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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式盘扣工艺制作方法的创新
王　岑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5）

摘要：盘扣，也称为盘花纽扣，由扣结、扣门、扣颈和盘花组成，扣结和扣门系在一起起固定的功能性作用，盘花可以设计盘曲成

各种图案造型承担装饰性，整个盘扣用来固定衣襟并作装饰用。盘扣是古代中国汉族发明的，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纽扣的历史。

盘扣设计是用于装饰美化旗袍的一种关键装饰设计，作为一种经常用来装饰美化旗袍服装的装饰手段，包括了盘、包、缝、编等多种装

饰手法，造型细腻优美，品种花样繁多，极大展现了人的想象力，充分地表现现了出旗袍制作者高超的制作技巧和惊人的艺术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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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扣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不仅仅是其所本身具有的使用性

和功能性作用，更因其呈现出一种视觉美，小小盘扣的外表之内

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内涵。东汉郑玄在《周易注》中道：“结

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盘结的历史极其悠久，

我们祖先的灵巧的双手把一根小小的绳线，通过编、拉、结等技法，

从最简单的线条变成了一个个巧夺天工的结。盘扣工艺经过长期

的手工劳动生活实践经验积累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手工艺品，更是

以重艺术意蕴、重艺术内涵、重艺术主题而成为产品特色。盘扣

的制作工艺是盘扣是否具有价值的关键点，制作工具和制作流程

都以传统形式保存下来，在现在服装中，更好地应用盘扣装饰，

是现代设计师和制作工匠共同的追求。

一、盘扣的制作工具

传统盘扣的主要制作工具有布料条、针、线、顶针、剪刀、

尺子、划粉、胶水等。可以用外衬棉线或拉丝纱线内包裹金属丝层，

使之饱满，以便定形。盘扣取材广泛，棉布、丝麻、绸缎、化纤

等面料，各种绳带、毛线均可用来制作盘扣，现代盘扣还可以采

用麻绳、塑料绳等材料。

二、盘扣纽袢条的制作

制作盘扣的布条一般是称为“袢条”，用布料或用细条细线

编织而来组成，制作过程需要经过人工选料、裁剪和手工缝制3步。

一般来说选择富有强韧弹性而又柔软的棉质面料，这样我们做出

的圆形盘扣才会具有较强的视觉立体感。

首先用路径线长法测量计算出已成功绘制扣型路径长度，两

端分别加放一定的余量作为走线袢条长。接着在面料进行倾斜裁

条之前一定要对进行裁条之后的面料本身进行一层层的刮花和浆

糊的加工处理，取正面进行倾斜裁条丝道的时候面料不要看到了

层浆糊，刮到了浆糊的时候裁条面料方向一定也是要按照进行裁

条的边纱向上的倾斜丝道去向地进行刮，这样的才不会严重地影

响进行裁条之后面料本身的进行裁条倾斜丝道。反复 2~3 次，每

次等勺子刮到小豆浆糊八成干的合适程度，这时候停下即可反复

继续刮第二次。面料面条做好晾干后，老顾客即可自行选择裁剪

新的面料或者采用一种手工裁缝法：首先在每块面料上按 45 度正

斜角的方向手缝裁出一斜形的布条，布条的长长宽度间距是非常

有讲究的，一般宽度为 1.5~5CM，长短间距应根据面料扣花的制

作复杂程度，大致可以估计，宁长勿短。注意肩带纽袢条的宽窄

长度可随肩带面料层的厚薄和肩带盘扣的不同款式大小略有不同

增减。而纽袢条的毛边长度不够时，允许进行拼接，拼接时的方

法一般是将两侧一段毛边向内侧对折，有些人还要求再进行对折，

形成 4 层，最后，将一段毛边用手的针固定，然后用两个手指的

针重新缝合一段即可。缝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针脚一定要密

一些，且还要讲求美观。纽袢条正确使用裁法及手工精心缝制，

会严重影响使用到这种托盘式圆形纽扣的产品整体设计外观和整

个制作过程质量。

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其经典的配色也是值得现代

服装设计学习和借鉴的。盘扣色彩的搭配大致分为与旗袍面料相

同或相近的色彩，使得盘扣与旗袍本身能够很好的呼应，或对比

强烈的对比色，传达的是一种含蓄温情的色彩情绪。对比色则更

为突出盘扣的点睛作用，或大胆鲜活，或热烈欢畅。除白色和其

他颜色的搭配外，常见的还有金色和各种亮色的搭配，黑色和红

色在盘扣中使用频率也较高。如果是单色面料，可以采用对比色

点缀，如果不想太跳跃的色彩搭配，可以采用不同的面料搭配。

选择花色旗袍时，要采用单色的盘扣色彩设计。如旗袍为红色绸缎，

主题刺绣牡丹纹，其配套的盘扣亦是红色花型盘扣。

三、盘扣的制作流程

制作一对完美的盘扣，要经过筹划、编盘、抽拉、抽调、整

形等多个不走操作完成，运用的是穿、插、折、盘、包、缝、整形、

定型，或者塞芯等多种操作手法，制作者需要经过细心注意观察

和灵巧动手操作才能完成。

筹划：筹划过程主要是依据盘扣的制作主题预先设计好盘扣

的各种花型，结合盘扣的结构造型、预先编制各种结体位置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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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配饰、珠子珠等，需要结合盘扣的造型设计好穿入先后顺序、

确定盘扣的长度及其颜色等，需要提前准备齐全所有材料。

编盘：相比之下，盘花制作相对复杂，但也更具创意。首先

用整根花形袢条按照事先手工制作设计好的两个花形格子图案盘

的平面对称地折出两个圆形花型，对折后的接缝处一定还需要用

一根圆形钳子稍微用力掐紧一下；整条盘好型后，将两个圆形花

型间的两个花形衔接点放在表面用一层透明胶固定，衔接点用一

根手针固定；然后将整条花形袢子用分为四股的一根针线用编织

法进行缝好，要尽可能紧实一些，不要直接缝到可以露出任何花

形线迹之处再缝即可。这一步中最需要经受考验的分别应该是“眼

力”和“手力”，如果产品整体折扣花型和产品摆放装盘得不精致，

折叠花和旋转各个角度的细节处理不细腻，容易直接导致产品出

现“轮廓走样”，影响产品整体的折扣花的美和影响整体折扣花

型的美塑形。

填芯里的面料装饰为我自己准备好的各种面料，放在填芯里

面还有一些棉花和其他各种面料，用一个小的镊子包好面料填塞

后把它放到一个牙子里塞进去，尽量将周围的任何缝隙都填紧实

饱满。填芯式的整体装饰的方法在各种材料中还有的可以对具有

各种创意创造性进行拓展，除了常见用各种颜色棉花布或串珠材

料来将芯进行填塞，还有的材料可以用各种棉花布或串珠等其他

装饰元素与原材料组合来进行填芯而使装饰具有整体性的设计。

盘花的精巧细致，真切地使它融进了盘门雕花艺术制作者的盘花

艺术欣赏心性和其个人欣赏智慧，并且使其具有着极高的盘花艺

术欣赏审美观和欣赏收藏价值。

抽调：是对盘扣编盘的角度调整。没有完全编好的盘扣，花

型会呈一个松散状，这时就需要反复多次进行局部抽调这个重要

步骤，才真正可以编得更加平整显得紧凑美观。每个针在结体的

结头四边松度和紧度必须要平均，四边必须一定要保持等宽这样

才能对称，可以用直尺来进行测量；每个针在结体中的回转整个

结体连缝线的两端连接间隙距离必须要完全保持相等，横直对称，

每个结的回转整体结缝线线中的连接间隙才可能会整齐，这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菱形状的钩针对结尾端的线进行连接调整。

修饰：即使是最简单的作品，也必须经过“饰”的过程才能

让完整的结体发挥应有的功能。现代服装上，可以用亮片、珠管、

珠片等进行装饰。

定形：修饰过的盘扣还不是很牢固，经不起别人的随意伸手

或者触摸，需要对其整体结构进行定形及加固加工处理。可以用

针线将需要固定的端点进行缝合固定。修剪和粘贴在条纹袢条周

围的其他各种面料。将每个橡胶扣子的背面垫上点缀一层橡胶后

再垫上一层橡胶衬布，再通过这种修剪方法进行二次缝合，缝合

时一定要特别注意每个上下针都一定紧紧将每个扣子上的衬、棉

花、袢条同时紧紧缝合在一起，以免扣子衬和夹条棉花同时缝合

脱落。扣花装饰是指扣子装饰的“盘艺”，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实

验结果显示是中国古人一直认为扣在指尖上的扣子绣花装饰技艺

几乎可以世代传承。如今盘扣不仅在服装上绽放光彩，更可以成

为装饰品和艺术品，装点和美化人们的生活。

盘扣品种繁多，技法独特。依据盘扣的造型，可以分为直盘

扣和花型扣两大类，两者的区别是尾部造型不同。直盘扣也叫一

字扣，是最基础的盘扣造型，用一根袢条编结成球状的扣坨，另

一根对折成扣带。扣坨和扣带缝在衣襟两侧并相对，尾部呈一字型。

花型扣除了基础穿插做成直扣，尾部还要做出各种花样，起到装

饰的作用。如蝴蝶型盘扣、如意型盘扣、葫芦型盘扣等。盘扣虽小，

却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包含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是

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精华。而至今为止唯有“盘扣”的长久文化

存在被现代人们广泛赋予无数美好的传统文化内涵寓意，使传承

中国民族传统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用一种含蓄的爱将现代文化艺

术品和现代语言重新文化传递传播出去奉献给追求现代化的人们。

盘扣在造型上大部分为左右对称型，代表平衡，符合中国传统文

化崇尚对偶、对称的特点。一般盘扣都是成对出现，一端由袢条

套成环，另一端则打成结，一左一右，来固定前身衣片。盘扣在

旗袍的布局中应用于领口、腋下、偏襟等处，可以单独一颗使用，

也可以多颗盘扣组合使用，也可根据不同款式灵活使用。

四、结语

旗袍上的盘扣服饰作为中国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元

素，在我国现代民族服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今天我们对影响旗

袍花纹盘和纽扣的传统文化、分类、色彩、造型等因素进行了深

入研究。取而展其形，延而传其意，展其艺之韵，传其艺之神，

为绣花盘扣在我国现代装饰设计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发展提供了新

的设计思路和发展方向。通过我们传统服装元素与我们现代服装

元素的完美结合，赋予我们传统服装元素新的文化内涵，也可以

使我们现代人的服装设计更加的具有传统文化上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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