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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工笔绣在新中式毛呢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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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保护与传承扬州刺绣传统手工艺以及促进新中式毛呢女装创新发展的目的出发，以扬州刺绣中的

工笔绣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扬州刺绣大师工作室及扬州工艺美术馆等场所进行调查研究，从题材、色彩、针法角度，

阐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扬州工笔绣的艺术特色。以设计案例进行实践剖析，从不同风格塑造角度分析

其在新中式毛呢女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以此为扬州刺绣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以及新中式毛呢女装个性化设计提出

新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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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tect and inherit Yangzhou embroidery traditional handicraft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New Chinese Style woollen dress，the Yangzhou meticulous embroidery
was studied by field investigating Yangzhou Embroidery Master Studio and Yangzhou Art Museum，and
the subject matter，color and stitches in Yangzhou meticulous embroidery was introduced to show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Yangzhou meticulous embroider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case study，the application method in New Chinese Style woollen dress was analyzed from the
angle of shaping different styles，which provideed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Yangzhou embroidery as well as personalized design of New Chinese Style woollen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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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刺绣作为第 4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扩展项目之一，具有鲜明的扬州文化意蕴，是中

国民间 工 艺 文 化 的 艺 术 瑰 宝，享 有“针 画”的 美

誉［1］，其中工笔绣作为扬州刺绣的一大特色，用色

清雅秀丽，强调精谨细腻的工笔风情，具有浓郁的民

族色彩审美意趣。本文将其作为切入点，探讨扬州

工笔绣在新中式毛呢女装设计中的时尚化表达。

1 扬州工笔绣的艺术特色

扬州刺绣源于汉代，与苏州刺绣技艺属同一门

类。作为扬州地区人民演绎民间艺术和生活的一种

文化载体。其创作的主题、造型及色彩依附于当地

风土人情、人文特色等基础，古有“广陵女子善秀”
之说。其中“工笔绣”绣品疏密有致，浓淡相宜、灵

秀古雅，追随传统中国工笔画的文化内涵和笔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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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形成了格调高雅、雅逸传神的艺术风格，其所绣

题材主要以宋元及清代工笔山水、花鸟为主，绣工精

细，层次分明，设色古雅，与写意绣“以针代笔、以线

当墨”的风格明确区分开来，表达了艳而不俗的独

特风格，成为独具扬州地区人文艺术特色的刺绣手

工艺技法。
1. 1 题材类型

工笔绣的题材表达多以名家书画为主，绣品针

法缜密精巧，色彩陆离斑驳，极富生活情趣。这是因

为从宋代开始，文人墨士、有闲阶层寄情琴棋书画，

对花鸟鱼虫的表达更是情有独钟。这使扬州的人文

艺术及绘画审美情趣产生了很大的转移。扬州工笔

绣受其影响，题材多取自于历代名家的工笔画画作，

以山水、花鸟题材的绣品为主。其中，唐宋时期是我

国工笔画发展史的高峰，尤其是工笔花鸟画的表达

出神入化，这对扬州工笔绣的影响巨大，促使花鸟成

为了扬州工笔绣的主导题材，且其注重“人心感物，

景由心造”的特点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扬州工笔绣对

于花鸟题材的表达。它要求刺绣者一方面在生活中

仔细观察，将刺绣技艺融入生活; 另一方面在刺绣过

程中将自己的精神融入画面中，移情于物，以达到

“物我交融”的境界［2］，表现“以形传神”“形神兼

备”的艺术美。图 1 为扬州工笔绣山水题材表达，

绣师借助不同针法的组合和穿插以及精巧的刺绣技

艺，借助疏密、轻重、穿插、参差等表现手法［3］，表现

出山水、树木质感的不同，其线条细腻，设色艳而不

俗，线迹疏密变化有致，笔墨神韵极佳，别有一番简

洁雅致的艺术效果。

图 1 工笔绣山水题材表达

1. 2 色彩特征
传统工笔画通过“以线为骨，以色为肉”的形

式，将色彩通过平涂的方式限制于轮廓线之中，用色

单纯、丰富，追求静雅、沉着的画面效果，具有从属性

的特点。工笔绣在追随这一特点的同时，将绣线材

料的独特美感融入到工笔画中，表现刺绣工艺的特

殊韵味［4］，其细腻的色彩变化特征，对色彩与色调

的主次、墨气与色气的效果十分讲究。这一特点既

限制了用色造型和色彩的表现力，同时也使工笔绣

的色彩具有装饰性的特点［5］。
用色秀丽清雅、追求柔和素雅的审美意趣是扬

州工笔绣色彩的另一大特征，其花鸟图案用色恬美

清雅，传达出温情含蓄、雅致恬美的色彩情绪。山水

图案追求远近高低墨色变化，用色灵动活泼、空间感

极强。工笔绣绣师通过对色彩的灵活把控，表达了

图案绣迹如笔翰图绘，光影隐现，仿若绘画般的精神

境界。图 2 为工笔绣花卉题材表达。图案设色素

雅，纯度较低，对于花卉色彩细节刻画十分严谨。绣

师通过色相和明度的变化表达不同花期色彩的渐变

效果。同时，由于工笔绣注重“写生”，图案微妙地

传达了花卉生态的生息，色彩细节变化的描绘更是

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境界。

图 2 工笔绣花卉题材表达

1． 3 工艺技法
扬州工笔绣工艺技法种类繁多，从现存扬州刺

绣研究所和扬州工艺美术馆所珍藏和展示的作品中

甄选出具有典型扬州工笔绣针法特点的 50 幅刺绣

精品进行分析，发现扬州工笔绣的常见针法，如表 1
所示。其中，平绣类针法包括齐针、套针、抢针; 条纹

绣类针法包括滚针; 辅助类针法包括松针、扎针，在

工笔绣成品的表达中最为常见。

表 1 扬州工笔绣常见针法统计表

针法名称 运用作品数 /件 面积比 /%

齐针 50 35

套针 46 65

抢针 33 32

掺针 21 20

滚针 18 15

撒针 16 25

松针 35 25

扎针 35 5

注: 面积比是指该针法所占的面积与绣品中所有针法的绣制面
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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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绣类针法为通过直针与绣线搭配平行排列

组合成块面的针法，其起落针都要在纹样的边缘，

效果细密、平整、不重不露，故称为平绣。平绣作

为最基本的绣制针法，可产生丰富的变化。其在

扬州工笔绣的表达中应用最为普遍，常用针法主

要为齐针、套针、抢针，是花卉和山水题材的技法

表达中最为常见且应用面积最大的针法之一，针

法效果见图 3。

图 3 工笔绣鸟类图案针法效果

条纹绣类针法在工笔绣中主要用来绣制花卉的

外轮廓或叶茎等线条状纹样的针法为滚针，其绣迹

呈线条状，以其效果命名为条纹绣。特点是不见针

脚，转折自然［6］，主要作为工笔绣花鸟题材的特色

针法进行运用。
辅助类针法是指在扬州工笔绣绣制过程中使用

较少，多做为点缀出现，但和扬州刺绣中写意绣效果

所用针法区别开的常用针法，其主要代表为松针和

扎针，作为工笔绣的特色针法，在山水题材中应用

较广。

2 新中式毛呢女装的设计特点

新中式女装，是基于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

美观，对“原中式”元素进行归纳、整合或者再创造

产生的“新中式”元素应用于女装设计［7］。其在设

计上不仅保留了传统中式服装设计元素的精粹，更

加入了现代设计理念和手法，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同时，毛呢服装由于面料本身较为厚重，在设计时大

多采用较为简约的设计手法，极为适合中式服装的

结构剪裁手法。将新中式女装的设计元素与毛呢服

装设计相结合，不但能够丰富毛呢女装的设计细节，

且其挺括的面料质感能把中式服装传统的结构形式

表达得淋漓尽致，对于毛呢服装同质化现状具有极

大的改进作用。
2. 1 对传统中国元素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式毛 呢 女 装 在 设 计 上 区 别 于 其 他 毛 呢

女装最大的 特 点 表 现 为 对 中 国 传 统 元 素 的 应 用

及传承。由于中式毛呢服装面料手感柔软、高雅

挺括，款式结构也多以中式平面直线裁剪为主，

表 现 简 单 舒 展 的 二 维 效 果，因 此，中式元素在毛

呢服装的创新设计更多体现在款式细节和面料的

二次处 理 上，如 款 式 上 立 领、盘 扣 等 细 节 设 计 处

理; 面料上水墨效果染色、刺绣图案工艺装饰等。
不论是细节装饰或局部造型点缀均能表达出强烈

的中国特色和手工风情，传达舒缓、含蓄的民族审

美取向。
2. 2 对现代时尚的吸收和融合

根为“中”，形为“新”是新中式服装的精髓所

在。新中式毛呢服装不但保留了中式服装的设计

特色，其创新化发展的体现更多的表现为与现代

时尚的交融与结合。在色彩上，传统中式毛呢服

装多以高明度、高纯度，或是低明度、低纯度的两

极化形式进行搭配。过于偏重大红大绿、明黄为

主的亮色系或是深褐、暗红为主的暗色系［8］，色彩

较为夸张、单一。现代流行色彩的加入改变了传

统中式毛呢服装单一的色彩认知，满足了现代消

费群求新求异的时尚需求。在款式设计上，新中

式毛呢服装把西式服装三维式的设计手法与中式

元素相结合，不再局限于传统中式女装的“上衣下

裳”，在保留中式特色的局部细节基础上，更加注

重时尚元素的融合。在图案装饰上，新中式毛呢

女装将各种图案题材、风格融入设计当中，一改传

统花卉作为主要图案装饰的设计手法，不但使服

装风格多元化，且更加符合个性前卫的消费群体

的审美喜好。

3 在新中式毛呢女装设计中的应用

刺绣在服装中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现代服装精

美的艺术效果，同时提高了商业价值［9］。扬州工笔

绣不同于传统中式毛呢女装刺绣题材浓艳的配色形

式，用色清雅秀丽、灵动雅致，强调精谨细腻的工笔

风情，且图案细密精巧、题材多样，能够满足新中式

毛呢女装不同的风格要求。其在新中式毛呢女装中

的应用不仅能够在保留中式风情的基础上丰富毛呢

服装的设计细节，强化新中式毛呢服装的风格特征，

同时是弘扬中华民族服饰优秀文化内涵、促使传统

工艺时尚化发展的有力途径。
3. 1 塑造风格化中式风情韵味

新中式毛呢女装在款式上鉴于毛呢面料轻薄

飘逸的特点，廓型设计可较为简洁舒展，通过细节

及面料材 质 选 择 和 处 理 体 现 中 式 服 装 的 设 计 特

点，塑造雅意传神的中式韵味。扬州工笔绣工整、
细腻的针法特色和清秀雅致的色彩具有区别于其

他绣种的独特个性魅力，将其小面积装饰于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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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毛呢女装的袖口、领口、衣身等部位，不但更能

凸显工笔绣细腻雅致的手工艺魅丽，同时也不同

于传统中式毛呢强烈浓重的装饰风格，更加格调

高雅。图 4 为工笔绣图案在新中式毛呢女装上的

应用。工笔绣仙鹤通过散套针法进行色阶表达，

采用纯度较低的红色和白色进行搭配，配色温润，

图案形象生动，越发衬托出毛呢面料幽雅柔和的

光泽感; 且绣迹细密工整，肌理变化丰富，搭配线

条流动的简约毛呢中式款式设计，凸显出工笔绣

灵秀古雅的艺术效果，衬托出着装者沉静柔美的

个性魅力。

图 4 工笔绣图案在新中式毛呢女装上的应用

3. 2 打造趣味化时尚设计需求
扬州工笔绣图案色彩层次分明，追随传统中国

工笔画的文化内涵和笔墨神韵，形成了格调高雅、雅
逸传神的艺术特色，不但可以塑造高雅素丽的中式

风情，其精巧细腻的图案亦可和现代设计手法相结

合，根据当下审美打造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趣味化时

尚魅力。图 5 为工笔绣花鸟图案在新中式毛呢女装

上的应用，将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喜鹊形象进行解

构重组，在保留工笔绣技法的同时，采用纯度较高的

色彩搭配形式，使图案产生陆离斑驳的视觉效果。
在材质上，碎钻和珠宝的搭配不但与毛呢面料柔软

蠕糯的手感产生对比，而且弥补了刺绣工艺色泽感

不强的问题，更加夺目俏丽，迎合年轻消费群张扬独

立的个性需求。图 6 为将工笔绣花卉图案在新中式

毛呢女装上的应用，花卉图案与趣味化情景相结合，

一改传统刺绣写实情景的表达手法。不同情境对比

反差产生强烈的视觉对比与刺激感，不但保留了传

统手工艺技法和中式服装的设计元素，同时将传统

手工艺与现代时尚有机结合，打造出符合现代消费

群时尚化审美需求的特色服装。
3. 3 构建情感化设计表达

扬州工笔绣以其丰富的装饰语言展示着深邃的

图 5 花鸟图案在新中式

毛呢女装上的应用

图 6 花卉图案在新中式

毛呢女装上的应用

文化底蕴，其多元化的题材表达更象征不同的寓意

内涵。如喜鹊作为好运与福气的象征; 牡丹寓意富

贵、圆满; 仙鹤更是有青春永驻，健康长寿的寓意等

等。服饰图案的“感性”化使得图案超脱于具体的

形，而升华到了抽象的思维层面，同时也是对中国传

统思想观念的高度概括［10］。不同情感寓意的刺绣

图案搭配扬州工笔绣素雅沉静的配色形式和细腻的

针法处理，更加强化了新中式毛呢女装庄重、含蓄之

美。与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毛呢面料进行结合，不

但能够展现出中式服装特殊的情感和文化意蕴，同

时新中式服装特有的现代化设计思维能够使中式元

素和工笔绣技法借助当下时尚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

化的艺术精髓，使服装能够在与人的交互中给予使

用者传统文化在时尚语境下新的情感体验，并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表达着装者的时尚品位及

文化态度。

4 结束语

扬州工笔绣作为扬州刺绣的特色针法，是扬州

地区民俗文化的符号表征，有着区别于其他刺绣种

类的独特表现方式。其色彩古朴秀丽，针法缜密多

样，形态灵秀俏丽，将其与新中式毛呢女装进行结合

可以推动传统工艺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能

够改善现今中式服饰产品传统化，受众群较为单一

的现状，为设计注入新鲜血液，提升本土服饰的文化

内涵和人文价值，从而促进中式服饰产品个性化发

展; 另一方面也是扬州刺绣手工艺脱离传统单一工

艺品加工，走现代时尚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有力途径。
对于振兴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地方优秀手工艺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拓宽地区文化知名度具有极高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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