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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牛仔服装的流行经历了百年风雨且长盛不衰,但其生产和使用却带来了大规模的资源浪费及环境污染。探

索吸纳古人“物尽其用”的智慧理念,以传统拼布技艺为基础,结合当今审美、实用、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对旧牛仔服

进行二次设计,以求减少污染浪费,又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设计。将我国传统拼布作为设计参考,意在让人们目光聚焦于

传统拼布文化,重拾对传统拼布文化的重视。此外,在解决当下设计痛点的思考过程中,回到古人智慧的原点,并加以创

新的设计思路,对中国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创新有积极促进作用,值得在当代设计中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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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布最早起源于古埃及和中国北方地区的民间手

工[1]。拼布文化遍布世界各角落。在美国,这门艺术

被视为宝贵且特殊的艺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而在

国内,人们对拼布的应用仍停留在传统手工的少数物

件上,未曾得到广泛关注。通过对拼布的历史背景、制
作技艺进行整理研究,结合现代需求,探寻了拼布在旧

牛仔服装二次设计上的可行性。将拼布技艺与旧衣二

次设计相结合,突破传统拼布技艺的局限,既传承了传

统拼布技艺又具有创新性和环保性。

1 以拼布为基础的旧衣二次设计

旧衣二次设计是通过对服装的二次设计使旧衣在

使用结束后得到再次利用。国内外旧衣再利用正日益

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支持,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旧衣二次

设计的可行性。
拼布是传统“物尽其用”理念的物质载体,在物质贫乏

的年代,拼布使布片化零为整。将拼布技艺应用于旧衣再

造,能达到节省布料、减少浪费,同时兼顾美观的效果。鉴

于此,拼布与旧衣二次设计的目的不谋而合。
二次设计一般指对已有的时尚单品进行重新组合

与搭配。二次设计不同于进行“完全”的“改造设计”,
也不同于进行“小部分”的“改良设计”,它是介于“改
造”与“改良”之间的一种设计方法,其更突出设计性、
实用性、可持续性和原创性[2]。旧衣二次设计是在已

有时尚单品的基础上,通过二次设计,达到旧衣再利用

的目的。在服装设计行业中,二次设计可以解决资源

浪费问题,使不具备可穿性,但尚未完全失去功能性的

旧纺织品以及大量库存积压得到循环利用。

2 拼布体现了绿色设计的方向

传统拼布是在物质短缺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手工

艺,是劳苦大众珍惜物质生活的体现,具有平民化和亲

民化的特征[3]。人们最初正是出于节约的目的才将旧

衣可用部分裁剪下来拼缝制成新衣。可以说,旧衣再

利用催生了拼布的出现。无论是废旧服装再利用,还
是传统拼布的起源与发展,都遵循的是“物尽其用”的
质朴初衷。在今天,社会不管有多么繁荣,经济多么发

达,都应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朝着“敬天悯人,惜物节

用”的节约型社会发展。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足,人们购

买比二十年前多四倍的衣物,纺织品已经成为主要的

城市垃圾之一。

2.1 传统拼布的历史背景

“百衲”是我国对拼布的叫法。百衲亦作“百纳”,
衲谓补缀,百言其多,泛指补丁很多的衣服。我国的传

统百衲衣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二十四孝》的《戏彩娱

亲》里的老莱衣被认为是传统百衲衣的根源[4]。老莱

衣即百家衣,是汉族的地方育儿习俗,流行于中国北部

的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汉族育婴

会向各家讨取零碎布片,以拼缝成百家衣。这有两种

寓意:其一,谓能得百家之福,小孩穿着少病少灾,助长

成人;其二,寓小儿贫贱,意为贫贱者易活。百家衣式

样多为无领大襟,缝制工艺和样式各地不同,有坎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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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袄、短袄和马甲背心等样式。通常百家衣拼缝布块

直径约为7cm,呈八角形,布片色彩绚丽,并绣有花、
鸟、鱼、虫或人物,衣身造型精美。两汉到唐、五代时

期,佛教传入中国。按戒律规定,僧尼着百衲衣,又称

袈裟、福田衣。传统袈裟由废弃布块拼缝而成[5],其制

法以简朴为主,割截成片,而后缝缀。唐代到明清期间

出现了水田衣,初流行时注重拼制的匀称,将各种锦缎

织料裁成长方形,然后有规律地编排缝合,形成以各色

织锦相互交错的“间色水田”,因而得名水田衣。到了

明代,随着戏曲的发展,拼布以戏服的形式应运而生,
其名富贵衣,寄意富贵吉祥[6]。百衲以不同寓意、不同

用途出现在历史上各朝各代,这种传统生活智慧也被

人们沿用至今,我国朝鲜族拼布艺术家金媛善是现代

拼布艺术的代表,还曾开创了独特的倒三针针法。我

国历代拼布形势分析见表1。
表1 历代拼布形势分析

服饰
名称

实物图例
起源
时间

构成形式 造型特点 寓 意

百家衣 春秋
时期

从 各 家 乞 取 布
片,将 布 片 按 照
特定图案剪切并
拼合。

布 块 多 呈 八 角
状,造 型 结 构 多
样,色彩丰富,极
具民族特色。

汉族 习 俗,用 于
为 家 中 婴 孩 祈
寿,保 佑 其 健 康
成长。

百衲衣 两汉
时期

各种碎布无规律
拼缝而成。

受 碎 布 形 式 限
制,拼 缝 后 的 图
案 充 满 不 规 律
性。

为 僧 人 苦 修 所
用,也 是 佛 教 中
“空”的体现。

水田衣 明代
末期

以各色菱形锦料
拼缝制成。

织料色彩相互交
错,形如水田,色
彩绚 丽,样 式 别
致规 律,给 人 以
娴 静 感 和 稳 定
感。

传承 佛 教 思 想,
是弘 扬 “节 俭”
美 德 的 重 要 载
体之一。

富贵衣 明代 有序地拼缝大小
一致的三角或菱
形绣片。

不规律的彩色方
形布 片 补 缀,体
现落魄之人生活
的清贫。

传统 京 剧 服 装,
为 京 剧 中 贫 困
潦倒 之 士 所 着,
象 征 着 否 极 泰
来。

现代
拼布衣

现代 按照预先设计平
面拼 缝,追 求 形
式美的呈现。

多以 方 形、六 边
形等几何元素拼
缝而 成,色 彩 讲
究过渡自然。

现 代 拼 布 是 物
尽 其 用 理 念 的
体现,传 达 出 中
华 民 族 勤 俭 节
约的 精 神 理 念,
具有亲民感。

2.2 拼布工艺分析

传统拼布工艺由拼接技法和传统针法组成。针法

比普通服装的针法更灵活多样。常用的典型手工针法

有:平针、藏针、回针、疏缝和卷针缝。拼接技法可大致

分为“补”和“拼”两大类。所谓“补”是指在面料或服装

上通过镶缀、粘贴、堆积等工艺在原布料基础上补上布

料,以赋予原衣物新的面貌[7]。所谓“拼”是指将同色

同质、同色异质、异色异质、异色同质的面料单位通过

针法连接在一起,横向相连为“拼”,竖向相连为“接”。
各面料单位在打散后重新排列组合构成新的视觉审美

体验。十九世纪发明的缝纫机,促进了纺织行业的生

产,机缝随即也被运用在了拼布中。机器的发明拓宽

了绗缝、提花、刺绣等技术的生成,提高了拼布的整体

水平。拼布技艺在现代审美需求下不断演化,折叠、编
织等技法在现代拼布中的运用使拼布形式从二维平面

衍生出了三维造型。

3 旧牛仔装基于拼布工艺的二次创新设计

牛仔布又称靛蓝劳动布,色彩以靛蓝为主,是一种

棉质粗纱布,质地厚实,纹路清晰。牛仔面料富有弹

性、结实耐磨、风格可塑性强的优良特性,决定了其在

二次设计上运用的优势。二次设计创新探索体现在:
第一,将拼布工艺创新融入旧牛仔装中进行二次设计;
第二,结合拼布后整理工艺对牛仔旧衣再造处理;第
三,使用废旧牛仔布对传统拼布式样服装进行复原,以
此实现牛仔废料二次设计。

3.1 废旧牛仔面料的重新运用

牛仔服饰中以牛仔裤最受欢迎,而一条牛仔裤的

生产需要消耗约200L的淡水用于漂白、洗涤等工序。
在加工过程中,还会添加硫磺和盐酸等化学品,危害人

体健康;在后期填埋处理过程中还会造成土壤污染和

温室气体排放。牛仔布料生产和填埋背后带来的高污

染、高排放,与当代社会所提倡的绿色生活产生了不可

避免的冲突,也因此被冠以“最不环保面料”的恶名。
如能延长“最不环保面料”的使用周期,不失为一种绿

色设计方式。在废旧纺织品中,牛仔在纺织废料中占

比很大,同时也是当代学生淘汰最多的纺织品种类。
将数量庞大的旧牛仔装运用于家居、服装、玩具等当代

设计中,具有广泛的开发价值和应用前景[8]。
设计师的二次设计作品只有在满足现代消费者和

市场的需求,拥有受众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二次设计的

商品价值。因此,成功的产品需要迎合消费对象的喜

好。如今,消费者的着装不仅以实用性为前提,还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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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时尚潮流为审美标准。在废旧牛仔服装二次设计的

过程中,为增强牛仔服的表现风格,应对废旧牛仔服中

可利用部分与其它部分加以区别。尽可能延用牛仔装

后袋、克夫、鸡眼和门襟等功能性部件,并对腰头、皮
牌、车线等经典元素予以适当保留[9]。裆部、后袋、侧
缝、膝盖、裤腿等关节处的磨损部位,采用牛仔面料的

后整理工艺如猫须、破洞、做旧、毛边等手法进行调整。
牛仔服在改革开放初期传入中国,严格意义上属

于半个舶来品。只有从中国视角出发,在二次设计过

程中将旧牛仔服与我国传统文化元素巧妙融合,通过

二次设计寻找本土化的牛仔布拼布,才能形成独具民

族特色的二次设计。EVISU通过将日本图案元素在

牛仔裤上创新运用,是牛仔裤在日本本土化结果的成

功范例,如图1所示。

图1 EVISU2020春夏系列

从社会发展来看,二次设计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

念,在设计过程中,应追求二次设计各环节零浪费,有
效延续旧牛仔装的使用寿命,以人文关怀和对未来的

关怀做为二次设计的行为指导,实现旧牛仔装二次设

计的最大效能。从而帮助人们提高环保意识,促使人

们选择更加绿色的生活方式。

3.2 旧牛仔服装的二次设计

根据生活中废旧牛仔服现状进行分析,旧牛仔服

废弃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牛仔布表面轻微磨

损、严重破损或有明显破洞;二是日常清洁引起的褪色

或染色;三是样式陈旧过时;四是版型变形,不能很好

地塑造身型;五是工厂加工产生的残次品积压。
通过绘制设计方案草图,并对方案进行反复推敲,

得到以下几个设计方案。
方案一:将服装分散后重组成几何形状,通过特定

的方法连接后使用。按照拼布模块化的概念,将可用

面料部分制成服装各部件,如袖、领、口袋等,再通过纽

扣、鸡眼、拉链和魔术贴等部件实现连接。甚至可以直

接保留原旧衣上仍可使用的服装功能性部分,如袖、领
和门襟等,再以此为设计原点,设计出整体服装。形成

不同式样的服装部件,多种组合方式,多种穿法。增加

服用的灵活性及美观和时尚程度。
方案二:采用堆积、编织、拼贴、绗缝和缩褶等增型

处理手法,使牛仔面料呈现半立体的丰富肌理效果。
通过抽纱、烧、剪切和二次做旧等再造手法凸显出牛仔

装的“残缺美”[10]。经过面料再造后的牛仔装,能带来

新的视觉、触觉感受,并提升作品的审美价值。具体实

例如图2所示。

图2 旧牛仔二次设计

方案三:鉴于一件耐磨的经典旧牛仔装也许会成

为人们的情感寄托,可以将旧牛仔装制成孩童服装,既
借衣传达长者对小辈的情感寄托,也是对古人智慧的

继承发扬。此方案延续了传统“百衲衣”的形式,将块

状不一的牛仔布料拼接在一起,融合现代审美进行百

衲外观复原设计。具体实例如图3所示。

图3 儿童百衲衣复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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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拼布是唯美、质朴的,也是绿色、实用的。目前,这
一传统手工艺在国内仍处于困境,需要尽快寻找突破

口。将拼布与旧牛仔装二次设计结合,是活化保护我

国传统拼布所做的一次创新实验,也是为建设我国两

型社会作出努力。在当代,传统拼布艺术若想得到生

存和发展,必须结合时代背景,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

吐故纳新,深入挖掘拼布艺术的视觉语言。把最有价

值的核心元素保留下来,努力寻找我国传统拼布的再

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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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SecondaryInnovativeDesign
ofOldJeansGarmentBasedontheTraditionalQuiltingTechnique

LIMiao-yi,QIAO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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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opularityofdenimclothinghadexperiencedahundredyears,butitsproductionandusehadbroughtalarge-scale
wast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pollution.Theancientwisdomof“makingthebestuseofeverything”wasexplored.Basedon
thetraditionalpatchworktechnique,andcombiningtheaesthetic,practical,culturalandsocialneeds,thesecondarydesignoftheold
jeanswascarriedout,inordertoreducethepollutionandwasteandmeettheneedsofthemodernmarket.TakingChina'straditional
quiltingasadesignreference,itaimedtomakepeoplefocusonthetraditionalquiltingcultureandregaintheimportanceofthetradi-
tionalquiltingculture.Inaddition,intheprocessofthinkingaboutsolvingthecurrentdesignpainpoints,itwasnecessarytoreturn
totheoriginofancientwisdomandapplyinnovativedesignideastopromotetheinheritanceandinnov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tech-
niques,whichwasworthfurtherexploringincontemporary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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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银奖! 从源头引导纺织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喜讯从6月2日举办的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传来:南通大学艺术学院产品设

计专业沈玥等同学的作品《染撷》获2020年度中国CV
可持续纺织创意设计大赛银奖。此外施彬彬、蒋霸、王

学等同学的作品《牛》《鹿(路)?》《熊猫》,分获大赛创意

奖、优秀作品奖和入围奖,艺术设计系家纺教研室沈加

芹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中国CV可持续纺织创意设计大赛由中国化学纤

维工业协会、再生纤维素纤维行业绿色发展联盟(简称

CV)联合举办,旨在弘扬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引导纺织行业及青年设计人才关注纺织

原材料的可持续问题,更多的选用可再生、可降解的纺

织原材料,从源头引导纺织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赛以“未来”为主题,共收到来

自海内外企业、工作室、艺术设计院校师生、设计师和

设计爱好者等投稿的涉及服装服饰、鞋帽箱包、家纺产

品、创意产品、装置艺术品等类别的300多件作品。大

赛经过8个月赛程的激烈角逐,评出金奖1名、银奖2
名、铜奖3名、材料创意奖3名、材料设计奖3名、优秀

作品奖10名,以及优秀指导教师10名。
记者了解到,通大艺术学院学生的设计作品关注

纺织原材料、设计形象以及南通地方扎染工艺、色织土

布等中国本土传统工艺元素,思考纺织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赢得了大赛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来源: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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