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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平面视觉设计在视觉设计这一门类下的应用范围十分之广，

既可以为商品的包装进行设计，展示其内容与特色，也可以做

一些公益类型的海报，对公众的行为做一个善意的规劝等，这

些项目都可以展示一些设计者的理念，透露出一些设计者对于此

类行为的看法。所以在视觉设计运用到传统民间的服装印染之

后，可以更加有效地提升印染技术与先进科技的结合，更好地

提升印染技术的审美价值，提高传统印染工艺的知名度，并提

高实用性，为现代生活的服装选择提供不一样的风格与选择。

1　平面视觉设计与服装印染

1.1平面视觉设计的定义

平面视觉设计从字义上看就是一种视觉活动，设计师通过自

己的构思与对自己所宣传的东西的理解来创作，通过视觉上的设

计作为接受者与商品之间沟通的桥梁，在这里平面视觉设计的

“视觉”起到了沟通交流的作用，并通过自己在设计上的表现表达

了自己的情感。平面视觉设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字体排版、版

面设计、视觉艺术等技术来实现创作的灵感。

1.2平面视觉设计的应用范围

平面视觉设计有很多用武之地，最为常见的是标识（商标和

品牌）、出版物（杂志，报纸和书籍）、平面广告，海报，广告牌，

网站图形元素、标志和产品包装的设计。例如标识设计，表示作

为企业的门面与理念的蕴含，是在商场上的一面旗帜，作为企业

的根据地。而平面视觉设计师就是通过对企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

解，例如：市场、理念、文化等，进行整合与吸收，结合各方面

考虑，策划出最具有企业代表力的，最能展现企业的品牌形象的

方案。

1.3服装印染的历史沿革

我国制作服装的历史源远流长，有序的民间服装制作技术得

以留存，服装印染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传统民间印染技

艺》里，详尽的记述了五种印染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制作技术与

制作工具，各种印染技术的应用与实际的图案造型等，内容十分

的丰富。而早期的印染图案离不开百姓的日常生活，普通的衣、

食、住、行、花、鸟、鱼、虫，自然界的种种现象等都是先民印

染的方向，具有古朴纯真的气息。

我国的印染技术不仅种类多，而且做工十分的优良，即使千

年以前的汉代织物依然保留有鲜艳的色泽，反映了当时我国在衣

物印染技术上的高超技术。之后随着国与国之间经济交流的日益

密切，这些技术先传到了日本、与朝鲜半岛，而后又随着航海技

术的发展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2　平面视觉设计在服装印染中的应用

服装的印染是一门实用的技术，而平面视觉设计怎样使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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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老树发新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设计师需要思考

的问题。

2.1数码印染技术

数码印染技术就是通过数码解析技术将传统印染工艺中对染

料的调配、印染工艺的全过程进行机械控制以达到自发高效的印

染，同时可以根据计算机的扫描可以针对印染好的效果可以与原

图进行对比比分析，找出其中的不足并可以改进方案。

数码印染工艺不仅比传统的手工印染在色彩和光泽度效果更

好，而且在色稳定性上也有着更好的表现。特别是在颜色的渐变

处理上与细微的纹饰的精细化处理上，数码印染有着无与伦比的

优势，不仅可以做到全程机器操作与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还可

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使产品质量有更好地提升。而且在现代化技

术的辅助下，利用类似喷墨打印机的的高精度喷印技术，使得在

材料上与废物上没有资源的浪费，实现了真正的环保。通过平面

视觉设计，将数码印染技术运用到传统的民间印染之中，可以是

传统的印染获得更丰富的视觉效果，可以将原本朴素的艺术作品

上添加各种可能，使消费者获得更好的视觉体验。

2.2 3D印染技术

3D打印技术是一个新潮的方式，从消费环节来审视3D打印

技术在服装印染技术中的应用，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宣传方式，从

而利用猎奇心理吸引消费者。而从3D打印的实际效果来说，他还

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运用的十分广泛。

不过作为辅助，通过3D印染技术，甚至可以在衣物的印染然

后出现3D的立体效果现出的效果，显得十分的特别。而设计师在

设计师也可以用3D打印技术，将自己的设计理念融入其中，不仅

可以呈现出理念设计的思路，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服装的理解。

这两种的结合更像是在修建房屋，设计师可以通过服装印染的颜

色搭配与3D打印机进行协调，设计师也可以将自己从民间印染工

艺所搜集到的信息与素材使其符号化或形象化，并可以把它们打

乱或重组，为服装设计的发展提供自己的无限可能。

2.3运用现代设计理念

可以通过现代设计理念为印染技术锦上添花。随着社会的发

展，以及人们服饰与生活观念的转变，传统的服饰与与印染工艺

无法满足现代人对于服装的新需求，但现代化的服装也收到了很

多西方的影响，无法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无法的给人一种文化

传承的理念，得不到很多人的认可，所以，在现代纺织与印染工

艺的基础上，以现代纺织与图案结构为模板，在用民间传统艺术

中的元素来进行有效的融合，也可能会使其得到发展。两者的合

作各取所长，现代工艺与图案的设计结构能够保证衣物的质量与

风格适合现代人的穿着，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印染花纹或者是民间

艺术的图案可以使服装更可以呈现出意蕴深远、古朴典雅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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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味。

通过将传统印染工艺中的花纹所代表的抽象艺术手法用现代

手法展现，既具有无形无质，但又蕴含其中的审美价值，又具

有随取随用的实用价值；既具有每个人灵魂深处所崇尚的的民族

特色，也有一定的时尚元素的成分。总之，随着科技的发展与

设计理念的进步，平面视觉设计在传统的民间艺术上有很大的潜

力，能够帮助民间艺术搭上现代化的快车，使其得到快速的发

展。两者互利共赢，这几位往后平面视觉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指

路的明灯，也为传统的民间印染工艺带来了新鲜血液，使其能

够改进与发展。

3　平面视觉设计应用在服装印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3.1补充民族元素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物质资源获得了极大的丰富，但许多

的个性化的带有民族特色的工业化产物却很少见到，尤其在建筑

与服装领域，大多是千篇一律的版型与花纹，几乎不具备任何

特色，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并不

匹配。

而印染作为我国传统的服装制作工艺，它所印染的花纹的纹

样独具特色，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与传统特色，通过吸收这些

纹样的特色与现代的平面设计所融合，不仅纹样更加的细腻。

而且在兼具现代与传统的风格，具有别具一格的特殊韵味。例

如可以将传统印染纹样里人们大都认识的祥瑞图案，如麒麟、

凤凰等，也可以通过平面设计的方法进行Q 版设计布置到衣物

上，带给人童趣稚嫩的感觉。

3.2应具备人文气息

我国的印染工艺凝聚了先民的智慧，无形的记录了先民对于

自然的抗争，反映了先民的衣食住行与生活的场面，并表现出

了一些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文精神，透露了一些过

去的人对于审美的看法与对生活的追求，也体现了先民的聪敏才

智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传统的印染作品在时代的冲

击下渐渐的失去了市场，只是作为一种工艺的依存遗留在乡间田

野，但我们应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积极地与现代的平面设

计的理念相融合，积极的改进印染作品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

使其能够在现代中国焕发第二次生命，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

推陈出新，使其发展速度可以更快的提高。

4　结束语

总之，服装印染的工艺既需要对其进行传承与保护，对其

工艺积极地进行修复与保护，并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

实现对中国古代服装技术以及民众生活的史料分析提供材料，也

要对其进行改造，使其在应用上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有

自己的特色，使其并不落伍与其他的服装制作工艺，使得其能

够自给自足，并通过此项工艺带动经济发展。在整个服装设计

中，既要考虑到平面视觉设计的重要性，为服装的潮流与畅销

做出保证，也要考虑到服装本身的形态，积极地对其进行改进

与发扬。所以设计师需要积极地考虑服装以及服务对象两方面的

关系，通过自己的设计进行居中调和，实现服装设计工作的视

觉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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