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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倡导设计全球化及本土化的浪潮下，寻找本国独特的设计语言，使传统工艺在传承的同

时又彰显出“现代”的艺术语言。方法 以传统工艺在现代软装设计中的运用为例，通过对传统工艺

与软装设计现状的分析，从文化形态、材料、物用形态等方面为传统工艺的发展提出思路。结论 在

丰厚的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软装的设计语言，以革新的方式重新诠释传统工艺，创造新的视

觉边界，使传统工艺在现代艺术中蜕变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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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 n Soft Assembly 

YAN Li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designers in the world are looking for their own unique design 
language, how to make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in memory at the same time and to highlight the "modern" artistic language. Tak-
ing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soft assembly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soft design, the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s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e form, materials, physical form and so on. On the basis of the rich traditional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language of modern soft,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s reinterpreted by innovation to create new visual 
boundary, so that to make the traditional craft transform and derive in the modern art. 
KEY WORDS: traditional process; soft outfit design; transform and derive 

当今的经济、技术、信息全球化看似不断提升着

人们的生活用品和居住环境等物质层面的水准，其实

质却影响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工艺及其艺术

生命力。传统工艺随着社会的变迁面临着诸多生存和

发展的危机，尤其在当下现代设计全球化思潮的冲击

下，怎样在传承与发展传统工艺的同时避免“文化同

化”，设计出并保有各族群独特的本土文化语言，是设

计师需要面对的问题。这里以中国传统工艺在现代软

装设计中的运用为例，讨论如何在丰厚的传统工艺的

基础上，走出独特的“中国软装设计”之路。 

1  传统工艺与软装设计 

1.1  传统工艺的现状 

我国传统工艺历史悠久，门类繁多，其最大的

特点是工艺性较强且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1]。传统工

艺美术通常分为雕塑、织绣、编织、陶瓷、金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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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等 6 个工艺门类。这些异彩纷呈的传统工艺有

着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集装饰性、艺术性、

文化性于一身，是一种活态的历史文化资源[2],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然而，传统工艺伴随时代的发展

不断遭遇各种生存和发展的危机，部分已经濒临失

传的窘迫现状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人们意识到

作为文化遗产之一的传统工艺，其保护和传承责无

旁贷。虽然有些传统工艺被列为不同层级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发展资金的支持，但

是保护及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兴”行为，必须设计

衍生品及进行实际应用的创新[3]。传统工艺产生于特

定的人文基础，其存在的状态及环境现在已完全改

变，导致与现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脱离，因此要

使传统手工艺得以有效传承，除了要延续它们的核心

技艺外，还要继承其手工技艺中所包含的文化[4]，继而

才能以发展和开放的维度寻求传统工艺的蜕变之路。 

1.2  软装设计的现状 

起源于欧洲的软装设计是随现代室内设计进一

步发展而衍生的新兴行业，广泛定义为空间中可移

动的元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空间的二次装饰。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精神层面追求的提升，

软装设计已成为国内外设计师日益关注的一个领

域，富含东方意蕴的软装设计渐成风潮，传统工艺

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软装设计师。中国软装设计起步较晚，加之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融合，中国软装设计受西方

影响较大，思维模式和设计方法基本倾向欧美，甚

至很多中国设计的美学标准都依循着他们的轨迹，

中国设计正在失去自己的设计语言和文化，同时也

变得缓慢和被动。 

1.3  传统工艺下的“中国式软装设计” 

“中国式软装设计”是业内非常时髦的词汇，

在与德国设计严谨，日本设计精致，意大利设计优

雅的不同性格的对比中，“中国式软装设计”到底是

什么？区别于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特征又是什么？有

人认为，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并能与国人产生情

感交流的设计，就是“中国式软装设计”；也有人认

为，来自于国人的行为和心理需求，基于中国人生

活方式所产生的美学和文化理解的软装设计即是

“中国式软装设计”。虽然暂时无法厘清“中国式软

装设计”的概念，但是不管怎么定义都离不开国际

化的语境和内在的东方哲学观，而且在设计的疆域

中找回中国文化和传统更加刻不容缓。此外，在我

国起步较晚的软装设计一直被认为是系统末端上的

一些修饰，没有建立完善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体系，

很少有人为好的设计付费，设计师的心血和智慧由

于无法得到市场的肯定与回报，导致整个业态的低

迷，进而使很多人急功近利，缺乏深入研究，生硬

甚至粗暴地把传统元素直接安插到设计中，把中国

设计扭曲成贴上表象的符号。不过，在面包与理想

的挣扎中，依然能看到将东方文化内蕴和审美意识、

适合国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的设计方法被一些人

思考着与坚持着，从形式、情感、材料等各个层面

尝试着和探索着，这是对这个行业的些许慰藉，也

是“中国式软装设计”的希望所在。 

2  传统工艺在软装设计中的运用 

2.1  文化形态的蜕变衍生 

如何拓展出独特的“中国软装设计”？首先，

创立“中国软装设计”并非排斥西方软装设计。设

计的全球化思维，其实质是本土化个性与时代共性

的接轨，没有本民族的文化支撑，设计乃至任何文

化艺术形态都将丧失生存土壤，这对任何国家和族

群都是如此。而所谓全球化就是指世界各国多样性

的文化抽象共性，有机保存各自特性，鼓励繁荣稀

缺性的文化生态体系，因此也有人说“越民族就越

国际”。如日本设计领域就认识到传统民族手工艺具

有不可取代性[5]，整体上主动自觉地把本国的传统文

化及工艺融入到自身的设计行为中。在应对设计语言

的国际化方面，日本设计师没有脱离自己的文化背

景，将传统理念与通行全球的现代元素、构成手法

熔冶一炉，营造与其文化底蕴相衬的设计风貌，使

“日本设计”在全球设计领域极具个性且产生广泛

共鸣，独树一帜又不乏知音。有个性、有立场的接

轨是日本设计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设计学习和借

鉴的捷径。 

其次，中国软装设计的当务之急是跳出西方现

代设计的思维模式，回到自己民族真实的生活状态，

从自己的根系出发，去发现并创造出既能符合现代

人的审美观念，又能融入民族文化基因，对设计具

有实际意义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饱含着“中国特

性”，同时又汲取外来的优秀意识并融入全球设计趋

势的设计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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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形成自我的鲜明识别度及价值观，创造

适合自己的现代软装设计模式，其原点还是在于本

民族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族群的文化有渊源，更有

发展，有蜕变还有衍生，这样的文化才是可持续的，

也才能与世界接轨并赢得更大范围及更多人群的认

可和传播。主动并合理地从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品

中获取滋养，在立足本土语言的原则下[6]，以高度的

文化自觉找寻融入世界潮流的切入点，是“中国软

装设计”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设计领域蜕变和衍生的必然诠释。 

2.2  材料的蜕变衍生 

剪纸在中国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作为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

颇具影响力。剪纸以来自于民间约定俗成的风俗、

礼仪、情趣为内涵，以或简单、或繁复、或美丽、

或夸张的图案为载体，一把剪刀，一张薄纸，一双

巧手，各种美好的寓意、生动的谐意、自然的象征

等扑面而来，简单却透射出东方美学思想的深厚，

质朴却印衬出民族精神的丰富。正因为独特的风格

和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传统剪纸已成为现代

软装设计师所青睐的传统工艺和常用的设计形式。 
橱窗是缤纷多彩的时尚产物，是商业品牌展示

自己文化艺术的重要场所，是新品或经典产品的“栖

息地”。法国著名品牌爱马仕是橱窗艺术的开创者，

超 凡 卓 越 和 极 至 绚 烂 的 设 计 理 念 是 爱马仕独秀

于橱窗设计界的法宝。2014 年春，台湾艺术家吴耿

祯携手爱马仕，以传统剪纸工艺的表现形式，运用

爱马仕的皮革、丝巾、手工纸等材料，创作了以古

老传统“抓髻娃娃”、“生命树”等为主题的橱窗剪

纸设计作品。传统材料的重新组合搭配也给设计带

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7]。这件橱窗作品是全手工制作

的，一幅作品要用几千片彩色皮革与其他材料堆叠

拼贴而成，精细的手工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剪纸精湛

的传统技艺，另一方面至精至美的卓越品质也是爱

马仕所追求的艺术精神，传统工艺与时尚前沿的结

合得到了完美的呈现。由于饱含本土文化特色，作

品一问世就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人们情不自禁

地感叹传统剪纸工艺与世界时尚品牌的完美融合。

吴耿祯设计的橱窗剪纸作品见图 1。 

兴许是潮流的驱使，同年，珂莱蒂尔携手意大

利鬼才级橱窗设计师 Luca Sacchi创作了 2014 年夏季

橱窗，见图 2，设计师也采用了窗花剪纸的表现手法，  

    
      a 2014 年春橱窗            b Dog，丝巾与皮革      

         
  c 夏夜的生命树              d 虎头鞋的梦     

图 1  橱窗剪纸作品 
Fig.1 Window cut design works     

将西方的写意和东方的浪漫巧妙融合，演绎了花叶互

生和如梦似幻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新艺术形象。再如

意大利设计师Philippe  Starck设计的不锈钢镂空座椅见

图 3，Domino 的剪纸纹茶几见图 4，剪纸纹吊灯见图 5，

都是传统剪纸在现代软装设计中成功运用的经典。 

                                      
 

    

           

     

2.3  物用形态的蜕变衍生 

织绣是东方传统的手工艺制品，织绣的种类有

刺绣、织锦、缂丝，形式多样，风格多变。尤其手

工织绣由于精细明快，色彩华丽，品质别具一格，

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一直为人们所喜爱。作为一

图 4  剪纸纹茶几 

Fig.4 Paper-cut tea table 

图 5  剪纸纹吊灯 

Fig.5 Paper-cut pattern pendant 

图 3  不锈钢镂空座椅  
Fig.3 Stainless steel hollow seat  

 

图 2  2014 年夏季 
橱窗 

Fig.2 2014 the window 
of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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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工艺术，织绣似乎总是存在于静止的平面中，

给人以细腻而静谧的感受。视觉艺术家 Faig Ahmed
却敢于打破织绣传统平面形态的局限，在手工编织

地毯中大量运用植物图案和伊斯兰风格纹样，将纹

样通过解构纹理及色泽变化，运用放大、平移、透

视、撕扯等手法进行重新演绎，将千丝万缕的彩线

跳出原有的二维平面，交织出一个动感灵活却又精

致唯美的奇妙空间，成就出一系列看似虚幻却触手

可及的织毯。三维图形见图 6，雕塑作品见图 7。 

                               
                          a 

                                
                                b 

                             图 7  雕塑作品            
                              Fig.7 Sculpture           

毫无疑问，Faig Ahmed 的“魔毯”结合了东方

传统工艺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手法，以像素图

形、三维图形和溶化色彩的形式呈现，以改变传统

图案为突破，将传统织毯工艺与当代时尚相结合，

令观者在惊艳作品拥有绝美画面的同时，还不得不

感叹其出人意料的美丽。 

3  结语 

民间传统工艺不仅是一门技艺，而且是一个民族

特有的文化和历史的代表[8]，不论从审美，还是从人类

学、历史学等多维视野进行审视，可以跻身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统工艺美术或手工技艺，人们都可以感知

它们的弥足珍贵[9]。然而，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

物，更需要传承与革新[10]，以革新的方式探索并重新诠

释传统工艺，从而将其引入一种全新的艺术语境中，

创造新的视觉边界，使传统工艺在现代艺术中蜕变衍

生。当传统工艺传承的现代蜕变之路与软装设计的民

族文化精神不期而遇，璀璨的传统工艺便成为了设计

师寻找灵感和提取文化基因的宝库，从传统工艺的形

式、功能、材料元素等方面寻求有益的营养，才能在

多元化的设计浪潮中恪守文化归属，坚定地走出独特

的“中国软装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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