观念，表达情感不可缺少的媒介。在

人们对家装艺术化要求不断提升下，将传统的扎蜡染艺术应用到家纺设计中，可使家纺制品有着个性化的特点，表现出浓厚的民族

特色。对此，具体分析扎蜡染的艺术表现，结合具体的应用现状，探索家纺设计中创新应用扎蜡染艺术的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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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扎蜡染作为传统的手工染技艺形式，来源于生活，诞生于

民间，独具一格的染制工艺展示着人们的手工艺上的创新追求，

彰显着人们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精神状态。扎蜡染这一古代

染织的奇葩，以更具特色和古朴自然韵味的美感，点缀着物质

世界，成为生活用品以及室内环境中不可缺少的装饰物。由于

扎蜡染特殊的捆扎技巧和精湛的上蜡的工艺，使其形成的肌理

效果，有着变幻莫测、自然晕染和“冰纹”肌理的特点，形成

更为独特的艺术魅力，为现代家纺设计提供个性化的素材和制

作工艺。 

一、扎蜡染艺术表现和应用现状 

（一）扎染和蜡染的艺术表现 

扎蜡染作为我国民间诞生的一种在织物上表现图案艺术的

方式，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在时代不断进步和发展下，人

们对于工艺的要求不断提升，使扎染和蜡染的艺术形态也随之

改变。不仅展示着不同地域的民族风情，还能通过扎蜡染这一

艺术展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精神世界的追求。扎蜡染

艺术形式与现代视觉元素结合，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要求，形

成独具艺术特色的风格和特征。扎染和蜡染虽然都是我国特色

的染织方式，但是二者的制作工艺存在一定的差别，使不同工

艺产生的艺术效果风格各异。其中扎染主要借助针、线等工具，

对织物进行缝、扎、夹、捆绑，使织物形成各种的褶皱变化。

然后对织物进行染色，在织物完成上色后，将打结的捆绑线拆

除，使局部的图案呈现，图案的表现变化多端。有的地方还会

产生自然晕色变化的效果。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是机械所取代

替代不了的，而各种针法表现出来的图案，会达到各种不同视

觉的效果，成为扎染艺术的魅力所在。而蜡染以蜡作为防染剂，

在织物上根据图案表现形式对部分不需要上色的区域进行上

蜡，使未被上蜡的地方经过染料的浸染而上色。而各种蜡刀工

具蘸取融蜡绘制图案的区域，因为蜡易碎的特点产生自然龟裂

冰纹，使蜡染图案有着独特的艺术效果。扎染与蜡染因为材料

和工艺不同，使产生的艺术图案也不尽相同、风格和视觉效果

都是独具一格。将这两种工艺用于织物上，可使织物更具个性

和特色，同时富有民族气息。 

（二）扎染和蜡染的应用现状 

新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人们在关注

居住舒适性的基础上，开始对居住环境的美观性有着更高层次

的追求。部分年轻群体审美水平不断提升，更是要求居住环境

中的家装有着个性化的特点，满足他们多元化的艺术需求。而

家用纺织品作为居住环境中的软装饰，可在室内硬装的基础上，

通过软装饰的搭配，使空间整体有着更为柔和温暖的感觉，营

造出适合人们生活休息的空间环境。而在室内环境设计快速发

展下，家居装饰种类不断增加，家仿制品不再是一种装饰品，

更是点缀设计主题，彰显人们个性不可缺少的装饰物。在人们

更加追求个性化特色装饰的背景下，扎染蜡染产品成为人们室

内设计的首选。例如具有隔断室内空间作用的挂毯、地毯、挂

帘等扎染产品，有着较强的装饰性，同时可使空间富有层次，

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龙凤纹、云纹、蝴蝶

图案、花鸟图案的扎染蜡染染织品，在室内空间的应用，可使

空间的整体搭配更加和谐。并在原本装饰之上，通过添加扎染

蜡染仿制品，使空间富有层次和个性，并展示出一定的民族气

息，给人以浓厚的文化厚重感。在我国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背

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求复古回潮，他们更愿意选择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装饰品，通过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使空间

有着对抗的艺术韵味，给人以独特之感，彰显着新一代年轻人

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特点，并给人以独特的艺术感受，使扎

染蜡染成为现代家装软设计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元素。 

二、扎蜡染艺术在家纺设计中的应用对策 

（一）利用数字技术模拟扎蜡染图案，实现艺术效果的有

效呈现 

因受制作工艺的影响，使扎蜡染图案具有不可复制性和难

以重复性特点，若想大批制作、生产同一图案的家纺产品，使

用传统扎蜡染工艺是很难实现的。为了将扎蜡染图案视觉元素

更好的应用于家纺设计当中，是传统艺术得以传承发展，应积

极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利用计算机设备设施与软件技术，模拟

扎蜡染图案，然后在不同家纺产品中借助印刷技术进行复制、

粘贴设计，使扎蜡染图案艺术效果更好的呈现在家纺设计当中。

家纺设计产品一般集中在窗帘、桌布、床上用品、沙发布艺等

家居产品种类。以家居床上用品为例上，家居床上用品主要包

括床单、床笠、枕套、被罩等产品元素，在设计时，一般采用

的图案多为基础图案，需要在确立设计图案的基础上，进行二

次连续性或四方连续的方法设计出整个床上用品图案，对连续

性要求相对较高。这种布艺面料的设计成品多为先纺织印染城

的四方连续特点印染整批布料，并形成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晕

染图案。为更好地在床上用品设计中融入扎染蜡染艺术，可选

择利用计算机设备设施，提前将扎染蜡染的图案输入到计算机

软件中，经过创新设计成独具民族特色的单元形造型，利用数

字印刷技术将其应用在床上用品设计当中通过。大面积的布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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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营造出自然、灵动、独具韵味的视觉感受。富安娜家纺

便是通过利用电脑软件将名家名画作品作为图案来源，加工设

计成图案，以整幅作品独立单元在一个独立的床单或被罩等单

品的形式，形成区别于单元形连续排列成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

的图案设计方法。使家纺产品图案设计得到数字化创新与突破，

为家纺产品的图案设计提供创新思路，设计出的家纺产品更具

艺术性与个性化特点。 

（二）利用扎蜡染艺术图案丰富设计语言，提升家纺设计

艺术效果 

传统的扎蜡染艺术受到其工艺影响，染制成的作品具有独

特晕色效果，以一种朦朦胧胧的视觉感受，独具艺术效果。传

统的扎染蜡染产品就图案而言，通常会固定使用某种传统图形

进行设计，很少会考虑当代人的审美水平变化，将传统图案与

现代图案结合使用，缺乏创新性。因此在家纺设计时应用扎染

蜡染图案，首先需要对传统图案元素进行深入分析，了解传统

图案的来源、历史文化背景和设计思路。然后再紧密结合家纺

产品种类、风格及材质区别选择与之相合适的图案元素，利用

扎蜡染艺术图案来丰富家纺产品设计语言，能够有效提升家纺

设计艺术效果。其次，大胆借鉴国外经典图案，将传统图案与

时尚元素相结合，并利用计算机后期处理扎染或蜡染出来的图

案，能够使设计出来的激励效果更富层次感。此外，为了解决

传统扎染、蜡染产品在色彩上较为单调的问题，还应运用不同

的捆扎技法或多次染色方法，来弥补这一局限性，促进扎染、

蜡染制品向多色彩方向发展。 

（三）利用扎蜡染技术创新家纺设计方法，推进家纺设计

模式创新 

在家纺设计中应用扎蜡染技术，应紧密结合家纺产品材质

特点，合理选择对应的扎蜡染技术方法，保证二者深度融合，

将扎蜡染艺术语言融于家纺产品设计中，开发全新家纺品牌，

形成新的审美风格，实现对传统扎蜡染技艺的有效传承与推广。

第一，在床上纺织品设计中应用扎蜡染艺术，可通过运用机理

成型法和色彩空间混合法，创新设计出具有渐变色晕、机理和

个性化图案的家用纺织品，为消费者提供舒适、健康的家用纺

织品，满足生态、环保需求。在具体实践中，可选择利用绿色

环保的蜡染材料，如大豆蜡，此种蜡染材料在美国、欧洲及澳

大利等国的使用非常频繁，大多数的纤维艺术家在蜡染时都会

使用大豆蜡进行染色。主要是因为大豆蜡，以天然大豆为原料，

经过提纯得到油性液料，经过漂白、过滤、除色和除异味处理，

制作成白色大豆蜡液料，冷却后制成片状，凝固后类似于白巧

克力，碾碎后像石蜡一样。可将其应用于丝绸材质的家纺设计

中，将染料放入整个布料中进行侵染，除去部分蜡料后形成一

种自然的肌理效果。第二，根据不同家纺产品选择对应的扎蜡

染艺术手法，保证设计效果达到最佳。比如，针对床上纺织产

品，应选择使用天然、无害的染料，利用本地植物资源，如银

杏叶、石榴、柑橘等萃取技术提取草木染染料，构建色彩体系

相对完备的草木染天然染料库。选择易于上色的天然之物，如

棉质、丝绸或麻料。坚持以提升纺织品产品自然美感为目的，

以提升面料色彩牢固度为核心，在染色时应适当加入一些媒染

剂，但由于传统的媒染剂环保性较差，所以可改用骨胶等媒染

剂进行固色。第三，经过对面料的折叠、缝纫、绞夹等多种工

艺组合后进行染色，结合植物转印工序，在面料上形成天然机

理的图案。第四，针对客厅类的纺织品设计，应坚持以轻松随

意、舒适为主，常用面料为麻料、棉质，强调面料的肌里效果。

色彩主要以低纯度的自然色进行着色设计，如岩石色、自然界

中的大地色等，主要方法为包扎和齐扎，形成斑驳状、松皮状、

沙丘等自然纹理，富有层次感，能够更好地体现对舒适自由生

活的追求。 

结语 

总而言之，时代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审美追求不断提升，

个性化的装饰风格必然成为人们的首选，使传统扎染蜡染艺术

进入到家装饰品中，通过在家纺设计中的体现，给室内空间以

自然古朴的气质，但又不失个性和民族特色。在扎染蜡染家纺

制品不断增多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扎染蜡染的图案、艺术风

格、呈现效果有着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家纺产品设计，借助

新的数字技术，模拟扎染蜡染图案，使手工染制达不到的颜色

和图案，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而实现。对于部分具有个性化需求

的产品，应采用更为丰富的设计语言，使染织物更具特色，整

体呈现的效果更佳。通过技术和艺术呈现方式的全面革新，使

扎蜡染家纺制品成为装饰市场中的特色产品，实现产品销量，

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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