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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畬族服饰图案设计》教案

课

题
《畬族服饰图案设计》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2课时

实践

课时
4 课时

教

学

目

标

1.了解畲族服饰图案特点；

2.了解畲族服饰色彩特征；

3.掌握畲族服饰图案题材类型与设计方法；

4.了解畲族服饰图案表现工艺特色；

5.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设计与表达的能力。

思

政

元

素

通过对畬族服饰图案的分析和讲解，引发学生对少数民族服饰欣赏的兴趣，强调中国服

饰文化的魅力，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员爱国主义情怀，提高审美

意识与工匠精神，使学员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与克服困难的意志；培养劳动意识与责任意

识，养成规范的操作习惯与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重

点

1.畲族服饰图案题材与类型；

2.畲族服饰图案工艺特征。

难

点

1.畲族服饰图案内涵与特色

2.畲族服饰图案设计原则与方法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电子教材、教学视频、试题库

实

训

任

务

要

求

实训任务：

分析畬族服饰图案的内涵与特色，以“畲韵”为主题设计并制作单独纹样、适合纹样各一

款。

实训要求：

1）符合纹样要求，设计主题突出，线条清晰流畅、图案造型生动优美、有创意，整体美

感强；

2）色彩搭配协调，细节完整清晰，制作精美，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3）尺寸 8 开，构图美观，画面整洁。

学习

工具
绘画工具等

教

学

设

计

1.教师抛砖引玉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畬族服饰图案有哪些特色？小组收集

畲族服饰图案若干，导入本单元学习内容《畬族服饰图案设计》。

2.教师引导学员根据《畬族服饰图案设计》课程设计在云课堂中找到相关教学 ppt、视频、

电子教案和课件进行自主学习，初步自主完成学习目标。

3.学员完成课后测试题与实训作品，老师根据学员的测试结果了解知识的掌握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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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Ⅰ课前

一、线上

老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畬族服饰图案有哪些特色？

老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课前布置任务：收集畬族服饰图案不低于 10 张。

二、导入新课（10 分钟）

畲族服饰图案的创造作者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劳动妇女。她们制作服饰品完全是为了

自用，而不受商品需求的制约。在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她们可以随心所欲、独出心裁。技

法上或挑中带绣，或织绣结合，一切从实际生活出发，从而使这些服饰图案花团锦簇、

溢彩流光，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服饰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是中华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宝贵的精神遗产，民族服饰可以人我们真切的感受

到中国文化与文明。

Ⅱ 课中

三、新课讲授（80 分钟）

项目三 畬族服饰图案计

第一节 畲族服饰图案的特点

畲族服饰图案的内容和风格往往自由奔放、不落俗套。她们把山里的花草、林间的

鸟雀、空中的云彩、雨后的彩虹，缝在衣服上、裙子上。这种来源于生活的朴素的艺术

情感，使她们手中绘制的服饰图案纹样生机勃勃。

一、题材特点

畲族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

农舍车马以及传统的几何形图案——如万字、云头、云勾、浮龙纹、叶纹等。有的用文

字排列组合成图案。文字的形体有原始的，也有楷书，常用一些旧的吉祥语，如“五世

其昌”、“三元及第”、“招财进宝”等。再如象征农田的方格图案、象征江河的彩条

图案、象征林木的十字图案，都作为一种较为固定的格局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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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型特点

创造者所关注的是人本与美术符号精神的和谐一致。不论造型如何变化，只要观念

在形象中体现得充分便是最理想的范式。它根本不讨论艺术与物象的模仿关系，也不顾

及用人的观念打破自然给艺术提供的原形，一切存在物都可以作为劳动者物质活动中精

神需求的对象。所以，图案纹样不以光影为主要表现手法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

近乎线描式，以单线做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姑娘们很善于抓住一个形象主要的特征，

将最有特点的动态，用类似剪影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她们在制作图案时，不满足于一个

特定的具体形象，而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运用删减、增添、夸张、变形等手法使形象更

趋于理想化。她们往往借助于深浅不一的点、长短不齐的线、大小不等的面、似是而非

的形，使之既有变化又和谐地组合在一个图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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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彩特点

妇女们在创造了理想形象之后，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畲族崇尚黑

色和蓝色，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在以黑、蓝为主调的

基础上，有的加上一点色彩鲜艳的花边或头巾、围腰之类，凭添几分情趣。畲族妇女的

彩虹式花襟由五节很宽的蓝、红、白、绿、黑布圈或彩缎镶接而成，有的彩袖颜色却以

红、黄、绿、蓝、紫为主。总之，是以彩虹的色彩模式设计的。这其中又包含着一定的

象征意义，如蓝代表天空，绿代表草地，红代表太阳等。畲族彩虹式花襟五彩缤纷、色

调和谐、美观大方，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手法。福建省福安、宁德一带的畲族，

在蓝绿色上衣上绣黑色的花纹，衣领上又绣水红、黄、大绿等马牙花纹，沿服饰的边缝

镶上一条三四分宽的红布条，边的下端靠袖头的地方有一块绣花的角偶花纹。福鼎一带

畲族妇女的服饰更为艳丽，上衣大襟以桃红色为主要色调，加配其他色线，针绣的花纹

面积大，花朵也很大。衣领两头下端，靠袖口的地方，有两枝杨梅花，衣领多用水红、

水绿作底色，加绣花。袖口配的色边，一条红，一条绿，对比强烈。罗源畲族妇女衣饰

的花色都集中在衣领上，由红、黄、蓝、绿、水绿、黑等颜色，有层次、有顺序地排列

成柳条纹图案。在上领的黑底上绣一些粗线条的自然花纹，多为水红色和黄色。围身裙

的图案花样是以大朵的云头纹样为特征，裙边也有柳条纹图案。畲族衣饰的色彩组合以

红绿色为主。“红间绿，花簇簇”，他们把这叫作凤凰妆或公鸡装，自认为是模仿公鸡

斑斓的羽毛缝制的。总之，她们非常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但在色彩的安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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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不做大面积的对比，而是采用细碎均匀的小面积对比使色彩既富于变化又和谐统

一。同时，以很深或很浅的底色和醒目有力的轮廓线去统一这些斑驳多变的彩色点块。

这种设色方法，能使色彩多而不杂、艳而不跳。即使是十分突出的块面颜色，也能融于

整个色调之中，而不至游离于画面之外。

四、构图特点

图案虽然有疏密聚散的变化，但同绘画的构图相比较，它并不强调突出主题，不讲

求主从关系的变化。大多数图案采用满地花的构图方法以适应服装整体感的要求。有时

在一块绣片中要挑几十种花纹，自由、不规则地组合成主体图案，或花中藏花，或以鸟、

昆虫等组合成花，或几只鸟相互共用一个翅膀。这种巧妙的构思可以看出她们的智慧和

灵巧。她们根据不同的装饰部位采用不同的格式。总的来说，对称或均衡的结构，放射

的布局，团花与角花的呼应等都在图案的构成上得到了反复而广泛的运用，从而表现出

服饰图案独特的艺术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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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涵

这些图案不但美化着服饰，还有深刻的涵义，其手法大致可归纳为谐音、寓意和符

号三种。谐音，即借音而述意，如鸳鸯配偶，五福（蝠）捧寿。寓意，借一件物体或一

组画面暗喻美好的事物，如 四合如意。有的图案在表现手法上谐音和寓意兼而有之，

如福寿双全。民间美术创作的观念是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统一，集体意识是一种传承

已久的集体心智，它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历史地向客体渗透，使那些与人的切身利益相

关的客观对象逐渐固定化为观念的替代物，成为特定的符号，如绣在鞋上的如意头。

畲服饰图案包含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艺术创造精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较深

的文化内涵，它的内容十分丰富。而最使人惊异的是，这些平凡的劳动妇女不仅使用木

制织机，织成粗质的棉布，还以一根针、几缕线、小小的蜡刀这些甚为简陋平常的工具

和材料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人类的艺术宝库增添了无数精美的艺术品，这的确值得人们永

远珍爱。

任务二 畲族服饰色彩设计

畲族的传统服饰以青、蓝色为主，整体来看给人呈现一种清新的感觉，这种颜色来

自于蓝靛，是畲族人民种植的草木植物所提取的颜色，畲族人民平常穿着的麻布衣也多

以青、蓝两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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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畲族妇女们在创造了理想形象之后，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畲

族崇尚黑色和蓝色，在服饰上以黑、蓝为主调，显得凝重深沉、庄严朴实。在以黑、蓝

为主调的基础上，有的加上一点色彩鲜艳的花边或头巾、围腰之类，平添几分情趣。畲

族妇女的彩虹式花襟由五节很宽的蓝、红、白、绿、黑布圈或彩缎镶接而成，有的彩袖

颜色却以红、黄、绿、蓝、紫为主。总之，是以彩虹的色彩模式设计的。这其中又包含

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如蓝代表天空，绿代表草地，红代表太阳等。畲族彩虹式花襟五彩

缤纷、色调和谐、美观大方，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手法。福建省福安、宁德一带

的畲族，在蓝绿色上衣上绣黑色的花纹，衣领上又绣水红、黄、大绿等马牙花纹，沿服

饰的边缝镶上一条三四分宽的红布条，边的下端靠袖头的地方有一块绣花的角偶花纹。

福鼎一带畲族妇女的服饰更为艳丽，上衣大襟以桃红色为主要色调，加配其他色线，针

绣的花纹面积大，花朵也很大。衣领两头下端，靠袖口的地方，有两枝杨梅花，衣领多

用水红、水绿作底色，加绣花。袖口配的色边，一条红，一条绿，对比强烈。罗源畲族

妇女衣饰的花色都集中在衣领上，由红、黄、蓝、绿、水绿、黑等颜色，有层次、有顺

序地排列成柳条纹图案。在上领的黑底上绣一些粗线条的自然花纹，多为水红色和黄色。

围身裙的图案花样是以大朵的云头纹样为特征，裙边也有柳条纹图案。畲族衣饰的色彩

组合以红绿色为主。"红间绿，花簇簇"，他们把这叫作凤凰妆或公鸡装，自认为是模仿

公鸡斑斓的羽毛缝制的。总之，她们非常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但在色彩的安

排上，往往不做大面积的对比，而是采用细碎均匀的小面积对比使色彩既富于变化又和

谐统一。同时，以很深或很浅的底色和醒目有力的轮廓线去统一这些斑驳多变的彩色点

块。这种设色方法，能使色彩多而不杂、艳而不跳。即使是十分突出的块面颜色，也能

https://baike.so.com/doc/5371010-5606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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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于整个色调之中，而不至游离于画面之外。

任务三 畲族服饰纹样设计

畲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畲族服饰纹样即起到了“以纹代文”的表意作用。服

饰纹样延伸着畲族传统文化，赋予服饰纹样美好的精神意蕴，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与精

神寄托。将现代服装设计提升到了传承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高度，也为浮华当道的现代

服装设计添加分量感。

畲族服饰图案纹样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如飞禽走兽、花鸟虫

鱼、农舍车马以及传统的几何形图案--如万字、云头、云勾、浮龙纹、叶纹等。有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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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排列组合成图案。文字的形体有原始的，也有楷书，常用一些旧的吉祥语，如"五

世其昌"、"三元及第"、"招财进宝"等。再如象征农田的方格图案、象征江河的彩条图

案、象征林木的十字图案，都作为一种较为固定的格局被保留下来。

畲族人民在制作图案时，不满足于一个特定的具体形象，而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运

用删减、增添、夸张、变形等手法使形象更趋于理想化。她们往往借助于深浅不一的点、

长短不齐的线、大小不等的面、似是而非的形，使之既有变化又和谐地组合在一个图案

之中。

花卉纹样

几何纹样

动物纹样

任务四 畲族服饰图案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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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服饰图案题材丰富多样，图案中以凤凰图腾最为尊贵，以植物和动物纹样最为

常见，而最具特色的是畲族的文字图案，它主要被编织在彩带上。各类题材的服饰图案

大都以不同的刺绣手法表现在服饰品上，畲族刺绣的手工艺品种类繁多，畲民除了在服

饰品上绣花之外，还在帐帘、枕头、烟袋等生活用品上灵活运用。这些图案是由世世代

代的平凡的畲族妇女用手中的棉布、蜡刀以及针线这些最简单的材料制作而来的，她们

不仅日复一日为日常生活创造着最实用的物资，还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少数民族的艺术宝

库输入着一批批精美的手工艺品。畲族服饰图案题材在内容上主要分为图腾、动物和植

物、抽象几何、人物以及文字图案五大类。

一、图腾图案

每个民族都有祖先崇拜情结，在畲族这种崇拜以其象征性的图腾形态被能工巧匠们

以其擅长之工艺手法表现在服饰品上，这些图腾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属龙鳞和凤凰图腾。

龙麒即“盘瓠”，畲族对盘瓠图腾的崇拜影响着世世代代畲族人民的生活，以畲族妇女

头戴的狗头冠为图腾装饰中最显著之一。“凤凰”是各种鸟图腾的混化物，主要由阳

鸟、鹰皓、孔雀和鸡这四种鸟的变异和升华而来，凤凰一直被视为象征祥瑞的神鸟。畲

族人多把凤凰图案手工绣在畲族最尊贵的凤凰装上，凤凰的姿态各异，有作腾飞状的，

有作栖息状的、有展翅状的，有单个图案样式，还有同花卉纹与卷草纹搭配在一起的样

子，令凤凰图腾在畲族服饰上大放异彩。

二、动物图案和植物图案

如今畲族服饰图案最普遍的是动物和植物图案，这和畲族依山傍水的生存环境直接

关联，畲民擅长从大自然中提取创作素材，服饰中最常见的动物图案，包括蝴蝶、蜻蜓、

喜鹊、仙鹤、竹鹿、虎豹、麒麟、狮子、鳌鱼等；动物题材图案一般以 3-15 公分大小

绣在服饰品上，并且往往都与其他动植物图案搭配在一起，这就好像还原了大自然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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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面貌。花鸟鱼虫、珍奇野兽等动植物一直被畲民描绘在服饰品的衣襟、衣领、衣袖、

帽子、鞋子、拦腰带等部位，生动有趣的图案使服饰散发出淳朴的山野气息。

畲民映衬在服饰上的图案是他们平时在山林劳动时所见、所思、所想的记录。畲民

善于运用鲜艳的颜色来谱写自然草木那灵动的形态。植物类中有梅兰竹菊、水击花、桃

花、牡丹、卷草、莲花、寿桃、蝴蝶花等各类花卉蔓草图案，最常见的还属组合图案，

例如动植物和人物的组合、植物和图腾的组合、植物和几何图案的组合，畲族服饰上出

现最多的还属动植物图案纹样。

三、抽象几何图案

畲族抽象几何形图案有盘长、方胜、铜钱、犬牙、万字、云勾、浮龙、锁同、山头、

叶纹、柳条纹、双菱形纹等，其中以连续三角状的犬牙纹最为普遍，它大概是畲族始祖

盘瓠的化身，畲族没有关于盘瓠真身的图腾在服饰上的演绎，人们将对图腾的形象简化

成了简单的犬牙形，虽低调小巧但却发展为出现率最多的几何纹饰。畲族抽象几何类图

案有的是单个或几个纹样重复，还有的是搭配其他几何纹样规律排列，图案的排列方式

主要为二方连续，用这种排列方式往往会在色彩上会做丰富的变化。

四、人物图案

中国晚唐时期织物上便出现了关于人物题材的童子图案，至明清时期，服装人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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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较为普及，应用最广泛的图形为“戏婴图”和“百子图”。古代畲族人物题材的图

案应用广泛，以运用在围裙上为主，如今人物题材的图案走向日渐衰微，不及动植物和

几何图案那般丰富。其背后缘由有二：其一为古代畲族人物图案主角为传说中的神仙童

子，解放后收到各种破除封建迷信的冲击导致畲民不敢将其大肆运用；其二为人物图案

成本往往要比其他图案高出许多，因为人物图案工艺复杂并且样式繁复，工艺上多釆用

盘金绣，刺绣内容丰富，由多个人物、如意、寿桃、驯鹿等吉祥图案组成，专供古代的

大户人家，而对于解放初期生活贫困的畲民来说很难制作出一幅盘金绣人物图案，之后

这项工艺也便渐渐衰退。

现代的畲族人物图案较少出现在衣服上，主要存在于帐帘、供欣赏用的绣片或帽子

上，如喜得贵子、童子献桃、盘瓠变身等具有场景感的画面，人物图案主要采用盘金绣

法，在织物上组合形式主要有：单个人物、多个人物组图、单个或多个人物搭配花草和

动物、单个或多个人物搭配凤凰图腾等。我们可以通过畲族人物图案体会到畲民文化包

容性极强的一面，因为畲族人物图案从内容来看受到汉文化影响，比如道家的神话传说

以及 神话人物故事，如吉星高照、八仙过海、刘海戏蟾等。

五、文字图案

畲族文字图案素材十分丰富，应用广泛，一部分缝制在帽饰上，还有一部分编织于

织带上，因此畲族的织带也被称为“字带”。这些文字有的表达着吉祥寓意的，如福禄

寿喜字纹，还有的表示地点，有的表示姓氏，有的表示朝代等。

畲族原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它是借鉴甲骨文以及汉字演化而成的，可以说是畲族人

对汉字的“二次创作”，演变后的文字变成畲族特有的符号图形，其表达方式大致可归

纳为寓意字符、几何形字符和具象字符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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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五 畲族服饰图案构图方式

一、对称构图方式

在畲族服饰中凤凰纹构图，大部分是由绝对对称或相对对称相的表现形式，且纹案

构图多为方形，这与畲族服饰中的装饰位置密切相关。虽然其整体多为方形，但也会出

现方中带圆的旋转对称纹案。凤凰纹的对称经常在图案中假设一个中心，呈现出“不平

衡中的平衡”、“不对称中的对称”、“不统一中的统一”。量感的对称由形的对称而

产生，不仅形成视觉上的平衡感，而且引发心理上的稳定感。畲族服饰中对称形式的凤

凰纹有的为在适合圆形中两只凤凰呈现出太极状的旋转式，有的两只凤凰左右或上下相

向而立的自由飞翔的状态形成稳重、整齐的视觉感受。在对称的凤凰纹图案中，其自身

的形态与颜色也是存在变化的，其尾部羽毛呈现火焰形或绶带形，虽然整体对称但细节

存在差异，对称形成的稳定形式给人以端庄之美；细节上的不同又形成对比，给人以活

跃之感，从而形成形式上的稳定与细节表现中的生动。一般龙与凤构图或双凤构图两者

之间相互遥望，采用相对盘旋的构图方式。这种对称与均衡的法则在构图中显得尤为重

要，突出表现其平衡之美。

畲族服饰图案在构图上讲究比例与平衡。比例具体在服装构成上表现为对各个服装

结构间的尺寸、份量的安排，任何形式的作品都需要精确的尺寸和比例，像衣领、衣袖

和衣片之间的尺寸比例关系。由于人的体型各不相同，所以服装也需适应人的比例。常

见的比例法有三种，分别为黄金比例法、百分比法和基准比例法。黄金比例法是古希腊

的毕达格拉斯依据普遍的美学原理提出的美的衡量标准。以人体为例，此比例以肚脐为

界，在人体上的最佳比例则应该为 3:5 和 5:8,因此用这种比例应用于绘制服装效果图

和服装制版中便能呈现出优美和准确的效果。

轴对称凤凰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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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女装中的对凤 畲族围腰中的凤凰纹 图畲族床帐中的凤凰纹

中心对称凤凰纹

畲族女装中的对凤 畲族帽饰中的凤凰纹

二、平衡构图方式

平衡可以分为两层来说，一层是表面上的平衡，一层是心理上的平衡。具体的表现

在服装上以一条结构线作中轴，设置上下和左右量上的均等，它体现着人类对事物的洞

察力，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对自身和周边细节的细心研究而获得的，它体现着事

物自身结构的协调状态。对称的形式感给人以平和、庄重、完美之感，可是有时候过度

的对称又会令人感到无趣和呆板。这时就要考虑将原有的均衡感打破，寻求一丝突变的

效果。畲族传统服装形制是十分讲究平衡感的，一般畲族儿童和年轻女性衣服多为斜襟，

男性和老年人多为对襟，对襟给人以一种稳重、成熟的平衡感。在畲族传统服饰图案中

同样讲究单个图案之间的表现形式和摆放布局，比如镶在畲族女子服饰上的各种颜色各

异的花布条就是试图将原本深色服装底色的沉闷感打破的最好体现，这种将大自然中的

花草树木、珍禽异兽以刺绣的工艺手法加上二方或四方连续纹样的运用后，再以布片或

布条形式镶滚在服装某个结构部位上的手法也在现代服装设计上常见。

整体均衡构图中的凤凰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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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印染中的凤凰纹 畲族绣片中的凤凰纹

畲族龙凤戏珠 畲族围裙中的单独凤凰纹

三、重复与连续形式

一幅装饰图案的美，最快捷的设计手法就是将简单的元素进行不断重复，进而组合

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案。使构图产生秩序感，重复的最大特点是对纹样的基本形进行连续的

排列，使得整个画面呈现一种秩序美。在景宁畲族凤凰纹的运用中，常常打破具象的凤凰形

象、与其它纹样重构后再通过重复的形式，使整个构成图案既统一又富有变化感。

畲族的纹样一般单独或成对出现，且搭配其他纹案组合形成连续性图案，连续性图

案是指将某个独立元素通过一定的顺序与规律进行重复排列的图案。二方连续式构图是

景宁畲族服饰中常见的连续性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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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中二方连续纹

彩带中重复构成纹样

印染中重复构成纹样

四、自由与呼应形式

有规律的构图模式限制较多且不够生动，不能更好的表达故事内容。灵活式构图指

将图案元素自由随意的组合，给人以灵活多变的感觉。畲族图案整体的构图是具有故事

性的题材。

图案纹构图呈现不规律性，画面内容由凤凰纹、鱼纹、虾纹、植物构成，画面内容

丰富，构图饱满，凤凰纹与两朵牡丹花构成的画面，两朵花相护呼应，从这两幅图可以

感受到创作者的随意，且画面内容相互呼应，形成自由和谐之美。有些方形构图中，中

间为一只自由的龙的造型，其上面两只凤凰图案对称分布，但造型却略有不同，下面的

蜻蜓造型左右分布，整体的画面构成非常和谐，给人稳定之感且画面具有故事情节。有

时同样是方形构图，图案正中央为一朵大的牡丹花，四个角中的蝴蝶纹相护呼应，四只

对称的蝴蝶与中间自由状态的凤凰与龙形成对比。无论是凤凰与龙相互呼应，还是凤凰

与鱼虾、蝴蝶的呼应，通过纹案的构图可以解读到畲族人民向往自由的内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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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纹与鱼虾的自由构图 凤凰纹与花卉自由构图

凤凰纹与龙纹的自由构图 凤凰纹与龙纹、蝴蝶纹的自由构图

任务六 畲族服饰图案表现工艺

一、手工编织

畲族的编织图案主要体现在织带和竹编斗笠上。畲族女性编织的彩带，图案样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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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以文字图形为主，还有水击花、蜻蜓、铜钱、万字纹等纹饰。编织彩带的手法主要

有提压带扣和穿梭，彩带两边一般不织花纹，主要的纹样集中体现在最中间的织线上，

其余线编织平面花边.经线的根数往往随着的宽窄而变化，其中应用最多的是“五双”

和“十三根”。织带纬线一般为白线，经线多的织带则宽，经线少的织带则窄。不过无

论织带的宽度多少，穿梭编织花纹图案只在最中间的织线上进行。在古代，织彩带对畲

乡女人来说是一项必备的技能，畲族彩带编织技艺已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名录。

畲族编织材料不仅仅局限在棉线上，还将精湛的编织技能应用于斗笠的编织上，畲

族斗笠由竹蔑编织而成，从斗笠的外形上看能编出很多丰富的花型式样，如燕子、云头、

虎牙、四格等，多为简单的几何纹样，这和竹子是方条状有关，这样形态的材料适合编

织方形或者有菱角的形状。

二、镶滚

服装工艺中的镶是指镶嵌与镶拼的结合。镶嵌是将布片覆于服饰的某个部位上进行

缝合固定。镶拼是指将两片或两片以上的布缝合在一起。滚是指以包缝方式来拼接布

边，最后贴缝于服装表面的一种手法，包缝主要针对服装的边缘。

镶滚结合是指将镶拼的布片拼合完整，然后在其外缘滚边，或者也可以先在布片上

完成滚边之后再将布片缝合于衣服大襟部位,镶与滚的局部装饰手法从服装整体美观度

上起到了很强的加分效果，从服装本身上来看还对其起到耐磨和保护的作用。

三、剌绣

畲族的绣线多为丝线和棉线，缝制在棉、麻或丝绸面料上。最精美的 要数“凤凰

装”上的绣花，刺绣手法主要有平绣、打籽绣、盘金绣、贴布绣、包梗绣、十字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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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等，其中以平绣运用最广。畲族人们通常绣在帽子、手帕、围裙或者鞋垫上，选用的

颜色种类大概一到三种，绣的花型多为蝴蝶以及抽象几何类图案，由于十字绣易学易懂，

已风靡全国。畲族盘金绣多表现在神仙、人物等带有故事情节的题材上；现代畲族锁绣

一般适宜绣制枕套、帽子、和鞋垫等；贴布绣是一种剪贴其他布料来缝制于服装上的刺

绣形式。其绣法简单，画面风格大气耐看，因此在畲族较流行。这种传统装饰技法在现

代服装产业中也广泛应用，如现代绣花机成为服装生产商的必备机器。

三、天然纤维织造及印染

畲族传统服装面料是由畲民手工编织的芒麻布制作而成，芒麻布以染蓝、黑两色居

多，所以畲族服饰主色以蓝、黑两色最为普遍。芒麻布的制作要严格按照绩麻、呈线、

搅团、上桨等 12 道工序完成。畲民善种菁（蓝靛），这是一种用于染布的植物，它分

为三种：蓼蓝染绿，大蓝染碧，槐蓝染青。 由于这种染料不易脱色，所以一直作为畲

民植物染料的原材料。蓝靛染料传统的做法是：每年入冬之时，去山上将菁草割下来，

堆泡进大桶后用木头压紧，浸泡三至四天， 待叶腐烂出深蓝色汁，再将叶渣打捞干净，

撒入适量新烧的石灰（比例为 1：200）泡入桶中搅混，搅完后待其自然沉底，将上边

的水放出，再将剩余的水进行二次沉淀，最终滤出的沉淀即成纯蓝靛。

目前，有机纤维与草药型织物在西方大受欢迎。人们将芝麻剥成麻丝，捻成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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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土布机制成麻布，最后将麻布染色，染色一般在冬天进行。土质织布机不仅可以

用来纺土布、还可以纺织布条、围裙之类的织物。

我国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关注健康的生活理念。如今的服装选材主要以含

有化学染料的合成纤维为原料，这就难以避免一些不良商家用有害的化学物质以次充好

或染料不达标的现象，威胁着人体健康，如今化学物质的合成纤维已经渗透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从一条随身擦拭的小方巾到每日作为我们“第二层皮肤"的内衣， 这就潜在

地增加了我们的身体被有害化学物质侵害的几率，这些有害物质在制造过程中还会对环

境造成破坏，造成我们的空气、土地以及地下水的污染，这完全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背道而驰。

畲族传统民族服饰原材料及染料都取自天然植物，这一方面迎合了当下大众追求

“绿色生活”的心理需求，体现出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状态。天然草料的使用可

节约能源，生产天然的织物和燃料还能当成肥料撒于农田中，实现材料的循环利用。另

外从美学角度出发，用植物染料染制的面料体现了自然的和谐美，以芒麻为服饰原材料

制成的服装蕴含着一种随意、自由以及天然的肌理效果，其风格独特，用之制作的服装

透露出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不仅如此它的舒适性和散热性很强。不仅是畲族传统服饰

面料的主要选材，也成为现代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城市女性在平日休闲装中的主要选择类

型，值得提倡。

二、作业布置与实训（4 课时）

1.实训项目任务：

分析畬族服饰图案的内涵与特色，以“畲韵”为主题设计并制作单独纹样、适合纹

样各一款。

2.实训项目要求：

（1）符合纹样要求，设计主题突出，线条清晰流畅、图案造型生动优美、有创意，

整体美感强；

（2）色彩搭配协调，细节完整清晰，制作精美，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3）尺寸 8 开，构图美观，画面整洁。

通过项目的实训要求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与追求卓越，创新研发、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具备耐心、专注、坚持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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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反馈和调整

1.通过云课堂检查课后作业，了解学员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巩固教学效果。

2.通过课后调查、交流，了解学员对本课程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及时调整授课内容

和授课模式。

四、课程反思

本单元采用讲解法、比较法、启发法与案例分析法等教学方式，从图案的色彩、造

型、题材、工艺等一步一步的分解，图文结合，直观进行描述，以充分的引发学员的兴

致，鼓励学员大胆创新，培养设计创新思维与动手制作能力。实训过程中加强辅导力度，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注重学员职业素养与工作态度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