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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谈现代服装生产中传统工艺的应用 
◆俞佩佩 

（西安工程大学  陕西西安  710048） 

 
摘要：现代服装大多是工业化流水线生产，传统工艺生产的服装越来越

稀少。就工艺来说，现代化流水线生产工艺，使服装的制作更加精良而

科学，尺寸与数据更加准确。然而传统工艺依然被很多人所喜爱，如手

工的刺绣要比电脑的刺绣更为精致而华美，手工定制的缎带、亮片等，

品质与精细度也远远超过电脑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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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服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

再满足于质量普通且设计美感不强的快时尚产品，供消费者选择
的款式越来越多，各种设计风格的产品也不断地在市场上出现。
在选择过程中，更多消费者倾向于选择有个性和内涵的服装产
品，这给了传统手工艺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了空
间。 

1、现代服装生产中传统工艺的应用方式 
1.1 刺绣 
刺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手工工艺品之一，它是用针和线

在布、编制物、皮革等材料上进行刺绣、镂空、贴补绣、镶嵌绣
等装饰工艺的总称。在我国博大精深的衣着文化海洋中，传统刺
绣是其中一朵耀眼的浪花，作为服装设计的一种艺术处理手段，
多年来一直被采用，并被当今设计师灵活应用在现代服装设计当
中。刺绣文化在人民大众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少数民族，如满族、
壮族、苗族等，这些民族服装样式潜意识的影响为服装设计师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现代服装追求简洁、质朴，难免出现单调，刺
绣这一工艺恰好弥补了这种不足，达到雅俗共赏。设计师利用他
们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把刺绣工艺应用到服装款式上赋予服
装款式以灵魂，使服装在具有实用性的同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
值和观赏价值[1]。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刺绣工艺被广泛运用于礼服、
时尚女装、毛衫、牛仔装和童装中。并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在保留和继承民族刺绣工艺的同时，通过对刺绣种种技法的组
合，不断完善和创新设计，刺绣工艺在服装及生活用品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2 手工立体饰物 
立体饰物在服装上的应用，使服装更具立体感，使服装活起

来，具有生机和活力。而立体的饰物主要是立体花卉、立体玩偶
以及其它小饰物，这些立体的饰物，机器的缝制就会减少其立体
感，使之呆板起来，传统的手工缝制，就会按照立体饰物的造型
进行下针和走线，使其立体感更强，也使造型更加逼真与完美，
使这些立体的饰物更活泼而灵动。而立体的花卉的缝制，就更加
是因人而异，即使同样的一组花卉，也会有千姿百态，让同一批
服装具有了百花盛开的效果。使得现代的机器生产的流水线服
装，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更容易受到人们
的欢迎和喜爱。 

1.3 扎染 
扎染工艺总的来说可以分为扎结和染色两部分。它是通过

纱、线、绳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
组合后进行染色[2]。其目的是对织物扎结部分起到防染作用，使
被扎结部分保持原色，而未被扎结部分均匀受染。从而形成深浅
不均、层次丰富的色晕和皱印。织物被扎的愈紧、愈牢、防染效
果愈好。它既可以染成带有规则纹样的普通扎染织物；又可以染
出表现具象图案的复杂构图及多种绚丽色彩的精美工艺品，稚拙
古朴，新颖别致。扎染以青白二色的对比来营造出古朴的意蕴，
往往给人以淡雅之感。扎染可用在真丝、全棉、化纤、皮革、麻、
毛等面料上，其变化微妙，含蓄，生动。现代扎染在工艺上更加
追求“随意性，自由性”，形成了“自然化，生活化，休闲化”
等风格。 

1.4 串珠、抽褶、明线 

串珠是我国传统服装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装饰，古代以珍珠做
原料。现代有各种材料的串珠，主要有塑料与金属。串珠以其圆
润和光泽点缀服装，使之更显精致而华贵。串珠的传统手工缝制，
可以使其更牢固，不易脱落而受到欢迎，机器缝制的串珠容易因
一条线的崩断而全部或部分脱落，因而在高档服装的串珠缝制上
都是人工的手工缝制。而抽褶是要根据服装的面料与图案来进行
的，机器的操作固然可以更匀称，但是对图案的破坏性也会很大，
人工的抽褶可以避开对图案的破坏，而根据图案的走向进行适度
的抽褶，使其更自然完美[3]。 

2、现代服装生产中传统工艺的应用注意事项 
2.1 应用元素要突出简单 
服装设计的核心在于样式，样式的重点在于易识别性。在传

统元素的运用中，首先需要做到元素的简单，只有简单的设计元
素才能给别人留下记忆，越简单越容易被人记住，越是一目了然
的图形越能让人读懂设计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如果仅仅是传统元
素、图案、花纹的简单拼接，就谈不上传统与现代融合，更谈不
上创新。因此，要让大众对设计款式印象深刻就必须要在广告中
赋予它独特的形象特征，也就是图形创意，通过多样化组合赋予
服饰个性化表达才能使服饰广告最终实现有效的信息传播[4]。服
饰要有语言传播的功效，潮流服饰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得到公众
口碑传播，要让公众明白服饰中隐含的设计信息，让服饰平面广
告能清楚地表达设计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让服饰广告中的传统文
化得到体现，将传统文化中动态元素用静态的图形表现出来，通
过大众化传播传承民族文化。 

2.2 传统与现代结合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现代服装设计中经常用到的设计手法

和原则，既要有本身的原则又要坚持本土性。本土性是指从大量
的传统手工艺中吸收所需要的设计元素，激发创作灵感，强化设
计理念。传统手工艺的创新主要可以体现在服装设计形式美和内
涵美两个方面，对形式美的创新本人认为设计应当大胆地融入世
界各地的民族文化；而在内涵美的创新设计中则应当首先对中国
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整理的工作，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手工艺
在服饰文化之中的深刻内涵及其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
中所具有的巨大的应用价值。 

2.3 提高表达应用的创意性 
现在很多服饰设计都有很强的趣味性，比如中国的东北虎品

牌，品牌中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带有浓重的民族色彩，在设计中经
常运用音符、鸟、马等看似与设计并不相关的图形元素，设计中
对人物的发部也进行了替换，整个作品不仅充满趣味性还丰富了
主题内涵[5]。由此可见在图形创意的运用中趣味性在现代服装设
计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服饰中传达的趣味性能在不经意间吸引
消费者的注意力，刺激消费。 

结束语：服装艺术设计对于美学的提升越来越重要，服装设
计已经进入智能化、多元化的发展阶段，传统手工艺对于服装设
计的冲击和影响也将会越来越有力度。对传统艺术要取其精华再
加入技术创新，并将两者结合优化，运用到服装设计中，保证传
统手工艺大众化，并能在市场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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