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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民族风格是某一民族特殊的物质生活条件、文化

传统和共同的心理、语言、素质在艺术风格形成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该民族的某些共性[1]。在服装领域,民族

风格是现代服装的重要元素,民族风格服装是民族文

化与现代设计意识相结合的一种体现,具有一定的时

尚性,可归为时装。
民族风格作为一种特色风格,为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所接受和喜爱。在生活着装中,这种趋势开始流行,
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服饰潮流所描写的:民族服饰

以其古朴的形式渗透到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中,并以

审美的形式被接纳,作为服装设计的灵感被吸收运用

到现代服饰时尚中[2]。
许多类型的服装,如礼服、休闲装,以及各种配饰

等都打上明显的民族印记,随着民族元素的作品在时

装舞台上发布,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受到保护,传统民

族风格服装开始成为一种流行时尚。
对于民族风格服装的划分和界定,通常是依据服

装的外在形式表现,即服装在形式上采用某个民族的

民族服饰特征要素,如纹样图案、款式造型、色彩搭配、
配饰及制作工艺等。因此,民族风格服装在外在形式

上,通常以中国传统民族服饰中的民族元素为基础来

体现。民族风格服装不同于民族服饰,和传统民族服

装原型有一定区别,是服装的局部、细节上体现民族风

格特征的现代服装,具有现代服装的功能性,适用于各

种场合穿用,并且结合了时代的审美要求,是对传统服

饰进行创新和设计的结果,是民族文化与现代设计意

识相结合的体现。

1 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发展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种宗教、多元文化并

存的地区,是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是东西方经济和文化

的枢纽,横贯欧亚、绵延万里、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跨

越新疆。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从古至今,一直

是中亚贸易的中心和东西方古代文明的交汇地。古代

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

均在这里交流、融合,使这片绿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

为了极其开放的巨大的“文化市场”,是人类优秀文化

的芸萃之地。只要存在交流的条件,文化财富就总是

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有史以来,就没有一种文

化是不受外来文化影响而独自发展的[3]。新疆少数民

族服饰文化就是在这种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冲击、渗透

和影响下而生成的。
新疆的民族服装服饰文化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

厚,是一种极具开发潜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民族服饰

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
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相

互融合,少数民族穿着习惯逐渐改变,新疆本土服饰逐

渐融入现代时装,风格趋于全球化,并在传承民族文化

的同时走进国内国际大舞台,其近现代服饰各具特色、
精彩纷呈,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如今,
在新疆已很少能看见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的民族群众

了,相反,以民族元素点缀的现代民族服装服饰却日益

受到本地居民的喜爱,并走出天山,为国内外时尚领域

关注,引领新疆民族服装的新风尚,这说明新疆民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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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服装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特点

传统民族服装服饰不仅体现了该民族的生产技术

水平和艺术设计水平,还体现了该民族的生存方式、生
活形态、风土人情、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艺术形式等,
凝聚和渗透着极其丰富的民族美学意蕴[4]。新疆民族

风格主要体现在面料的颜色图案元素及款式工艺特征

等方面。

2.1 新疆民族风格的面料

在面料的选择上,新疆民族风格设计也不同于传

统服装设计采用真丝、纯棉等面料,更倾向于运用混纺

面料、化学纤维面料及新型面料等,另外还注重面料与

款式两者结合,达到休闲化和时尚化。
艾德莱斯绸,是最有特色能从本质上体现新疆民

族风格的面料,采用我国古老的扎经染色工艺,按图案

的要求,在经纱上扎结,进行分层染色,整经、织绸[5]。
染色过程中图案因受染液的渗润,有自然形成的色晕,
参差错落,疏散而不杂乱,既增加了图案的层次感和色

彩的过渡面,又形成了艾德莱丝绸纹样富有变化的特

点。传统的艾德莱斯绸全部采用蚕丝生产,采用天然

植物染料染色。现代纺织及印染技术的发展,带动了

艾德莱斯绸的发展,我们现在常说的艾德莱斯绸面料,
更多的是指艾德莱斯风格的面料。艾德莱斯风格面料

的色彩和图案为服装设计师们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灵

感,设计师们常用它把古老的新疆艾德莱斯绸融汇到

现代生活潮流中,恰到好处地搭配其他色彩,与服装的

造型、色彩等要素和谐统一,把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
开发传统与时代特色鲜明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各类

婚礼服、晚礼服、割礼服、时装、休闲服、家居服等产品。

2.2 新疆民族风格的颜色及图案元素

有人说艾德莱斯绸图案纹样是古代维吾尔人信奉

萨满教崇拜树神、水神的宗教意识的反映,也有人说它

是来自于巴旦木纹、梳子纹以及民族乐器变形纹样[6]。
艾德莱斯绸面料富于变化,把新疆歌舞之乡、瓜果之乡

极富艺术风韵的特点集中于尺幅之中,具有浓郁的民

族特色,面料质地柔软,轻盈飘逸,色泽艳丽,图案层次

鲜明,深受新疆少数民族的喜爱。
色彩是服饰美的重要因素之一。新疆各少数民族

对色彩的选择,除了受自身特有的审美心理支配外,还
被赋予更丰富、更深刻的图腾文化内涵,例如:对红色

的爱好是对火神的崇拜;对绿色的爱好具有植物崇拜

之意;对蓝色的喜好是对蓝天的崇拜;对黄色的崇尚则

源于对大地的崇拜,以及对沙漠的歌畏;对黑白色的崇

尚则是对天地(白天、黑夜)的崇拜与敬畏,以及对生活

必需品如白色的羊群、白色的奶制品的感恩[7]。新疆

各少数民族对色彩选择的这种深层文化意义远远深于

色彩的美学意义。

2.3 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设计款式

民族风格服装设计是在一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去

完成的,是设计师对民族服饰文明再理解的产物,利用

现代设计手段对民族题材与元素的提炼,对符合时尚

审美理念的再表达,对民族因素进行符合民众心理和

设计师审美意趣的再演绎是对流行文化和民族传统的

再发展[8]。
新疆民族风格时装设计大多以局部图案装饰为

主,精心设计的图案作为服装的点睛之笔而出现,巧妙

地置于服装某些意想不到的部位上,比如在前胸、门
襟、领部、下摆、袖口、后背、侧胸或裙和裤的边部,整体

显得重点突出,主次分明,使服装定位于具有民族文化

气息的人性化设计,强调个性的张扬和生活化,在服装

外在造型上又呈现出现代的简洁明快之感。

2.4 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特色工艺

新疆民族风格特色工艺中最为突出的是民族刺绣

工艺,刺绣手法多种多样,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工艺

技术。传统的民族刺绣工艺以丝线为原料,以刺、钩、
挑、绣等手工刺绣手法,制作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产

品。新疆民族风格服装创新传统刺绣工艺,以木珠、宝
石、水钻、绣花饰品等辅料,通过手工工艺刺绣、珠绣等

工艺手段[9],创新了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设计,增加了

服装的时尚感,提升了服装的档次。

3 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传承与创新

新疆本土服装在其特有的文化氛围影响下,对民

族风格的个性追求也引起了设计师的重视。特别是随

着新疆服装产业的发展,新疆汇聚了许多热爱且致力

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各领域人才,民族风格的设计

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如新疆本土服装设计,灵感和

设计构思就是来源于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元素,是
结合丝绸之路文化与现代服饰文化完美结合的艺术展

现,设计造型典雅且不古板,同时又灵活运用了民族传

统元素,风格鲜明。设计充分地体现了民族特色,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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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个性,坚持艺术创意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坚持

高品位与纯风格的立场,追求不为任何时尚形式而时

尚,不为任何传统形式而传统的设计风格,突出了含蓄

典雅的风格,同时强调可穿性,是时尚的民族风格服

装。
以全国十佳设计师孙秀琴为代表的服装设计师们

追求着以继承为主线的对传统式样的创新,将极具异

域风情的新疆特色时装让大众从时尚的视角来认识美

丽新疆、多彩丝路,完美诠释新疆文化与时尚的新定

义。在继承传统民族服饰样式精髓的基础上,以中西

合壁、古典和现代融合的形式,在基本款式、色彩、工艺

手法上运用民族服装的元素,在提高服装的功能性和

减少人体身材局限对穿着效果的不良影响基础上,结
合现代服装的许多工艺和制作方法,融入现代服装的

剪裁和设计,在现代设计基础上以生活化的民族风格

元素为设计点的服装设计是民族风格的一种新思维。
这种类型的民族风格服装,其形式却不为传统所役,不
局限于传统的民族样式,将民族元素以现代化的手法

表现出来,更能引起国内及国际市场的认可。
在新疆民族风格服装设计中,传统服装设计的创

新呈现了新的魅力,在传递丝绸文化的同时,用现代化

的制作实现了新疆服装品质、时尚、民族及国际的舞台

梦想。也正是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传承与创新,让企

业摆脱传统民族服装的局限性,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扬

民族文化,让民族风格服装贴近时尚,贴近生活,贴近

国际。也只有坚持民族风格的传承和创新,新疆民族

服装才能在世界的舞台中,在市场的竞争中赢得一席

之地。

4 新疆民族风格服装发展前景思考

民族风格除了反映当今全球化浪潮下的一种社会

文化现象,同时也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新疆

民族风格服装的发展,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人类

社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新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丰富的艺术形式是服装设计师取之不竭的设计源泉。
随着人们更加全方位地关注传统文化,身处这样一个

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下,新疆民族风格服装更应该努

力发掘民族文化,将之用于服装产品的设计开发,并建

设自己的民族品牌。
对于服装这个大市场而言,新疆民族风格服装就

是一个刚刚投放市场的新产品。受消费市场购买力的

制约,在普通大众的眼里,新疆民族风格服装的市场

化、产业化、大众化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人

们审美观念的不断变化,传统的新疆民族服装已很难

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创新设计以满足消费市场多元化

的需求,创造品牌价值以提升服饰的档次、品味、个性

等,为新疆民族风格服装产业注入鲜明的文化内涵,并
把服装的设计、加工工艺与新疆的民族元素等深厚的

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推进新疆民族风格服装从舞台

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

5 结语

民族风格服装发展至今日,与传统服装已有一定

差距,时尚化、休闲化、年轻化的设计理念成为主流,并
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新疆传统民族文化元素和

现代时尚元素融合是现代服装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疆民族风格服装如何在继承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结合国际流行元素和多元的文化主题,以现代人的

审美需求来打造具有新疆特色民族风格的服装,值得

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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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中国的牛仔服装设计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设计的新产品层出不穷,牛仔服装各具特色。国内牛

仔面料加工能力很强,为适应时装化牛仔的需要,牛仔

服装面料的二次设计尤为重要,色彩设计、洗水设计、

刺绣设计、添加设计等方法成为牛仔服装面料后整理

的常用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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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1956年创刊,由浙江理工大学主管,浙江理工大

学、中国丝绸协会、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主办。月刊,大16开

本,每月20日出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1-
7003,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3-1122/TS。广泛报道

国内外桑蚕养殖、制丝、丝织、印染、面料、服装及与丝绸相关

的重大科研成果和重要科技活动,介绍和推广丝绸纺织新技

术、新设备、新产品,传播和宣扬丝绸历史与文化。
《丝绸》是纺织丝绸行业内发行量大且具权威的专业期

刊,主要选登纺织丝绸领域内具有较好创新性、新颖性和参考

性的原创性论文。文章类型涉及基础研究、工艺技术、产品设

计、历史文化、改革管理等。《丝绸》是CSCD收录期刊、全国

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和中国

高校特色期刊,被《化学文摘》《哥白尼索引》《剑桥科学文摘》

和ElsevierScopus等国内外数据库收录,刊出的文章技术水

平高、实用性强、信息量大、可读性强,60余年来一直深受国

内外订户的青睐。
订阅办法:1、全国各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32-28),全

年12期,240元/年。2、漏订的读者可以向编辑部补订,订阅

办法详见《丝绸》杂志社官网。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浙江理工大学《丝绸》

杂志社(310018)
电话:0571-86843150、88081769
传真:0571-88839613、86843740
网址:www.cnsilk.cn
E-mail:zgsilk@18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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