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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服装设计专业工作室课题教学中的艺工融合模式构建
赵爱华 

（东北电力大学，吉林 132000）

摘要：服装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的产物，也是艺工融合的典型

模式，是学科交叉融合及新兴学科的涌现，更是新文科建设的主

要形式。在工作室课题教学中，探索艺工融合的教学模式，将传

统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设计和传统工艺相结合，构建民族特色鲜

明的服装设计教育教学体系。将赫哲族的民族元素融入到课题设

计中，使设计方案制作、服装造型设计、结构设计及工艺制作等

教学内容达到传统与现代、设计与工艺相融，构建出艺工融合的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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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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电力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围绕省一流专业建设，在现有

的高校专业课程体系下，凝练专业特色，完善创新性、实践性课

程体系，适应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为人才培养目标提

供有力的支持。为使教学体系更加系统化和优化，在教学过程中，

强化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在课程改革过程中，结合新文科

建设内涵，构建艺工融合的教学模式，培养出具有更强岗位指向

性的、更适合企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专业应用型人才，使学生更

快地适应服装市场需求，从而有效地推动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

一、艺工融合培养模式

艺工融合是指艺术设计与科学技术的相融。在服装设计人才

培养过程中，通过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践能力的训练与指导，让

学生在整个设计过程即方案的设计、材料的选择、结构设计以及

工艺制作得到全方位的学习及实践，艺工融合的形式能够使高校

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更快的达到。在这样的

教学模式下，将民族元素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更加有利于传承和

创新中国文化，

二、工作室课题教学

服装设计专业的工作室课题教学课程系统化构建。我校的工

作室课题教学作为金课，在建设过程中，将课程内容设置为有针

对性的课题训练，构建多学科、专业交叉及文理相融的教学模式。

将工作室课题教学分解为设计方案制作、服装造型设计、结构应

用设计、工艺制作等四部分内容，并由四位不同研究领域的专业

教师进行授课，强化设计与工程相融。针对学生，结合课题内容

及学生的研究兴趣，进行分组课题设计，并制作成衣。让学生在

设计的过程中完成从方案的设计、材料选择、加工制作的方法到

产品的整个程序，让学生了解市场，弥补自身的专业差距，建立“会

设计、会表达、会合作”的培养目标，强化艺术与技术融为一体

的教学理念。在课题性教学开展的同时，还开展跨专业的专题性

服装设计，如数字媒体于服装设计与的融合，完成动漫服饰设计

新的训练内容；或者与影视公司合作，开展影视服装设计项目等，

让教学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更进一步地体现跨院系、跨专

业、跨学科知识融合、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知识、

新领域下的服装人才培养，体现艺工融合的培养模式。

三、基于赫哲族元素的艺工融合模式构建

工作室课题教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有：民族民俗风格、新古典

主义风格、多元文化风格的服装设计三个选题方向，学生可围绕

课题进行方案的制作、款式的设计、结构的设计及工艺的制作，

强调款式设计与结构、工艺、材料结合的完整性、品质性。以民

族民俗风格这一选题为例，将赫哲族的服饰文化作为课题研究的

主要内容。众所周知，赫哲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虽然人口数

量较少，长期依水而居，其服饰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最具

有代表性的鱼皮衣则是赫哲族人民对美的理解，也是赫哲族人民

智慧的结晶，它更能够代表赫哲族对美的追求及对服饰的创新思

维，赫哲族的鱼皮服饰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作为高校育

人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引导学生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和创新。在课题融入过程中结合赫哲族的

特色文化、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及制作工艺，提取设计元素，与

现代流行元素和设计方法结合，构建艺工融合的教学模式。

赫哲族一词始于《清圣祖实录》， 在学术界“赫哲族”一词

可代表三江流域的的赫哲族，是先秦“肃慎”、隋唐“黑水靺鞨”

和辽金“野人女贞”的后裔。那么距离三江流域较近的是位于我

国东北地区的赫哲族，它有着悠久历史的渔猎民族，由于长期依

水而居，有着丰富的渔猎经验和精湛的鱼皮制作技术，从而孕育

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服饰风格和文化。我们将图案元素的提

取、工艺方法借鉴、服装款式设计及文旅产品开发等四方面来阐

述赫哲族民族服饰元素的提取、借鉴及创新应用，从而达到民族

服饰风格课题的一体化实践训练。

（一）图案元素提取

自然环境类纹饰。赫哲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水边，天空和江水

对人生活影响很大，衍生的云纹、水纹、螺旋纹等曲线型纹饰应

用较多。云纹，最早在汉代玉器上出现，在清代，云纹多用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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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装饰，在赫哲族服饰中多修饰鱼皮部位，形状呈对称式，寓

意吉祥。云水纹，是将云纹和水纹相结合。以 S 形曲线形态表现

的水纹、螺旋纹在构成形式上是均衡式，具有强烈的动态美和力

量感。螺旋纹也是常用在赫哲族服饰上装饰边缘或者服饰中心的

纹样，在服饰边缘装饰纹样以二方连续的形式出现，而装饰服饰

中心的纹样以单独纹样的形式出现。

图腾类纹饰。赫哲族祖先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认为有

多少动物就有多少位神灵，赫哲族崇拜的神灵有很多，如天神、

龙神、刺猬神、火神、鳇鱼神等，为了表达对神灵的崇拜，将神

灵以木雕刻成为神偶，当成神灵的化身来进行供奉和膜拜，以此

达到祈福避祸、治病救人、求福求子、实现愿望等目的。这是赫

哲族祖先独特的图腾崇拜形式，将某种动物、植物当做自己祖先

或者保护神的化身，作为是氏族的标志和象征。我们所知的麒麟、

龙、凤、鸟、虎等动物都被作为图腾崇拜的形象，常被绘画或雕

刻到柱子、房屋等建筑物上，或绘制到旗帜及器物上，还会作为

服饰装饰纹样和纹身的图案。在赫哲族常用的纹样中，有个叫氏

族树的图腾常用来装饰婚装的装饰图案，相传最初的赫哲族信奉

的萨满是出生在有很多种鸟类栖息的树上，所以一棵树上如果有

很多鸟，表明氏族的繁荣昌盛，也象征真一个部落的延续与发展，

由此可见树和鸟的图案在赫哲族的代表性图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个树被称之为生命树，其图案形态是有固定的样式的， 一本为

三叶，叶片有 3-4 对，组织形式可分为对称式和均衡式。此树的

根须茂盛，表现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根须深植于大地，枝干朝向

天空，也能够表现出生命树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作用，赫哲族先

人认为，神树仅仅是人类生命家园的象征，也是人类心灵的遮蔽物。

动物类纹样。由于赫哲族相信万物有灵，在表现动物图案的

时候更加注重其外轮廓形态的表现，如鹿、虎等动物；飞行类的

动物有海东青、衔鱼鸟等；昆虫类有蝴蝶、蜘蛛等。赫哲族的猎人，

最熟悉的动物是鹿，赫哲人把鹿奉为神，鹿纹饰有趋吉避凶的含

义，一般为双鹿的形式表现。鸟图案是赫哲族纹饰常用的图案，

如衔鱼鸟寓意天地相通，常装饰在鱼皮长袍上。海东青是赫哲人

的朋友和鱼棚的守护者，是力量的象征。鱼型纹饰是赫哲族纹饰

最主要的图案形式，鱼尾纹的外形不夸张，呈弯曲形态；双鱼纹

饰的组织形式多为对称状，常装饰在鞋帽、手套等配饰上。形态

类似龙鳞纹的，常装饰在服装的背部和肩部，如武士盔甲样排列；

鱼鳞图案呈饕餮纹，常装饰婚纱上，有“吓走恶魔、保佑平安”

之寓意。

（二）鱼皮服饰工艺方法借鉴

鱼皮服饰是赫哲族先人智慧的结晶，是先民与自然相互磨合

的产物，赫哲族鱼皮服饰所传达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能达到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鱼皮衣的工艺方法在现代已经不常采用，但

作为非遗艺术值得传承和借鉴。鱼皮衣的原料鱼皮，其本身的肌

理纹样与色彩展现出粗犷且自然的美感，赫哲族先人利用鱼皮特

有的纹路变化及明暗变化，拼接成各种图案，完美地展示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材料美。在鱼皮选择过程中，鳇鱼皮是最佳材料，其

皮质较厚，可与牛皮相比，且耐寒，更加适合在冬季使用。但是

鳇鱼的价格比较昂贵，不能大量使用，取而代之的是鲑鱼皮。赫

哲族最早使用鲑鱼皮是在 17 世纪 80 年代，鲑鱼皮鱼鳞不多，花

纹美丽，皮质较软，容易熟制。后来由于赫哲族人口增加，鱼类

产量下降，较常用的鱼皮是狗鱼和胖头鱼。

鱼皮熟制工艺。作为赫哲族人活化石的鱼皮制作工艺自清代

流传至今，传统的鱼皮制作工艺主要包括：剥皮、烘干、脱脂、鞣制。

首先要选择鱼皮，需要注意鱼皮的厚度和鱼鳞的形态、根据服装

的使用部位来选择鱼皮。其次剥皮。要讲水渍擦干，不能先刮鳞。

在鱼的头部与身体的分界处用木刀或者骨刀划一周，在沿着鱼腹

部方向划线。剥皮过程中，动作要轻柔不能碰到鱼肉。然后用手

将鱼头按在鱼身上的鱼皮一角上，将到放在中间，鱼皮便分离出

来。剥皮之后，要将鱼皮阴干。将鱼皮钉到室内的墙上，若是冬

天，则将鱼皮钉在火旁烤干。干燥 1-3 个月以后，用玉米面涂抹

到鱼皮上面，以此吸收油脂和鱼腥味。鱼皮干燥以后会比较坚硬。

鱼皮干燥后要整理平整，进行涂浆的步骤。由于阴干过程中，鱼

鳞会有部分脱落，要用木齿锯刮掉剩下的鱼鳞。在鱼皮表面涂抹

鱼肝或大马哈鱼的鱼子，去除多余纤维。然后就进入鞣制的步骤，

较早前的制革是用鱼皮熟制，将鱼皮折叠，放入木砧，经过反复

捶打直到鱼皮变软鱼鳞脱落。精制的鱼皮更加轻薄、耐用和舒适。

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我们可以借鉴鱼皮传统工艺，加入现代工艺

处理，即机械加工，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化相融合，将鱼皮革中

加入黏合性和柔韧度较强的材料，以此增加与皮革的柔韧度，同

时优化鱼皮服饰的质地和透气性。

鱼皮服饰装饰工艺。在 19 世纪赫哲族人所处的黑龙江流域鳇

鱼产量较多，由于鳇鱼皮张幅较大，加之当时的裁剪和缝制工艺

不发达，仅仅用简单的剪裁或者不需要缝制，就将鱼皮直接穿于

身上。1842 年以后，鳇鱼的产量下降，裁剪和缝纫技术不断进步，

裁剪与拼缝工艺发展起来，制作鱼皮衣过程中，将小块儿的鱼皮

和有裂缝的鱼皮拼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拼接工艺。这种工艺

不易看清接缝处，根据鱼皮颜色的深浅、鱼皮纹路的走向，将几

块鱼皮拼接成大块的鱼皮。近代，鱼的产量不高，常选取小块鱼皮，

根据需要进行拼接，拼接过程要进行量边、缝边、修剪，然后再

根据服装穿着者的性别、体型、年龄等因素，进行剪裁和缝合。

赫哲族值得借鉴的服装装饰工艺除了剪裁与拼缝工艺之外，还有

颜色的涂染工艺。赫哲族的染色工艺大多采用天然的植物制作染

料，主要用来做的染色植物有芍药、映山红、杜鹃、兰草记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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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花等。在对一张鱼皮涂染以后，剪成常用的回形纹、波浪纹、

螺旋纹或花纹的形态，粘贴或剪裁在鱼皮衣上。在染色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是杜鹃红染料仅可以用到鱼皮的染色工艺中，不能染

棉织物。在染色前需将其与明矾一起捣碎，涂抹于鱼皮之上。兰

花多采摘自兰花草，可直接在鱼皮上涂抹染色。赫哲族的鱼皮服

饰装饰工艺除了染色工艺，还有刺绣工艺可以借鉴。最初的刺绣

工艺是将鱼皮进行镂空剪裁，缉缝到鱼皮上，然后沿着鱼皮剪镂

的边缘切下鱼皮，再将鱼皮缉缝到鱼皮上，这种工艺叫缉缝。除

了缉缝还有贴花工艺，贴花是将制作好的纹样贴在鱼皮服饰之上，

主要材料是鱼鳔，鱼鳔是鲟鱼熬制成的胶体。赫哲族妇女常用它

沾水用，沾水后的鱼鳔具有黏性，可将图案粘在服装上。包绣工

艺是将鱼皮剪裁或缝合以后，用彩色的线将其缝好，裁剪部分用

彩色线覆盖，缝制出立体的纹样，图案以浮雕的形式装饰在服装上。

（三）服装款式设计

我们常说的鱼皮衣，并非是一件长袍，而是从鞋到内衣的一

整套服饰，其中包括鱼皮长袍、鱼皮短衫和鱼皮衣裤。作为非遗

艺术，鱼皮服饰对于长袍等服装的组件规格有一定的要求，在现

代设计的借鉴过程中，要详细地了解鱼皮服饰的组成及规格要求，

才能更好地提取款式设计元素，并与现代设计元素相融合，达到

传承创新的设计目的。鱼皮短衫，其款式呈直筒型，立领，可右

襟亦可对襟，衣长至臀部，袖口处微收。在借鉴过程中，可以加

入现代元素，形成新的款式。还可以利用与皮革，保证设计样式

的基础功能情况下增强现代风衣的舒适度和柔韧度。鱼皮裤，主

要包括鱼皮裤和鱼皮套裤。鱼皮裤和现代的裤子款式相似，而鱼

皮套裤类似哑铃的形态，中间收紧，两端较宽，便于着装。在提

取设计元素时，可以针对鱼皮套裤，结合现代设计元素进行设计，

如融入现代材料牛仔布、符合材料等，将传统款式与现代材料相

结合，形成多种服装样式。在装饰方法上加入串珠、贝壳、鱼骨、

流苏等，增强了现代设计感和装饰性。

（四）文旅产品开发

文化创意产品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我们可以以课题设计

的形式，来传播与弘扬特色民族文化，同时，旅游文化创意产品

在融入民俗特色元素结合传统手工艺与风格，融合了旅游纪念品

和文化创意产品的概念，吸引旅游消费者同时，促进了旅游业与

经济的发展。赫哲族具有代表性的鱼皮画是从鱼皮衣衍生出来的，

又被恒伟“无纸剪纸”，三中全会以后，鱼皮画成为专属于赫哲

族的一种艺术形式。传统的鱼皮画都是以赫哲族人民的生活日常

为素材，主要表现萨满活动、捕鱼捕猎的过程，以及花鸟鱼虫等。

这些素材的选用，充分地体现赫哲族先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

往。鱼皮画发展至今，其选材主要以动植物为主，表现的形态更

加的写实。在制作工艺上，传统的鱼皮画是将鱼皮做纸，在鱼皮

上进行创作雕刻，采用拼贴和缝制等工艺进行艺术加工。传统的

鱼皮画可分为粘贴画和镂刻两种形式。粘贴画，是按照设计的图

样，将鱼皮剪裁下来，粘贴到所需的位置。镂刻，是在整张的鱼

皮上进行雕刻，得到所需的图样。作为鱼皮画传承人之一的谢永

亮，他将传统的鱼皮画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创新出浮雕、染色、

手绣、防腐等多种的鱼皮加工手法，还将工笔画等表现形式和元

素融入到鱼皮画表现中，在材料选取上，他将鱼皮和多种材料项

结合，如桦树皮、刺绣和棉花和鱼皮相结合，使设计作品更加生

动和立体。 

结合现代文创产品的设计，我们可以将鱼皮画的设计元素提

取，可以设计挂饰、摆件，提取图案元素应用到服装配饰上，如包饰、

项链、耳环以及鞋等的装饰。在文创设计中，我们要注重内在和

外在的结合，强化独特性、故事性及情感的传达。赫哲族的民族

元素有很多种，如图腾、渔猎文化等素材，通过挖掘和提炼将富

有独特性的民族文化元素进行创新，体现文创产品的形式美的同

时，将地域元素、民族元素与产品的色彩、质感、造型美相结合，

以此传达历史民族文化内涵。

四、结语

只有在民族特色与创意设计相结合的环境下，才能打破传统

设计的格局，结合现代工艺及科技来继承和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

本文以赫哲族设计元素的提取为例，将民族民俗的素材导入到高

校服装专业的工作室教学中，以课题的形式融入到课堂设计中，

从图案元素提取、鱼皮服饰工艺方法借鉴、服装款式设计、文旅

产品开发四个切入点，来进行赫哲族民族民俗传统元素的提取，

并与现代设计方法、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来探索艺工融

合的工作室课题教学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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