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纺科技

Wool Textile Journal
第 47 卷 第 3 期

2019 年 3 月

DOI: 10. 19333 / j．mfkj．2018040330304

钉金绣在现代毛呢服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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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服装设计领域中面料再造设计对服饰艺术的承载力，从现代服装设计工艺技法表现的角度，结合

羊毛纤维属性，阐明钉金绣工艺对服装设计艺术表现力的影响，说明不断创新中的钉金绣工艺赋予现代毛呢服装

设计崭新的生命力。研究表明，钉金绣作为纺织面料二次设计的工艺表现手法，能够推动现代毛呢服装设计向艺

术化与商品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促进我国服装设计领域内面料再造工艺技术的创新驱动，并产生深远的社会意

义和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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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fabric reconstruction design to garment art in the field of
clothing design，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dern garment design technique，the influence of nail gold
embroidery on the expression of garment design art was expounded by using and combining with wool fiber
proper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he nail gold embroidery process will give
modern woolen clothing design a new vitality．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as a new technique in the field of
secondary design of textile fabrics，nail gold embroider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oolen
clothing design in the direction of combination of art and commercializatio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rive of fabric re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garment design in China，and produce profound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marke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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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金线作为装饰的绣法，在出土的唐代以前

的实物中几乎没有发现，或许这种技法是在唐代成

熟并流行［1］，后在辽金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钉金

绣又称金银绣，经常与打籽锈一起运用，因其针法结

构牢固，适宜绣制实用绣品，又因其具有极强的肌理

效果，也适宜绣制装饰性较强的欣赏绣品，所以该刺

绣技艺在我国传统服装和服饰品中较多使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经济蓬

勃发展，传统工艺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逐渐回归到大

众视野，所以挖掘与传承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设计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钉金绣的针法进行了梳理，

分析其艺术特征，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毛呢服装设计

中，以期更好地传承这一具有特色的传统刺绣技艺。

1 钉金绣分类

按照丝线绣制纹样的方式不同，钉金绣可分为

盘金绣和平金绣 2 种，2 种刺绣的针法都是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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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刺绣针法。盘金绣属于条纹绣的一种，是以刺

绣图案为依据，将金线盘绕成设计好的图案，再用细

线钉在面料上的一种针法，特色明显、装饰性强［2］，

起到美化与强调的作用，适合表现图案的线条效果，

因其线条方向依样盘旋，故称盘金绣。平金绣则以

刺绣图案为依据，使用金银线回旋游走，填充绣制出

整个图案，与平绣一样都是适合表现图案的平面效

果，故称平金绣。钉金绣花鸟图案绣片见图 1，其中

的云纹边缘是以盘金绣的针法进行表达，飞鸟纹是

使用平金绣针法，利用金色丝线回旋游走刻画飞鸟

形态。

图 1 钉金绣花鸟图案绣片

2 钉金绣的艺术特征

图案是一种兼具装饰性和实用性的美术形式，

是工艺美术在形式、结构、色彩上预先设计的图样，

其本身的目的性决定了它的双层社会属性: 一方面

与其他艺术一样，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另一方面又

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密切结合的一种物质形

式［3］。钉金绣所表现的图案题材丰富，以自然界中

的花果、虫鱼居多，极少一部分为几何纹样，其题材

作为装饰艺术的表达符号，是装饰图案文化元素转

变成物化形态的产物。
2. 1 图 案

物化形态作为钉金绣的一个重要属性，具有显

性特征，是装饰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品阅者直接

感知的对象。钉金绣的显性特征，表现在通过盘金

针法和平金针勾勒图案纹样: 钉金绣绣片针法见图

2。盘金针法( 图 2 ( a) ) 以连线成廓的方式表现内

虚外实的“虚空间”，绣师使用简约的刺绣手法表现

花草的叶片轮廓，所形成的虚空间并不是虚无空洞

而是“无中生有”，以廓形强化纹样结构，于布局中

显生动。平金针法( 图 2( b) ) 以线填面的方式表现

内外俱实的“实空间”，绣师使用满绣的手法表现花

卉，所形成的面空间是由绣线以形式美的排列方式

组成的，以“实”强化纹样内容，于布局中显秩序。
钉金绣通过精巧细腻的针法把浓郁的生活情趣融入

到图案表达中。盘金绣和平金绣 2 种绣制方式虚实

相生，动静有序，相得益彰，有对比有协调，赋予了图

案生动的秩序美。

图 2 钉金绣绣片针法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的本质体

现，虚实相生设计理念贯穿于钉金绣表现形式中，通

过“虚”与“实”的设计语言表现，达到视觉上的相互

统一与相互衬托，赋予观赏者较大的想象空间和精

神享受。
2. 2 色 彩

民俗美学的通用表现手法是把美好愿望、信仰

和审美情趣以现实或象征的手法反映到吉祥纹饰、
图案和色彩中［4］。在服饰品中使用刺绣进行装饰

在我国已有较长的历史，美化与祈福是服饰品刺绣

装饰文化的核心内容，二者在钉金绣针法中得到了

应用和内涵延伸。
钉金绣的主体色为金、银二色，因其反光效果

好，又被称光泽色，辅助丝线的颜色可根据画面需要

配置，没有限定。金银色作为钉金绣主体色调，给人

华丽而富贵的视觉感受，美化效果明显，相比其他色

彩更加富有装饰意味。同时，金银二色也极容易和

其他色彩进行调和，能起到协调的作用［5］，使灰暗

的色调变得明快，同时能与彩度较高的色彩相配。
钉金绣绣片见图 3，以紫色为底，配以暗绿色叶子，

整体色调略显沉闷，而金银色缀于其中，用间隔过渡

的设计方法来控制和削弱色彩上的冲突，使整体色

调更加协调，很好的调和了色彩，使绣面更显华美大

方而不突兀，创造和谐统一的美感。金银二色在绣

品中承担装饰作用的同时，也饱含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憧憬，具有一定的寓意。金和银作为我

国自秦和汉时开始流通的秤量货币形式，拥有数量

的多少，可以衡量和显现拥有者的个人财富和身份

地位。我国历代服饰品中，常将金、银等贵金属材料

以各种方式添饰到其中，用来衬托穿着者高贵的社

会地位，同时，从汉代开始就萌发了“黄为君服”的

观念［6］，金黄色基本上属于被崇尚的颜色，其语义

多富积极含义。在我国民间，劳动人民则希冀在能

力范围内将金银二者的色彩应用到服饰中，延续对

祥瑞与权力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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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钉金绣绣片

金银色在钉金绣中应用时，其表现手法多样，表

现形象质朴而夸张，富有形式美感，在具有一定审美

价值的同时也寓意明显，通过色彩表达了人们在追

求服饰美的同时的趋吉之心。
2. 3 凹凸结构

根据“凸起易使样式为图，凹入易使样式为底”
的图底关系特点［7］，可以发现，因钉金绣独特的绣

制方式，使钉金绣与绣地之间形成密切的图与底的

相互关系。
钉金绣中形成的线面结构，不仅是对图案纹样

的平面描绘，更是在其平面形态基础上进行装饰的

空间表现，是对现实形态的凝练、提取和再创造。钉

金绣在绣面中除了图底关系所表达的二维装饰语义

外，其造型还明显存在着区别于其他刺绣针法的颇

具装饰性的凹凸效果，即超越平面之外的第三维立

体装饰语义。这既是刺绣艺术中立体空间视觉表述

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视觉设计的基本范式。钉金

绣绣品见图 4，在该绣片中，绣师使用钉金绣法绣制

花卉的茎干: 从正面看，钉金绣法表现出花卉主茎的

平面纹样，线条随着茎干的生长方向作回旋、曲伸等

富有形式美感的艺术表现; 从侧面看，钉金绣因其所

用金银线的直径( 厚度) 达到了近 0. 2 cm，与绣面形

成一定的凹凸肌理，将平面形式美感与立体凹凸造

型相结合，更易被人们的视触觉所感知，无形中解除

了有限空间给人传达的封闭感，“立体和深度”油然

而生［8］。

图 4 钉金绣绣品

钉金绣在绣品中适当穿插形成的凹凸造型，既

丰富了层次，又彰显出钉金绣针法的肌理特质，在有

限的空间里，产生多维语义的解读，使绣品成为一个

颇有设计意味的服饰品。

3 钉金绣在现代毛呢服装中的应用

毛呢类服装鉴于面料本身材质及厚度，款式较

为简洁舒展，面料的二次处理是现代毛呢服装的创

新手法之一，也是现代毛呢服装设计的重点。钉金

绣手工制作工艺图案本身具有图案虚实相生、色彩

饰寓兼备、造型凹凸有致的特点，加之现代化创意的

结合使其题材多样、风格多变，能够满足现代毛呢不

同的设计要求。其在现代毛呢中的应用不仅能够在

保留传统手工制作工艺技法的基础上丰富毛呢的设

计细节，强化服装的风格特征，同时还是弘扬中华民

族服饰优秀文化内涵、促使传统工艺时尚化发展的

途径。在设计时，应考虑图案的题材、装饰形式、风
格特色等，使钉金绣能够在保留自身艺术特色的同

时与现代毛呢服装时尚化设计理念完美结合。
3. 1 图案题材

钉金绣绣面图案题材表达多以花鸟为主，寓意

吉祥。如喜鹊作为好运与福气的象征; 牡丹寓意富

贵、圆满; 仙鹤有青春永驻，健康长寿的寓意等［9］。
但过于传统的构图形式和题材类型使其无法适应现

代毛呢服装的设计要求。因此在现代毛呢服装的具

体应用中可在保留钉金绣图案题材的基础上，与现

代图案元素进行创意组合，打造青春俏丽的时尚风

情。如钉金绣花朵图案设计的毛呢服装( 见图 5) ，

其以钉金绣花朵图案为设计原型，将色彩斑斓、形态

各异的花卉图案进行绣制，再根据构图特点将现代

飞鸟图案点缀其中。不同的组合形式能够产生出变

化万千的图形效果，通过差异性对比和融合产生的

艺术效果为毛呢服装设计带来更多趣味性改变。平

面形态的简约飞鸟形态与钉金绣花卉立体细致的表

现手法产生强烈的视觉对比，不但更加凸显钉金绣

陆离斑驳的视觉效果，改变了对传统钉金绣图案单

一的风格认知，且不同情境对比反差产生强烈的视

觉对比与刺激感，改变了传统钉金绣图案题材的表

达手法，既保留了传统手工制作工艺技法特色又迎

合了年轻消费群张扬个性的需求。
3. 2 装饰形式

传统刺绣图案在毛呢服装中的应用多采用平面

化形式，大面积用于服装的前胸、门襟处和下摆处装

饰。虽增强了毛呢服装的形式美感，但视觉效果单

一，缺少变化。刺绣图案虽作为服装的设计重点，在

服装整体中被强化，但刺绣色彩及图案形态的局限

性和可调配性差，使服装整体风格表达往往传统单

一。因此，对于钉金绣大面积应用于现代毛呢服装，

可尝试将钉金绣纹样进行平面化创新处理，如打散

重构、与其他现代化工艺创新结合等，打造时尚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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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钉金绣花朵图案毛呢服装

的后现代风格。小面积点缀手法不同于大面积浓重

强烈的装饰风格，其在毛呢服装中的装饰，更能凸显

钉金绣绣迹细密工整、肌理变化丰富的特色魅力。
如直接装饰于领口、袖口、下摆、门襟等部位，通过刺

绣与毛呢面料的质感对比，凸显出钉金绣凹凸有致

的装饰效果。立体化装饰形式毛呢服装见图 6，结

合使用珠片等立体材质进行点缀，搭配线条流动的

简约款式设计，不但能够改变单一刺绣的视觉观感

和肌理特征，而且使图案层次感更加丰富，衬托出着

装者沉静高雅的个性魅力。

图 6 立体化装饰形式毛呢服装

3. 3 风格特色
钉金绣与其他传统刺绣手工制作工艺相比，具

有材质多样，立体感强的工艺特征，符合现代年轻群

体对于刺绣工艺多元化的需求。在现代毛呢服装的

应用中，可根据不同款式风格设计特点，在保留扬州

民间传统刺绣花鸟图案的基础上，与珠绣、浮雕式面

料立体肌理再造、染整等工艺相结合，改变传统民间

刺绣工艺单一的视觉效果，使刺绣变化丰富，工艺对

比强烈，更贴合现代毛呢服装风格多元化需求，打造

时尚俏丽、古朴雅致、前卫个性的现代服饰风格。钉

金绣花卉图案和传统染整工艺结合毛呢服装见图

7。将钉金绣花卉图案和蓝染工艺进行结合应用，平

面结构处理为服装带来简洁舒展的视觉效果，同时

多种中国传统手工制作工艺的结合更让服装呈现出

虚实强烈对比的视觉关系，服装通过简约的款式设

计淋漓尽致的展现出传统工艺的艺术魅力，通过色

阶变化丰富、形态具象的钉金绣图案和蓝染水墨干

湿、无形的面料肌理产生对比，将毛呢面料幽雅柔和

的光泽感表现的淋漓尽致，越发强化出毛呢服装清

秀疏雅的典雅之美。既立足于民族传统工艺，又符

合当代服装设计的审美意象［10］。

图 7 钉金绣花卉图案和传统染整工艺结合毛呢服装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钉金绣的运针方式、图案、色彩、造
型等元素进行分析和概括，可以看出钉金绣以其独

特的艺术特征构成了地方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洋

溢着浓厚的地方文化特点和民间审美取向，凝聚了

绣师的智慧与汗水，是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

双重体现，其图案、色彩、造型在现代毛呢服装的应

用中赋予了毛呢服装生动的人文魅力，为现代毛呢

服装设计注入新鲜血液。其独特的手工制作工艺技

法蕴含的人文风情和工艺价值为现代毛呢服装艺术

语言的多元化提供了新的探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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