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样年华：

19 至 20 世纪是人类社会

和世界格局发生巨大改变的

时代 ， 很多新艺术流派应运

而生 ， 先后出现的浪漫主义 、

新古典主义 、 印象主义 、 后

印象主义 、 现代主义艺术等

等 ， 犹如巨浪一般影响着东

方丝织大国 。 随着中西文化

的碰撞 ， 民国服饰受到了西

方艺术理念的深度影响 ， 纺

织品纹样亦出现多样化的趋

势 ， 由西方艺术文化引领而

来的立体审美模式也得到了

一定的展示空间 。 民国服饰

的装饰纹样从相对静态的平

面成像效果上升到与视觉节

奏相同步的动态立体成像效

果 ， 为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

增添几分现代感 ， 使民国纺

织图案形成独具一格的装饰

表现特征。

明 暗法指画中物体受光 、

背光和反光部分的明

暗度变化及由此产生的视错

觉假象 。 欧洲画家伦勃朗是

擅长这一技巧的大师 ， 清朝

时郎世宁将之传入中国 。 传

统纺织图案大多追求二维的

平面性表现 ， 以平涂或是勾

线平涂为主要方法 。 民国时

期的纺织机由于采用先进的

贾卡龙头和棒刀装置 ， 每一

根经线都可以自由与纬线交

织 ， 并且 ， 利用机器设备缫

制的丝线原料较土丝纤细， 因

此织物的纬密更大， 可以织出

细小的光影组织， 用来表现物

体的明暗对比和光影效果。 用

细微的明暗渐变来塑造形体的

技法 ， 大多见之于植物题材 ，

其中在花头或花叶的描绘中 ，

营造出立体视觉效果， 栩栩如

生， 一改往日二维平面图案的

僵硬、 刻板之势。

点 彩派， 也即新印象派艺

术， 兴起于 1880 年代。

其主要代表人物修拉 （Georges

Seurat， 1859—1891） 是印象

派中的后起者， 由他创始的点

彩派把印象派的色彩方法进一

步推向科学分析的道路。 把单

纯的色彩一点点地以小圆点形

式排列 ， 表现画面上的物象 ，

用人的视觉作用去混合达到自

然调和， 画面呈现静谧、 冷漠

和呆板之感， 具有装饰效果。

民国时期纺织图案中点的

运用十分广泛， 开始用纯粹的

点来造型， 取代线、 面在图案

画面中的作用。 主要运用点的

大小、 疏密、 轻重、 虚实、 反

复、 渐变等方法表现出图案形

象的明暗、 节奏、 体感。 这一

尝试令民国纺织图案获得不同

于传统图案的现代性， 丰富了

图案的表现语言。

1
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

世界艺术范围内掀起的

“新艺术运动”， 是现代艺术设

计的新风尚 。 “新艺术运动 ”

在设计中强调流畅的动植物花

纹的使用， 象征意味浓厚。 这

一自然主义的设计观念一直影

响着其后的诸多艺术设计领

域。 民国时期织物图案在线条

的运用上受到 “新艺术运动 ”

的影响， 呈现曲线性和趋向直

线的两种特征， 在直与曲中展

开一场对线性元素的追逐。 其

在形式上追求一种完全师从自

然的全新风格， 并且与传统设

计拉开距离， 更加注重表现对

象的内在价值。 从 “新艺术运

动” 开始， 纺织图案步入现代

艺术语言形式的探索阶段。

这 一时期 ， 织物图案开

始大量运用几何形图

案或几何形骨架构成的图案

形式 ， 具有理性 、 秩序的视

觉特点 ， 在理性中又跳跃着

韵律 、 明快 、 活泼的视觉动

感 。 几何图形如锯齿形 、 闪

电型 、 线圈型的线条组合在

一起 ， 充满活力 、 速度和运

动的力量 ， 如光芒般的四射 、

如声音般的余音绕梁 、 如雨

滴般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美

意。 或许是受到康定斯基这类

西方艺术家的影响， 直线、 曲

线开始应用在画面中起分割作

用， 构成各种面的造型； 面与

面组合可以形成新面， 构成方

式上可上下左右平行 、 重叠 、

分割、 裁切、 移动、 组合、 移

位等。 因此在当时林林总总的

设计中， 呈现织物图案效果可

谓独树一帜 。 在实际图案中 ，

由规则点的密集排列构成线 ，

或是由不规则点的密集排列从

而产生虚实变化的立体效果 ，

令构成主义风格的纺织品产生

让人耳目一新的视觉观感。

装 饰 艺 术 运 动 （ Art

Deco） 是 20 世纪前期

欧美各国流行的强调装饰表

现的艺术潮流 。 “装饰艺术

运动 ” 并非单纯的一种风格

式样 ， 它包括的范围广泛 ，

从产品包装到建筑样式都呈

现出装饰艺术的强烈特性 。

其主要贡献是在造型与色彩

上表现现代内容 ， 显出时代

特征 。 受装饰艺术影响的民

国织物图案中以几何图形和

花卉最具代表性 ， 表现方式

简洁概括又富有动感 ， 色彩

明亮鲜艳 ， 喜用对比色和金

属色 ， 或是为深色底搭配浅

色叶或浅色的底上凸显深色

的叶 ， 造成强烈的 、 绚丽的 、

华美的视觉印象。

在西方装饰艺术的影响

下 ， 民国织物图案把一些带

有吉祥寓意的图案形式发展

成单纯地注重装饰美感 ， 更

把形式各异 、 色彩丰富的几

何纹样 、 花卉纹样用多样化

的表现形式运用到织物上 ，

形成独特的装饰之美 。 众多

美术家 、 设计师纷纷投身到

织物图案设计与创作实践活

动中 ， 把关注焦点投向织物

图案的可变性上 ， 大胆尝试

采用新的表现形式 ， 突破了

对传统图案形式运用的局限 ，

艺术形象融合各种自由抽象 、

几何抽象 、 表现主义等 ， 在

活跃的抽象化中解放了创作

的自由 ， 在制作上也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经纬之间的变化 ，

开始试图吸纳现代艺术的特

点 ， 寻找艺术形式间某种内

部存在的联系。

（作者为上海美术学院

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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