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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工匠精神语境下通过对手工扎染衍生产品设计原则的研究，分析设计过程，寻求提升传

统扎染工艺价值的方法。方法 通过阐述传统手工扎染工艺概况，结合手工扎染工艺现状、扎染工艺常

用材料、扎染工艺流程等理论，以从传统手工扎染工艺到现代手工扎染衍生产品的发展过程为启示，分

析手工扎染工艺的继承与创新方式以及当今手工艺品功能与设计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

探讨创新性设计开发的原则。最后，以一系列扎染衍生产品设计为实践，完成传统手工扎染衍生产品创

新设计。结论 在倡导工匠精神的语境下，以当今人们的审美趋向为引导，通过对衍生产品功能及舒适

性的设计，主张在继承中创新，将衍生产品设计的审美与实用性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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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rocess of Handmade Tie Dyed Derivative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Craftsman Spirit 

SONG Yu-feng, LIU Chun-ya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design process and seek the method of improving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tie 
dyeing proces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handmade tie dyed derivative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craftsman spirit. By elaborat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handmade tie dyeing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pre-
sent situation of handmade tie dyeing process, the common material of tie dyeing process and the tie dyeing procedure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handmade tie dyeing process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function and design of current 
handicraft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handmade tie dyeing process developed into the modern hand-
made tie dyed derivative products as the inspiration. The principles of innovativ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were further 
explore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Finally, taking the design of a series of tie dyed derivative products as practice,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raditional handmade tie dyed derivative products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context of advocating 
the craftsman spirit, with the aesthetic trend of today's people as the guidance, through the design of function and comfort 
of the derivative products, it advocates the innovation in inheritance, and harmonizes the aesthetics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derivativ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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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工业化的发展，传统手工“工匠精神”
的精髓也在慢慢淡化，机械化批量生产成为廉价的代
名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弘扬“工匠精神”，给传

统手工艺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倡导“工匠精神”背
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具有
扎染元素的衍生产品格外受青睐，同样也对其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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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设计需求。手工文化既对传统文化
进行了继承，又赋予其现代产品的质感[1]。优秀的手
工扎染衍生产品设计结合了扎染工艺的技巧与艺术
独特的创意，产品语境和创新设计是扎染衍生产品创
新的关键特性。 

1  传统手工扎染工艺概况 

扎染又被称为“绞染”、“绞缬”和“扎缬”，在
我国扎染是一种流传已久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2]。 

1.1  扎染工艺现状分析 

早在隋唐时期，扎染技艺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用于扎染的染料种类丰富多样以及扎染
工艺的愈发成熟。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新颖
的绞缬技巧，比如玛瑙缬、撮晕缬、鹿胎缬等。直到
现在，这些技法仍是扎染的主要技法。目前，我国扎染
制作工艺比较突出的地区是云南，随着“工匠精神”的
传播[3]，各地区掀起了“手工热”、“匠人热”、“民族热”
等风潮，匠人们也开始以苛刻的眼光审视设计的产品。 

1.2  扎染工艺常用材料 

1）面料。常用的有棉织物和毛纺织物，其中麻
纺织物受材质的限制，其伸张力和组织结构会大大限
制成形的效果[4]。 

2）染料及染剂。直接染料主要以苯、萘、蒽醌
等原料为母体，制作过程中产生的高浓有机物废水以
及废气严重威胁着生态环境。植物染料始于中国，西周
时期即设有管理染色的官职“染草之官”，又称“染人”。 
他们从大自然中萃取矿物与植物等染料，将青、黄、

赤、白、黑称之为五色，再将五色混合后攫取其它的

颜色。对于染剂的使用，在进行染色的过程中加入一

定的食盐（促染剂），能增加染料对于纤维的亲和力，

更好上色。染色时对于一些需要均匀染色的颜色（桃

红色），可加适量的纯碱（缓染剂）进行缓染。纯碱

与肥皂可一并用作染后织物清洗剂。 
3）工具。（1）绑扎材料：棉麻线的柔韧性好便

于捆绑，聚乙烯线的防染性强染色后可在织物上留下

洁白的纹样；（2）夹板：任何一种渗透性、熔点高的

的物体都可以作为夹板使用；（3）特殊工具：想要制

作很多点状的纹样，类似于“鹿胎缬”纹样就需要用

到专属的定制的工具；（4）加热器：常用电磁炉，较

方便且安全性系数较高；（5）染锅：一般用铝锅或者

是铁锅，价位相对适中市面上也比较方便购买。除上

述之外，扎染过程中还会用到电子秤、勺子、电熨斗、

吹风机、剪刀、搅拌棒等等。 

1.3  传统手工扎染工艺流程分析 

传统手工扎染工艺与产品设计方法流程可以分

为以下 9 步。 
1）图案设计。扎染前需要考虑选择具象或抽象

图案（抛开扎染制成品染色的偶然性）；具象图案常

用“缝制”技法，“缝制”技法较容易表现相对具象

的图案，可以更好地描绘细节，见图 1a；抽象图案可

用“结绞”与“缝绞”或者是“折叠”等技法来实现。 
2）色彩选择。根据需要考虑选用单色，见图 1b；

还是复色，见图 1c 和图 1d，选择复色需要遵循“先

染浅色再染深色”这一原则。 
 

          
                         a                   b                      c                   d 

 

图 1  具象图案与抽象图案单色与复色 
Fig.1  Figurative and abstract patterns in monochromatic and complex color 

 

3）图案拷贝，如果图案较复杂，可以在染布的下

方垫一张描有图案的纸（工业中用蜡纸或者是透明的聚

酯膜片），然后在染布上用铅笔或者是水溶笔描绘图案。 
4）扎结。扎结的图案设计方法常见的有“缝绞”、

“绳绞”，每一种绞法又可以引申出多种方法，见图

2；“绳绞”的方法很多，通过绳子的捆扎可以变幻出

丰富多彩的图案，捆扎时候绳子的松紧度，疏密度都

会影响最后的图案效果。扎结时可以借助一些具有弧

形面的工具，在其上面进行堆簇来丰富图案，见图 3。 

 
 

图 2  常见的扎染图案设计方法 
Fig.2  Design method of common  

tie dye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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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结技法对于扎染最终呈现的图案设计效果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5）浸泡。将面料浸泡在清水中（水位需要没过

面料），浸泡半小时左右即可（为了面料更好地上色）。 
6）染色。本文对最常用的染料（直接染料）的

配制与染色方法做简单介绍，其他染料的染色工艺可

参考借鉴。出于色牢度的考虑，直接染料用于棉布染

制，直接染料的染色配方见表 1，主要包括染料（与

织物重量比/%）、纯碱（克/升）、食盐（克/升）、浴比。

主要操作见图 4。 
7）去浮色。取出所染织物用清水洗干净表面的

浮色，将染色的织物拆解下来进行展开。 
8）固色。 
9）取出晾干。主要操作见图 5。 

 

   
 

图 3  平面到借助工具扎结操作图 
Fig.3  Diagram from a plane to the tying operation by means of tools 

 

表 1  直接染料染色配方 
Tab.1 Direct dyeing formula 

项目 浅色 中色 深色 
染料在织物中的质量百分数/% ＜0.5 ＞0.5，＜2 ＞2 

纯碱质量浓度/(g·L–1) ＞0.5，＜1 ＞1，＜1.5 ＞1.5，＜2 
食盐质量浓度/(g·L–1) 3 ＞3，＜7 ＞7，＜15 

溶比 ＞1∶25，＜1∶45 ＞1∶25，＜1∶45 ＞1∶25，＜1∶45 
 

     
 

图 4  用勺子不断搅拌织物 
Fig.4  Stirring the fabric with a spoon 

 

扎染工艺的特点是从最初的打结技法到缝扎技

法都使用针和线或者其他简单的辅助工具，染色之

后，结扎紧的部分染料无法浸透使得染布防染，达到

留白的图案设计效果；结扎较为宽松的部分使染料慢

慢渗入，达到晕染的图案设计效果。在进行扎染的过

程中，通过控制染布在染料中时间的长短来间接的控

制染布颜色的深浅，进而达到控制染布图案的颜色变

化，见图 5。拆开扎线后会形成色彩相杂，错落有致

的图案，通过对扎染工艺的控制与创新可以形成多层

次的晕色图案设计效果，充分体现了扎染图案的随机

性，这种宝贵的工艺所产生的图案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图 5  扎染图案创作流程 
Fig.5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tie dye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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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印染手法所达不到的。扎染过程中对于植物染

料的使用，顺应了当今人们崇尚的绿色环保消费理

念，扎染工艺向人们传达了扎染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绿

色环保的文化价值。 

2  传统手工扎染衍生产品设计原则 

手工扎染衍生品属于文化衍生产品的范畴，文化

衍生品是文化产业和制造业融合之下的产物[5]，是文

化产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我国现代制

造业中的重要内容。文化衍生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精

神需求下的物化的产品形态，起到传播文化知识的作

用，具有特殊的文化寓意。从文化衍生产品意义上说，

文化衍生产品制造产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

满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物质需求的情况下出现的，

是社会精神和物质生产相融合的产物[6]。扎染衍生品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反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如果

不借鉴 IP 圈的发展，只是单纯的设计生产相关的扎

染衍生品，无法达到良好的产品开发推广。因此，在

进行传统手工扎染衍生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要注重扎

染文化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在设计原则的创新上应

遵循以下设计原则。 

2.1  符合当下审美趋向原则 

传统的扎染工艺品如果不加任何的装饰和修饰，

直接制成产品进行销售，效果是不尽人意的。例如扎

染旅游纪念品，见图 6，与其他旅游地区大同小异，

游客买回去之后用来当做艺术品观赏的居多，很少有

人愿意穿戴出去。扎染产品设计与开发要迎合用户的

消费心理，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见图 7。在商业

模式方面，美国影视 IP 运营着重打造典型的“品牌

乘数型”企业，即为已有 IP 品牌打造电影完成第一

轮盈利，再通过电影的成功进行周边产品开发，形成

第二轮利润，打造一个由“电影+衍生品+娱乐地产”

的 IP 生态圈。因此，扎染衍生品要想产业化，可以

借鉴外国文化衍生品成功的案例，了解当下消费者对 
 

 
 

图 6  扎染旅游产品 
Fig.6  Tie dyed tourism products 

 
 

图 7  扎染衍生抱枕设计 
Fig.7  Design of tie dyed derivative pillow 

 
于 IP 业的消费趋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7]，只有通

过设计创新才能使手工扎染工艺重获新生。若要在符

合现代“工匠精神”语境下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审美趋

向，扎染产品的功能和形式必须以具有现代产品的感

性特征和时代审美趋向为导向进行设计[8]。 

2.2  尊重传统推陈出新原则 

工匠精神的再度复兴，手工艺产品再一次以充满

活力的新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并

尝试挖掘其新价值。手工扎染工艺能得到继承和发展

是因为在“工匠精神”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人们愈加

注重传统手工产品的自然、淡泊、沧桑的语境，传统

制作工艺的绿色环保使其成为当前消费者的消费价

值观和生活品味，造就了传统手工扎染工艺的时代特

征[9]。综合传统手工扎染产品设计的外观造型、内在

功能和材料结构，用常规的产品设计方法进行综合性

产品设计训练。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既有积极的一方

面，也有消极的一方面，而理性的批判和合理的继承

与创新是尊重传统推陈出新的根本方法。对传统文化

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创新，在尊重扎染工艺的基础上，

对手工扎染纹样进行创新，在对待传统手工扎染工艺

时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一味地继承，

要做到有取有舍，进行适当的创新，见图 8，以“枫

叶”为基础进行变形创新。此外，将传统手工扎染工

艺与产品结合时要依据现代人的审美趋向进行创新，  

   
 

图 8  扎染创意枫叶 
Fig.8  Tie dyed creative maple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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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在图案上创新而且在材质和染料上也需要

创新，所采用的材质和染料要符合当下人们追求的绿

色环保消费理念。不是仅仅单纯地将扎染纹样以及布

料复制到产品中，或者完全丢失传统只顾产品的创

新，而是需要将扎染纹样在适当的传承基础上进行创

新并将染布与当今流行的材质进行结合。 

2.3  造型与扎染纹样相结合原则 

在扎染过程中，扎染出现的纹样随机性比较大，

扎染所用的天然染料和图案的不可重复性使得其 
 

变得极其珍贵，设计开发时应遵循惜纹如金、量体裁
衣原则。某创意扎染手包设计，见图 9，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布料中扎染纹样的走势和尺寸大小，改变传统
手包设计只求外观造型不考虑纹样用料甚至追求奢
华用料的做法，采取统筹安排产品形态的方式配料，
即套材。某小型化妆镜创意产品，见图 10，应从合
理利用有限的扎染纹样角度着手，珍惜和合理利用每
一块扎染纹样，真正做到物尽其用，既造型美观又能
展现出有限的扎染纹样，实现造型与扎染纹样的完美
结合。 

           
 

图 9  创意扎染手包设计 
Fig.9  Design of creative tie dyed handbag 

 

 
 

图 10  小型化妆镜设计 
Fig.10  Design of small make-up mirror 

 

3  设计实践——传统手工扎染衍生产品开

发设计 

本文将重点放在传统手工扎染纹样创新与现代

产品新材质重新组合上面，打造手工扎染工艺的现代

“新怀旧”时尚风格。现代设计的产品具有批量生产、

符合人机工学设计等特点，从产品的开发初始阶段就

要注重传统与现代设计理念的结合，结合强烈的时代

特征，尝试结合其他的材质和不同的结扎手法，让古

老的扎染文化焕发新的活力[10]。 

3.1  传统手工扎染衍生产品设计 

了解并分析传统手工扎染相关工艺流程，以刻章

工具卷轴及系列女包为其衍生产品进行再设计，开发

了以传统手工扎染元素为主题的一系列衍生产品。该

刻章工具卷轴，见图 11，左侧布袋运用了扎染技术，

不仅在颜色上进行了蓝白色调对比，而且还具有实用

价值可装刻章的木料以及刻章用的工具。卷轴底部材

质选择牛皮材质，从颜色的和谐统一角度出发，选择

了灰蓝色牛皮，从材质上考虑，选择具有防止割裂的

软质牛皮，可以更好地对内部工具和木料起到保护作

用，这两种材质的结合体现了浓厚的“工匠精神”，

又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 
 

 
 

图 11  传统手工扎染技法下的刻章工具卷轴 
Fig.11  Carving tool reel under traditional  

handmade tie dyeing process 
 

传统手工扎染女包系列产品，见图 12，基础材

料为扎染布料，产品外形、搭配材质各有不同，却因

扎染而自成一体。按照图中顺序分别由圆形口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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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拼接托特包、木质口金手提包、竹子口金包、口

金手掌包组成，分别选取了金属链条、皮革、木质以

及竹节等当代流行材质为附加设计元素，将其与传统

手工扎染技法相融合。竹在中华文化中是正义、正直

的标志，将其与传统手工扎染相结合，具有十足的文

人气息；皮革是当今流行的材质，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将其与传统手工扎染进行组合，适应了用户的消费心

理和审美需求；木质与传统手工扎染相结合体现出了

“工匠精神”，适应了当今时代背景；金属这一流行

元素与传统手工扎染相结合，既能继承传统体现了浓

厚的民族气息，又推陈出新具有时尚感。 
圆形口金包，通过硬质内衬与金属口金的搭配，

实现了染布从软到硬的过程，呈现出纹理的美感。皮

革拼接托特包，将染布和皮革进行拼接，简单的造型

使其拥有更大的收纳能力。木质口金手提包，顶部的

暖色木质把手与扎染的蓝色形成了强烈的颜色与材

质对比，包身用染布与厚帆布进行拼接，既划分了包

身的比例，又打破了染布的单一，具有耐脏、耐磨、

支撑包体的作用。竹子口金包、竹子把手，体现了自

然、环保的设计理念。以上系列女包设计在造型元素

上并不是完全照搬和复制原有产品，而是进行提炼和

转换，用审视现代产品的目光去对待手工扎染衍生产

品的外形特征对其进行塑造，再通过版型、缝线、封

边不断修改达到最终效果。 
 

 
 

图 12  传统手工扎染技法下的系列女包设计 
Fig.12  Design of series lady bags under the traditional  

handmade tie dyeing process 
 

3.2  舒适性与视觉美感相协调 

创新实际上就是在功能和形式上进行创新。对于

手工扎染衍生产品而言，在“工匠精神”这一时代背

景的影响下，人们对功能性衍生产品的设计，更要求

基于“工匠精神”的创新，生活体验才是设计灵感的

基础。从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寻找灵感、发现

人们对于舒适性更高的需求，结合手工扎染本身的特

色，创造适用当下消费需求的衍生产品。以开发设计

的手工扎染皮包的制作为例，随着皮制品这一材质的

出现，皮质类产品逐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除了皮质

衣物、皮鞋外最普遍的就是放置物品的皮包了，传统

的皮包沉重而冰冷，在冬天使用手感非常不好，不仅

冰冷而且坚硬。 
现代人们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健康舒适的生活方

式，针对背负舒适性、视觉感这两个关键问题对传统

皮包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在材质上，打破以往的纯皮

质材料加入扎染工艺，给用户带来独特的背负感。在

视觉颜色上，红棕做旧的皮质材料与运用扎染工艺的

棉麻材质进行撞色处理，不仅在视觉上有强烈的冲击

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而且棉麻材质抚摸起来手感不

像皮质一样冰冷和坚硬。在舒适性上，相对于纯皮质

皮包来说，加入棉麻材质的皮包可以减轻一半的质

量，增加使用者的背负舒适性。针对背包的背带比较

狭窄（受美观影响）背起来肩膀受力过大，肩膀容易

产生劳累感的问题，在皮包背带部分进行了创新设

计，为了不影响视觉美观性加入了两块较宽较厚的皮

面，可以使皮包在背起来的时候能够增大背带与肩膀

的受力面，从而达到减轻肩膀受力的效果，进而减轻

劳累感。皮包的双层底部以及背部厚牛皮材质结构设

计，可以保护背包内的物品不会因背包底部过薄而受

损，并且保护用户的背部不会因背包内坚硬的物体而

割伤。通过以上几点对舒适性与视觉感的调整和改

进，既保留着传统扎染工艺的精髓，又尽最大程度融

入当今社会时尚的元素。手工扎染皮包设计制作效果

图，见图 13。 

   
 

图 13  手工扎染皮包设计制作效果 
Fig.13  Design renderings of handmade tie dyed leather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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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制作工艺已不再是束

缚手工扎染产业化的主要问题，文化意境和创新能力

的质变才是当下限制扎染衍生产品发展的主要原因，

只有充分了解手工扎染技艺及其衍生产品的社会需

求，才能有效地开发出满足人们审美需求和功能需求

的特色扎染衍生产品。设计与文化以及生活息息相

关，只有深入了解民族文化，才能在尊重传统的基础

上进行衍生产品的创新。通过对传统手工扎染文化的

理解和诠释，深层次的发掘其潜在的元素和语境，并

应用到手工扎染的衍生产品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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