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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教学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高丽君

（鲁迅美术学院 辽宁沈阳 116086）

【摘 要】 纤维艺术是融合了多种设计思维和多元化材料探索和技法研究的一门比较新的应用设计学科，而中国画
教学植根于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美学修养，在纤维艺术设计中融入中国画教学，能帮
助设计师领会中国传统艺术内在的精神和底蕴，使设计师在掌握中国画的技法同时，为纤维艺术设计作
品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和更多元化的创新，为其走向世界提供无限可能。本文围绕“纤维艺术设计理论概
述”“中国画应用于纤维艺术设计的优势”“中国画教学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分析”这几个方面展开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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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丰富纤维艺术设计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具体来

说，现阶段纤维艺术设计经常用于建筑空间内，如何在

纤维设计中展现中国画的文人画精神，将中国画的精髓

融入设计中，是每一个设计师都值得尝试的。中国画强

调似与不似的造型观，“不似”乃是画家根据自身的审美

修养处理画面艺术效果的空间，这一点，与纤维艺术作

品设计当中的“抽象”与”归纳”有不谋而合之处，中

国画强调神似，不强调形似，表现物象是为了寄托画家

的情思，表达画家的情怀，而不是为了再现自然，而纤

维艺术作品设计更多的也是主观的再创造的过程，中国

画中的文人画特点，强调诗意化的追求，我们常听中国

画中强调“气韵生动”，中国画博大精深，离不开中国哲

学思想中的“气”，作品中的气，其实就是生命的气息和

力量，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中国画中常说画如其人，象征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欣赏大自然、观察大自然的

“天人合一”的一种精神。水墨艺术中的黑与白、抽象与

具体的结构，注重天人合一，在纤维艺术设计中，也必须

要传递中国绘画艺术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念，将中国画

引入纤维艺术设计中，让纤维艺术设计壁画与建筑空间

的其他物体相互辉映，实现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合一 [3]。

2.2 中国画的传统色彩赋予纤维艺术厚重的中国
民间传统特色
纤维艺术设计之所以广泛地应用于建筑空间内，是

因为可以改变空间形态，带给人们更强烈的视觉冲击。

中国画的色彩中的“石色”非常有特点，有石青、石绿、

朱砂等颜色，历经千年也不变色，矿物质颜料中，像铅

白等颜色，变色非常快。如，敦煌壁画的色彩，经过年

代的氧化，白色变成了斑驳的黑灰，反而形成非常耐看

的做旧斑驳的效果。我们可以运用中国画中的色彩，使

纤维设计作品植入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还可以在比较

空旷的建筑空间内，纤维艺术设计结合中国画中的“重

彩”，让大空间有温暖感、饱满感，增添了建筑空间的

大气；在比较狭小的建筑空间内，结合中国画教学中的

“淡彩”，可以让小空间充满生机、活力，增添了建筑空

间的舒适感。中国的艺术家可以在传统壁画中吸取营养，

创作出植根于本土艺术的作品来。

1  纤维艺术设计理论概述

“纤维艺术”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 60-70年代，其
发展兴盛，称之“纤维艺术运动”，而让大家广泛熟知是

由于国际平台“洛桑双年展”推动而成。其实纤维艺术

与我国传统染织艺术有很多相近之处。纤维艺术是一种

以天然纤维或者人造纤维及多种线形或软质地综合材料

为材料，用编织、缝缀、装置等不同表现手段，塑造出

或立体、或平面的艺术形式。纤维艺术设计具有无限开

放性，为艺术家们探索多元的纤维材料、开拓新颖的艺

术，提供了广阔空间。台湾艺术家黄丽绢曾经出过一本

书，叫《当代纤维艺术探索》，在这一书中曾说，“纤维”

可以是一种素材、一种意象、一种观念、一种形式、一

种手法，艺术家要善于有创新的思维、开放的眼界、多

角度的尝试和深刻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才能更好地诠释

艺术，设计作品。纤维艺术设计的创作材料很广泛，例

如：丝线、麻料、毛发等，都可以作为纤维艺术设计的

创作材料 [1]。正是由于纤维艺术设计的材料多样化、创

作手法多元化，才使得纤维艺术设计可以表达丰富的

情感。

目前，纤维艺术设计主要分为“平面纤维艺术设计”

和“空间纤维艺术设计”。这两种类别各有特色，在生

活中应用都很广泛。平面纤维艺术设计主要出现在各种

壁挂上，例如：装饰画、装饰布等，用于空间装饰。空

间纤维艺术设计受到大小和用途的限制，而表现出不同

的特征，主要有雕塑类型的空间纤维艺术设计、小装饰

品类型的空间纤维艺术设计等。相对于空间纤维艺术设

计 [2]，平面纤维艺术设计的应用更为广泛，尤其是壁画

类型的平面纤维艺术设计，在建筑空间内很常见。

2  中国画应用于纤维艺术设计的优势

2.1 中国画的绘画造型观对纤维艺术设计产生影响，
强调诗意化，深化纤维艺术设计的人文精神追求
纤维艺术设计作品，不仅强调纯粹的艺术性，更为

重要的还是作品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从而适合所

处的空间特征。同时也承载着烘托空间文化与艺术氛围

的使命和功能。将中国画应用于纤维艺术设计，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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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画的水墨特色赋予纤维艺术设计中国元
素和形式特征
中国画应用于纤维艺术设计，一方面可以赋予纤维

艺术设计中国元素和形式特征，让纤维艺术设计更好地

营造出空间氛围。另一方面，有些纤维艺术设计壁画并

非纯粹为了装饰，还要表达出很深刻的哲学意味，引发

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中国画中构图称之为“经营位置”，

说的是画面结构的安排和经营，突出“经营”二字，可

见并非信手涂抹，而是有一定的设计推敲和章法的安排，

这一点，在纤维艺术设计中，也尤为重要。中国画中的

“写意”和笔墨特点，具有独特的形式感，中国画计白当

黑，以线造型，构图形式强调“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包括写意画当中笔墨的“晕染”和“虚实”的效果，毛

笔在宣纸上所产生的偶然效果等，都能为丰富纤维艺术

的设计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和养分。

3  中国画教学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设置以及如何
实施

中国画教学在纤维艺术设计专业中，应该如何设置、

在有限的课时当中开设哪些课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

思考和探讨。中国画教学中按照画科可分包含工笔和写

意，从表现对象上又可分为山水、花鸟、人物等。教授

者可以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合理设置课程，难度不宜太

大，教授的内容尽量小而精，以点带面，不能按照学中

国画专业的要求，主要让学生学会工笔画的晕染、制作

程序，体会中国水墨画的特点，学会用笔用墨，掌握一

定的作画技法，熟悉纸性和毛笔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对

中国各个朝代的绘画作品有一定了解，知道各个朝代的

绘画特点和风格，如唐代的人物、宋代的花鸟、元人的

山水等，让学生多看多理解中国画的经典作品，会欣赏，

能读画，提高学生看画读画的能力，从而提升中国画的

审美修养，体会中国画中的艺术美感，最终能够运用于

纤维艺术设计作品中。

3.1 结合中国画教学制定设计方案
在中国画教学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制定“教学

目标”。画什么？怎么画？要达到什么效果？围绕这些

教学目标，教授者要设计教学流程，循序渐进地开展教

学活动。中国的写意画是在遇水渗化的纸上去作画，其

下笔不能改，落笔成型，是有一定难度和技巧的，同时

也会有一定的偶然性，对技法的练习实践是必须的，所

以保证一定的课时尤为重要。中国画中的写意画科的设

立，可以让学生掌握更多的中国画的用笔用墨技法技巧，

使设计作品具备更多“写”的意味，使艺术设计作品更

具有吸引力。而工笔画科的设立，使学生们学会什么是

“罩染”“分染”，三矾九染等烦琐的制作程序，对作品精

细程度的要求，对国画颜料的运用，使学生们能够学会

精益求精的去面对作品。

3.2 结合中国画教学突显设计亮点
明确教学重点，可以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提升教

学成效。随着人们对艺术的追求越来越多元化，关于中

国画教学的重点，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从重视“创作技

巧”，逐渐到重视“创作内涵”。当前，在中国画教学中，

重点是如何创新，如何运用新的形势来表达丰富的内涵。

梳理出这样的重点教学内容后，一切的教学行为都要围

绕这个“重点”展开。尤其在中国画的评估环节，形式

创新、创作内涵，是判断中国画教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

准。参考中国画教学重点，纤维艺术设计的设计重点，

不能只是追求纯粹的技艺，要从“创新”和“内涵”上，

对创作者提出更全面的要求。在纤维艺术设计中，设计

重点也可以理解为是“设计亮点”，是纤维艺术设计品有

别于其他艺术品的一种特色。作为新时期的纤维艺术设

计者，要从创新和内涵的角度，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能

力，创作出越来越多具有亮点的作品。

3.3 结合中国画教学方法创新设计手法
当前，在中国画教学中，教授者主要具有这些特征：

①中国画教授者要注重传承优秀的传统教学方法，广泛

地借鉴传统教学的经验和精华，努力给新时期学生带来

有沉淀的高质量教学；②中国画教授者要与时俱进，不

断接触新兴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例如：多媒体教学、

微课教学等，使中国画教学合理地创新，给学生带来了

全新的学习体验，让新时期学生更全面地感知中国画的

魅力。以中国画教学方法为指导，纤维艺术设计者可以

结合中国画教学方法，合理地创新设计手法。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画教学”应用于“纤维艺术设计”

当中，可以使中国的纤维艺术设计植根于本土的艺术土

壤，为纤维艺术设计作品提供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美学

支持，有效促进新时期纤维艺术设计的发展。未来，随

着人们对纤维艺术设计的审美需求越来越高，从事纤维

艺术设计的相关人士，应从“纤维艺术设计 +”的理念
出发，在广泛的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赋予纤维艺术

设计更多内涵，推动纤维艺术设计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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