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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日益蓬勃当代时装业已不暮的今天，多元风格各

样文化的交合渗透、互相攀岩的时装秀层出不穷，各个

品牌的发布专场各舒其道，硬生生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挤在了同一个 T 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相上下不

分前后的时髦扮相叮咚遛出，一番走秀好不热闹，且呼

同质化要背离、且喊原生态需坚持的守道者们马不停蹄

的鞭策着这辆没有终点的悍马，也由着那句“跟着感觉

走”的沉吟走过当下，随着跌跌撞撞的猫步节奏走进大

众或小众的审美视野，是否走进市场的终端接受价值变

现尚不尽然。

正文：

作为承担服装设计师后备力量的服装设计教育的学

院派而言，理性思考是面对庞杂外界的重要态度和立场，

基于服装产品的艺术品位和文化含量以及商品价值集于

一体的人类必需品，将未来服装设计师打造为综合实力

超一流的队伍，适应时代性个性化的需要，还真得安心

静下来思量好给他们喂哪些营养才补益得当？传统文化

丰厚的内涵当然是首选！

一、中国民间手工艺的继承

2008 年首次批准保护非遗项目以来，民间手工艺的

技艺传承有了梳理和保护、应用的保障，湖北自汉绣以

后陆续有比较多的非遗项目得到有效挖掘和多方保护，

随着人们精神性审美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像汉绣这

样诸多的非遗项目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许多院校都将

非遗传人和此类项目引入课堂，促进了民间手工艺的研

究和深入挖掘其文化根系的队伍迅速扩展，使得此类技

艺和文化符号较快速地从博物馆里复活觉醒，从作坊庭

间、楼阁女工、深宫闺阁覆盖于院校教室、创意园区、

时尚商店，各类展示、赛事不断呈现出欣欣向荣、满街

开花之势。

像早年就进入院校的“扎染”、“蜡染”、“刺绣”、

“织锦”、“手工印染”等这类民间手工艺在现代生活中

觉醒、觉悟，并自觉走出市场化发展进程的形成，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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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其本身具有的传统技艺和文化传承生命力的强盛，

更在于其固有的知识性、仪式感和生生不息的原生态特

征，焕发出今天璀璨的局面。

从知识内容看，从今天前进到起源的角度反观这些

手工艺的试验历程，都经历了启蒙、探索、试验、尝试、

总结、梳理和逐渐成熟的必经之路，学习和了解这里面

发展的缘由和故事，都可以学习到中华民族热爱生活、

热爱劳动、热爱自然、勤劳朴实、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

这种工匠精神的传承可以由内而外地熏陶后学们学习继

承的毅力和心仪向往，继而能够开枝散叶、十方受益。

从技能工艺看，利用自然资源选择天然植物纤维原

材料，将融合在各类材料里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理念

下的根系，在各种纺线、丝线、棉质、靛蓝、蜂蜡、竹

具、梭头、绳索等素材和工具的来回作用下，形成图案

并赋予美好图腾愿望的诸多作品造型，将设计与技术完

美组合，演绎出一幕幕视觉和触觉的浑天交响，让人目

不暇给、流连忘返。

植根于民间的这些传统工艺重新激发出新的市场需

求，轮回般地昭示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东方的审美也

是人类审美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类奇葩，我辈当仁不让

地加以继承和发扬，正是文化自信的典型传递。

二、实践教学的落实

首先从了解《服饰手工艺》的课程目标开始介入实

践教学的开启：

课程目标 1—了解和认识纺织品或可穿戴服饰的印

染编织、刺绣镂空等工艺手法；

课程目标 2—理解民俗文化和流行服饰之间关联的

知识；

课程目标3—掌握印花、扎染、织造、刺绣等民间手

工艺的基本图形设计、材料选择、工具的使用操作技法；

课程目标 4—结合服装设计原理，丰富服装设计的

文化内涵，形成学生专业创作和应对市场需求的研究和

动手能力；

这些课程目标的设立，具体而细致地钩画出该课程

的教学目的和内容，我以为在落实步骤当中需要注意如

下几点：

1、需要引入“非遗传人”及“非遗”项目的实习实

践教学；

2、需要提供相应的教学设施和教学环境、备足所需

材料及工具；

3、需要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分享经验、探索方法、

研究规律、总结提高。

在普通教师或实验室里：可以将工艺流程分解为若干

“实验项目”，教学当中严格落实实验教学教师动手示范、

学生动手操作的分段教学步骤，将教学内容、步骤、结果

清晰地呈现，并举一反三地加以点评；适时展览展示；

在工作室里：可以承接综合性项目形成成品成果，

并加以分析研究、投稿分享、参赛展览；也可以不定期

邀请相关非遗传人走进来讲座教学，以及走出去作专业

考察调研收集资料信息，扩展认知与体悟。

教学方式除了正常授课、示范、讲评、交流、作业

练习等常规要求以外，增加讲座、考察、参会、参赛等

诸多场合，以达到扩大影响、增加自信、巩固提高的教

学效果。

也有必要将比较成熟的实验项目形成《实验指导书》，

替代教材功能，更加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手工艺的传承。

三、可穿戴服饰的外延思考

2019 年 11 月在湖北美术学院举办的首届国际可穿戴

服饰的展览上面，我欣喜地发现用于服饰的材料和工艺

有那样的丰富多彩，为我们重新思考服饰设计和展开创

新设计，提供了另外一扇窗和别样的艺术角度，在长期

从事解读和传授服饰内涵为主的常态教学领域里，这些

作品无疑给服装设计创新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拓展空间，

在弘扬民族文化和传统民间工艺方面，期待以下这些方

面的思考能够带来《服饰手工艺》课程新的教学内容和

形成新的实验项目，让许多类似这样的民间工艺的传统

手艺，在常态化教学领域里能占有一席之地。

思考 1、纸塑：中国传统剪纸、折纸、撕纸以及用

于立体构成的工艺手法采用镂空、重叠、设色、穿插等

手段，对平面造型和立体构成都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空

间和可塑性；

在连续参加 2012-2017 年韩国韩纸服装设计比赛和

展览当中就有许多利用纸质材料的造型设计，有许多可

参考经验借鉴。如图 1-1 等；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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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2、皮塑：是利用皮革的可塑性，将皮革用拉

扯、捏、搓揉、挤压等手法，塑成半立体或立体造型的

作品。常见表现的范围如：人物、花卉、动物等。如

2014 年 1 月在昙华林半亩园美术馆展览的粮道街幸福家

庭艺术作品展中作者李进先生的获奖作品“马首”等，

图2-1

思考 3、泥塑、陶瓷工艺、漆艺；泥塑艺术是中国

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即用粘土塑制成

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泥塑曾入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作方法是在粘土里掺入少许棉

花纤维，捣匀后，捏制成各种人物的泥坯，经阴干，涂

上底粉，再施彩绘。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

或素或彩，以人物、动物为主。

陶瓷艺术广泛讲是中国传统古老文化与现代艺术结

合的艺术形式。从历史的发展可知，“陶瓷艺术”是一门

综合艺术，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文化积淀历程。它

与绘画、雕塑、设计、以及其他工艺美术等有着无法割

舍的传承与比照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

西方现代艺术的介入，西方的“当代陶艺”观念对中国

陶瓷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陶艺”的概念也一

度成为了陶瓷艺术界的新时尚。它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

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与碰撞。

天然漆，也被称为大漆，是从一种呈羽状复叶的落

叶乔木，即漆树身上分泌出来的一种液体，呈乳灰色，

接触到空气后会氧化，逐渐变黑并坚硬起来，具有防腐、

耐酸、耐碱、抗沸水、绝缘等特点，对人体无害。如再

加入可以入漆的颜料，它就变成了各种可以涂刷的色漆，

经过打磨和推光后，它发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光泽。

然后再通过雕填、镶嵌、彩绘、脱胎等手段就可以制成

各种精致、美观的漆艺品了。

思考 4、银饰、锡饰：银饰品是一种以金属银打造

的饰品，质地光滑，富有光泽。基本分为耳饰、颈饰、

手饰、足饰和服饰 5 个大类。耳饰包括：耳钉，耳环，

耳线，耳吊；项饰包括：项链，吊坠，项圈。手饰包括：

戒指，手镯，手链。足饰包括：脚链、脚环。服饰专指

服装上的饰物，包括领花、领带夹、胸饰、袖扣。图

4-1 是 2019 年 11 月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可穿戴

银饰作品：

图4-1

锡制品是锡制工艺品的一种，而锡制工艺品是传统

的特产金属工艺品。它采用高纯度精锡，经过熔化、压

片、裁料、造型、刮光、装接、擦亮、装饰雕刻等复杂

工序，精心制作而成。锡制品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700 年。早在古代中国，一些水质不好的地方常在井底

放上锡板，进行水质净化。在日本宫廷中精心酿制的御

酒，也都是用锡器作为盛酒的器皿。

四、结论

《服饰手工艺》在服装设计教学课程体系的设置中，

作为专业设计基础内容、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习环节

的前期课程，开课时间宜早不宜晚，与纤维与材料、服

饰图案、服装色彩与运用、服装工艺、专业设计、服装

毕业设计等后续课程建构紧密的联系。以其分类繁多细

致，囊括纺织和非纺织材料重塑、传统和当代诸多领域，

也包括可穿戴服饰的新视角，如扎染、蜡染、植物拓染、

以及现代的丝网印、数码印等；刺绣、镂空、腐蚀、洗

水等材料加减法处理设计手法的综合学习应用，可以制

造出许多材料多元、种类繁多、肌理丰富、装饰浓郁、

特色醒目、工艺独特并具备文化意蕴和视觉内涵厚重深

远、图案精美、寓意美好等设计作品，最典型代表东方

情趣和审美智慧的表现形式，在工业化程度日益替代传

统手工艺的当下，无论是从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角度都

值得重视和继承，并以此唤醒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树立足

够的民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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