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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传承与创新在高校服装设计专业仿真教学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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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东北电力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创

新实践项目为例，将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以大学生创新实践项

目的形式融入高校服装设计专业仿真教学模式中，积极探索教学

新模式，使民族艺术得以传承与创新的同时，不仅加强了专业内

涵建设，更强化了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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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

新，对民族艺术的内涵与价值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民族艺术的传

承与创新以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的形式融入高校服装设计专业仿

真教学模式中，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构建创新性、仿真实践性

课程教学体系，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使中

华民族历史文化源源不断的传承下去并得到创新应用，同时也强

化了专业特色和专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高校服装设计专业教育质量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是以专业实践

为基础，课程体系的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在高

校专业建设环节，构建仿真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仿真教学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设置专题性仿真实践课程、专业

课程中仿真实践课题的融入以及引进虚拟仿真实践教学系统。使

学生能在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坚持赛事、科研、项目以及参

加社会生产实践的仿真课题实践训练，将虚拟仿真实践教学系统

引入教学过程中，形成专业发展特色，培养具有较强的岗位指向

性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民族艺术传承与创新在高校服装设计专业仿真教学模式中的

研究，主要是将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以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为

依托，将项目以课题性训练的形式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

如服装设计课程教学、工作室教学课程以及实践教学环节的“课

题性教学”的教学过程中，引入大学生创新实践创项目。以东北

电力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课题性教学环节为例，将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敦煌艺术在服装与服饰设计中的运用与创

新》融入课题性教学课程内容中，开展仿真实践设计训练。具体

训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理论研究阶段、创新应用阶段、创新实

践阶段。

一、理论研究阶段：对敦煌艺术相关资料进行调研，将资料

整理分析

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莫高窟列入了中国第一批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自此世界人民开始逐渐地了解了敦煌文化艺术。

早在东汉应邵注《汉书》中解释了敦煌一词：“敦，大也；煌，

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诉繁荣昌盛之愿。敦煌是河西走廊西

端的重镇，南遇祁连山，北至北塞山，东临三危山。敦煌也正好

处在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可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敦煌艺术是

我国古代人民集体创作文化的结晶，其重要的表现艺术形式是建

筑、塑像和壁画。

在我国众多的壁画中，敦煌壁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时的

经济、文化都通过壁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壁画中描绘了两类“人”，

一类是着中原汉装的普通人；另一类是造型夸张的身着异国衣冠

神族。敦煌壁画呈现的内容非常丰富，覆盖面非常广，不仅包含

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还包括适合各种场合穿着的服

饰，服饰中保存了其他历史资料中并不常见的普通百姓服饰，种

类众多而且非常丰富；敦煌壁画中还表现了百姓各种各样的生活

场景，从平常的耕种、行路，再到婚丧嫁娶，场景绘制细致。但

后期的壁画题材比较简单，只有楼台亭阁、佛说法、天人围绕、

莲花、水池、化生。敦煌壁画的色彩具有一定的标志性，其色彩

历经了千年的沉淀，每个时期的颜色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色

彩的搭配，具有特殊的感染力，给人们带来一种独特而又神秘的

视觉感受，呈现出敦煌艺术的代表性色彩搭配规律。在每个洞窟

的壁画上，看似绚丽的色彩组合，却都有主色调统一的画面，将

色彩组合中的补色对比发挥其独特的魅力，色彩搭配上充满着律

动的美感。通过对壁画的色彩配置进行调研，发现在壁画色彩中

使用了黑、白、灰等中性色，作为中性调和色的黑、白、灰，它

是使壁画的色彩配置鲜明而又和谐的关键。

敦煌的建筑因地理地形特殊，其群落独特而新奇，因为要实

现防风护沙的保温效果，从而影响了建筑的构成和构架，因此，

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沙漠绿洲建筑流行开来。沙漠绿洲建筑

的形成，是由于当地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较差、水资源相对匮乏，

受些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当地的居民们大多傍水而居，基本都

是居住在绿洲、河谷的旁边。敦煌建筑的形态也充满了佛教的色彩，

各石窟中的壁画、彩塑、花砖相互衬托和辉映。敦煌民生建筑的

外貌也是以传统建筑为基底，当时为了抵御外敌而修缮了高大的

坞墙，呈现四合院的形式，简洁而大气。

敦煌的雕塑题材，大多以佛教为主，其雕塑也为研究中国早

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其造

型特点是不同的神态拿捏非常准确，色彩华丽、尺寸高大且栩栩

如生。古代的艺术家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同时，还能够吸取外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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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手法，创新出独特的敦煌艺术。

二、创新应用阶段，设计元素的提取：整理分析后，提取设

计元素，进行服装款式设计并绘制人物着装效果图

敦煌艺术的内容非常丰富，在服装服饰方面，它是少有的记

录了平民穿着的一种艺术形式。不仅记录了服装的织物材质还记

录了印染的方式以及色彩的搭配，这样便于在服装设计过程中设

计元素的提取。在敦煌曾经出土的织物有锦缎、绸、罗、棉麻、

纱丝等。这些出土的织物颜色鲜艳且多样，既有印染提花，又有

传统染色的工艺。通过对敦煌艺术的信息收集，学生能够更好地

认识我国古代服装的色彩配置以及服装制作工艺等，从而完善自

身的设计理念以及艺术素养。在石窟中，也有很多图案变幻无穷，

我们可以对图案的色彩配置、组织结构进行提取并运用到服装设

计当中，使其呈现出全新的视觉效果。将敦煌服饰文化与现代服

装设计相结合，可以利用新型的印染手法制作出具有文化色彩的

图案面料，从而呈现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这不仅是对民族艺

术的传承也是创新研究。

在现代的服装设计中，很多服装设计师也借鉴了敦煌艺术元

素进行创新设计。例如“盖娅传说”，“盖娅传说”作为中国高

级女装品牌，在它举办的“画壁·一眼千年”2019 春夏时装秀上，

设计师熊英在设计服装过程中大量使用中国传统的工艺及元素，

刺绣、水墨晕染工艺等，在装饰图案上还借鉴了敦煌壁画中的“飞

天”“菩萨”等元素，让观众观看到了一场具有东方美感的视觉盛宴。

在“盖娅传说”的秀场中，每一款服装都将敦煌壁画的色彩元素、

内容材料、创意设计相互融合，展现出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时尚

相融合的创新设计新形式。还有一些服装发布会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敦煌艺术在服装设计上的创新应用，不仅从图案上选择飞天

神女的形态，在色彩搭配上也汲取了敦煌壁画的色彩搭配形式，

用服装服饰这种艺术形式将中国的民族文化带出国门、带入世界。

也有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仅以敦煌艺术中的颜色为灵感来源，

选取青、绿、红、黄、褐、黑为代表色彩，以红色为主色调，再

从图案设计、服装款式和制作工艺上充分地体现了大唐盛世蓬勃、

雍容的气度；黄色或褐黑色系列的服装能够显示出浓郁厚重的氛

围；青色、绿色的搭配体现出生机、清新和超凡脱俗的主题。图

案的应用如百鸟朝凤、九色鹿以及繁杂精密的几何纹样，都能够

呈现出服装的层次感，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在这些服装设计作

品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民族传统手工刺绣散发出的典雅、高贵、

精巧，同样也能感受到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

三、创新实践阶段：成衣制作：选取合适的面料与配饰，运

用适当的结构工艺及技法，将设计构思实物化

在前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装效果图，将设计构思进

一步实物化。在创新实践阶段，可以对服装面料进行改造，创新

设计，达到前卫与传统相互融合的效果，运用一些新型材料与传

统技艺相结合，达到一种新的时尚。通过面料增强敦煌主题的造

型之美，使其在服装设计之中达到点睛之笔的效果，打破传统思

想，创新设计手法，展现设计的灵活性与多样性。也可以将各个

时期不同的服装风格融会贯通，将复杂繁多的艺术特点进行统筹，

构成一种服装设计元素遥相呼应的视觉观感。将敦煌的建筑群类

的建造特色与哥特式风格艺术进行类比，可以将简单大气尖利的

建筑形态利用起来，构成服装特色创造一种全新的设计风格。在

设计构思实物化的过程中，敦煌艺术中可借鉴和创新的特点颇多，

可借鉴飞天人物服装的裙，其裙摆可以进行不同形式的设计，可

以延长、可以缩短、可以进行上下颠倒。不同时期的飞天人物服

装造型特征不同，都有自己的特色，可将多时期的服装造型特征

相融合。掌握不同时期的服装服饰造型特征，便可创新出更多的

艺术元素和艺术形式，提升服装整体的表现效果。

在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研究过程中，使学生了解敦煌艺术魅

力与传统技法，感知古代设计者们创造与能力，进一步促成服装

行业的时代发展。将项目研究融入仿真实践教学模式，使课程建

设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而项目研究内容更加科学规范，丰富了专

业特色建设。研究同时借助科技的手段，传承和创新敦煌艺术文

化，也使中国的传统艺术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向世界展现古代中

国的灿烂辉煌，展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中国有着几千

年的文明史，敦煌艺术更是我国人民集体创作智慧的结晶，在民

族艺术传承和创新的过程中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同时要包容、

借鉴、吸收各种不同艺术形式。将民族艺术元素运用于现代服装

设计并进行创新设计，既能让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断地传承下去，

也是对民族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创新应用。民族艺术以大学生创

新实践项目为依托，构建仿真实践训练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在

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研究及实践能力，对民族艺

术的传承与创新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独特的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发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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