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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布绣在针织毛衫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花俊苹，陈宇刚
( 江西服装学院 服装工程学院，江西 南昌 330201)

摘 要: 从贴布绣艺术的概念出发，分析贴布绣艺术的工艺及艺术特征，系统阐述了贴布绣艺术在针织毛衫设

计中的具体运用。通过对传统贴布绣的图案、色彩、材质、工艺 4 方面的深入研究与比较，探索出贴布绣艺术在针

织毛衫设计中的创新运用方法，同时也体现出贴布绣艺术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及艺术表现力。与针织毛衫设计相

结合，有效提升毛衫的审美价值，并为现代针织毛衫设计拓展出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结论为针织毛衫的开发提供一

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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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applique embroidery in knitted sweat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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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mbroidery art，the craft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broidered embroidery art was analyzed ，and systematically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the embroidery
art in the design of knitted sweater was expounded．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atch embroidery pattern，

color，material，technology in four aspects of in study and comparison，explored the patch embroidered
art in the design of knitted sweaters in the use of innovative methods． The patch embroidered art has a
strong culture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expression，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of knitted sweaters，
enhanced the aesthetic value of sweaters effectively，and developed a new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knitted sweater design，the conclu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knitted sweaters would provide a
certain The basi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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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的艺术审美能力

正在不断改变。贴布绣是以布料剪贴绣缝在服饰上

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纵观针织毛

衫设计领域，贴布绣应用十分广泛，既可用于毛衫的

外观装饰，又可以通过与毛衫的材质、色彩、图案以

及工艺的结合，创作出时尚的现代针织毛衫。近几

年，随着针织毛衫外衣化、时尚化趋势，贴布绣的审

美价值也成为针织毛衫设计的关注点，其不仅是对

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也是提升服装整体

艺术美感的一种有效形式，更赋予了针织毛衫特别

的艺术魅力。

1 贴布绣的工艺与艺术特征

1. 1 工艺特征
贴布绣也可以称为补花绣，是指按照事先设计

的图案在面料上进行裁剪，然后将其贴绣在服装恰

当位置上的装饰手法［1］。贴布绣最早是用在服装

的简单补纳及修饰上，后来日臻完美，发展成为服装

装饰工艺的一种形式。贴布绣主要分为贴布平绣和

贴布凸绣。贴布平绣是将事先设计的图案纹样在面

料上剪贴好，然后直接贴附于服装底布上进行绣缝

的一种工艺形式。其特点是绣面平服，绣线针距齐

整; 贴布凸绣是在贴布与服装底布中间填充絮棉、聚
酯棉、珍珠棉等柔软辅料，人为加工使图案凸起，体

现出浮雕感与立体感。采用贴布绣形成的图案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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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逼真，色彩搭配令人愉悦，人性化的设计让组

合更自由，呈现在针织服装上的装饰效果较强。
由于现代绣缝工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贴布绣

的绣缝 工 艺 有 锁 缝、折 边、包 边、电 脑 缉 线 锁 边

等［2］，还有以魔术贴黏绣边，将贴花布扣在毛衫底

布表面，用熨烫的方法将魔术贴花布烫牢在底布上

的工艺。用于锁缝的绣线色彩通常与贴布绣面料色

彩相近或相同，但也可以根据设计的需要，采用不同

色彩的绣线去锁缝、折边锁缝或包边锁缝，使贴布绣

图案呈现立体、对比鲜明的视觉效果。常用贴布绣

的绣缝针法有平针绣、斜针绣、回针绣、藏针绣、锁边

绣及电脑缉线绣等。除了在高档定制针织毛衫中依

然会采取手工缝边刺绣外，现代服装企业在生产中

大多采用全自动锁边电脑绣花机进行制作，或者是

魔术贴黏绣边的方法生产，不仅成本低、效率高，而

且服装的整体装饰效果十分理想，适合大批量加工

生产，且达到了装饰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目的。
1. 2 艺术特征

贴布绣是一种点线面结合的艺术形态，其对图

案、色彩、装饰工艺技巧以及材质的选择在不同的年

代、国家及民族都有各自的特色，但都被赋予了浓郁

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标准，也是对世界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保护。
中国传统贴布绣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主要应用

载体是衣、帽、鞋、包、饰品等物件。贴布绣的题材内

容和纹样丰富多彩，大多数从中国文化和自然景物

中汲取创作灵感，如神话故事和戏曲中的人物，自然

景物中的山水、日月、云彩、草木、飞鸟等，创作出了

许多令人赏心悦目或惊叹的艺术作品［3］。传统贴

布绣通常采用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民族民间色彩，

色彩和谐且层次清晰，蕴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内涵。
在图案结构上则将诸多题材融合一体，如花与鸟、山
与水等，图案构思巧妙、精美，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
在工艺技巧上，绣缝针法细腻雅致，体现出人们对艺

术、文明的追求，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现代针织毛

衫设计中，贴布绣已成为一种常用的装饰手法，图

案、色彩、材质及工艺的选择更符合大众审美特征，

特别是电脑刺绣技术的发展，使得贴布绣在针织毛

衫中运用更便捷、更高效，且产品体现出精致细腻的

特点，为针织毛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了我

国纺织业的不断发展。

2 在针织毛衫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2. 1 图案创新
针织毛衫的贴布绣图案装饰主要分布在领口、

袖部、肩部、衣身等部位，具有一定的功能性，还可以

起到丰富造型效果、突出设计重点、强调主体风格、
营造设计氛围与视觉感的作用［4 － 5］。

中国传统纹样形式丰富，历史悠久，具有独特而

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毛衫设计师在运用贴布绣图

案时，大多注重对传统纹样的再现性与完整性复制，

缺乏创新与突破精神，图案的设计不能随着针织毛

衫风格的更新而改变，导致贴布绣造型无新意。而

现代针织毛衫设计风格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贴

布绣图案纹样设计的思路不能局限于传统模式，需

要通过创新设计，将图案与毛衫设计风格相统一。
贴布绣可以在图案创新运用上进行尝试，从现代涂

鸦、音乐、动漫、游戏与建筑等中汲取创作灵感，再进

行艺术加工，把具象的图案造型简单化、符号化和抽

象化，提炼设计出全新的纹样。还可直接选用具象

的灵感图片，采用现代 3D 喷绘技术喷印到贴布绣

面料上，再裁剪贴缝于针织底料上，这是一种较为直

观的设计方法，创作出的针织毛衫精致美观、整体效

果好，现代感强。图案贴布绣的针织毛衫见图 1。

图 1 图案贴布绣的针织毛衫

2. 2 色彩突破
贴布绣图案、色彩、材质、工艺等要素中，色彩是

最为醒目和重要的。贴布绣色彩的变化和组合关系

对针织毛衫的美感和整体设计有着重要影响，色彩

的搭配是设计师首先要着重考虑的内容，贴布绣色

彩在针织毛衫中的作用是塑造款式风格、营造设计

氛围，但不能喧宾夺主，贴布绣面料色彩的选取需要

把握毛衫的整体设计风格与款式的统一性，色彩运

用合理可以使毛衫款式造型显得更丰富更具内涵，

而不恰当的色彩搭配则会影响毛衫的整体美感。
传统贴布绣色彩搭配方法分为 2 种: 一种是色

彩纯度高、对比强烈，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感和设计

感; 另一种是清雅洁丽的色调，与针织毛衫整体风格

达到和谐统一，并突出体现贴布绣的内在魅力。现

代针织毛衫的色彩选择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可以选

取动漫、游戏、涂鸦作品中的元素色彩，在不改变色

彩关系前提下，直接将原色彩运用到针织毛衫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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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亲切熟悉的感觉; 还可以进行主观色彩设计，

即根据设计师的构思改变色彩组合关系，大胆尝试

新颖的色彩搭配，具有较强的创意性。但是无论进

行哪种新的尝试与突破，设计者首先需要考虑到贴

布绣色彩对针织毛衫整体风格的影响，是否有“喧

宾夺主”的负作用。只有做到主次分明，才能使贴

布绣艺术在针织毛衫设计中运用得更和谐与完美。
2. 3 材质创新

将贴布绣运用在针织毛衫设计中，设计师首先

需要了解毛衫主体面料的结构及特性。针织毛衫主

要采用毛线或化纤材质织造而成，其织物结构简洁、
松散，表面具有丰富的凹凸感和纹理感，具有透气

性、柔软性、拉伸性和卷边性等特点［6 － 7］。因此，将

贴布绣运用在针织毛衫设计时，应着重考虑主体针

织面料的各项特性对贴布绣工艺的影响，从而选择

恰当的贴布绣材质及绣缝工艺制作，以达到最佳的

整体展示效果。
在贴布绣的材质选择方面，传统针织毛衫使用

的贴布绣材质主要有棉、麻、丝、化纤面料等，虽然在

材料肌理、工艺技巧方面运用十分成熟，但是目前人

们存在猎奇的消费心理特征，因此，贴布绣针织毛衫

设计既要突出其独特的艺术意蕴，又要符合现代时

尚潮流趋势。贴布绣可突破材质的局限，大胆尝试

创新，选择运用具有现代感的皮革、超纤、塑胶等材

质，或是将传统棉、麻、丝绸结合以上材质，不同的材

料组合可产生各异的审美视觉效果，使针织毛衫更

具时 尚 感 和 前 卫 感。例 如 世 界 知 名 品 牌 朗 万

( Lanvin) 在 2015 年秋冬巴黎时装周中展示的 2 款

黑色针织毛衫中就运用了皮革贴布绣材料，独有的

皮革材质与针织面料肌理之间产生对比与碰撞，彰

显出针织毛衫的气质与艺术魅力。贴布绣皮革材质

毛衫见图 2。

图 2 贴布绣皮革材质毛衫

2. 4 工艺创新
2. 4. 1 结合刺绣工艺

贴布绣与刺绣工艺相结合是传统的手工技艺，

其中结合了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四大名绣”的

刺绣针法［8］。在贴布绣中运用最多的刺绣针法有

平绣、藏针缝、锁边绣、接针绣 4 种; 平绣常用来绣小

型花卉、动物、符号等图案，不适合用在大型图案的

刺绣上，平绣的起针与落针都需要在图案纹样的边

缘，针脚、针距排列需均匀齐整; 藏针缝可将各种图

案贴缝在针织底布上，外观上看不到针迹，造型变化

丰富; 锁边绣可以起到固定贴布绣、丰富边缘造型的

作用，具有很强的形式感; 接针绣又称“扣针”，源于

蜀绣，运针上是一针扣一针，下针须在上针落脚处搭

上针脚，形成的线迹可以增加图案的立体感和层次

感。在贴布绣的工艺创新运用上，可以尝试与更多

的刺绣针法结合，如人字绣、抢针绣、盘金绣、鱼骨

绣、打籽绣等，突破传统刺绣技法的单一性，创作出

更自由更精美的贴布绣针织毛衫服装。贴布绣刺绣

工艺毛衫见图 3。

图 3 贴布绣刺绣工艺毛衫

2. 4. 2 结合镶嵌工艺

将镶嵌装饰工艺运用在贴布绣中，可以丰富针

织毛衫的层次，提升毛衫产品档次。在针织毛衫表

面塑造出的三维立体图案形态，会使毛衫外观呈现

出丰富的多维视觉和触觉肌理效果。镶嵌用的立体

饰品常有金属、贝壳、羽毛、珍珠、塑料珠钻、钮扣、玻
璃、石头等。镶嵌装饰材料的大小，可以根据贴补布

的图案形式单独进行装饰，或是相互搭配装饰，还可

以与其他装饰材料组合装饰。镶嵌的材料与毛衫轻

柔的材质形成了对比，营造出立体空间艺术氛围，产

生绚丽夺目、精致秀美、三维立体的视觉效果，并起

到烘托毛衫主体特征，形成视觉中心，吸引观者眼球

的作用，并重新展现出贴布绣在针织毛衫中的创新

与设计可塑性。贴布绣镶嵌工艺毛衫见图 4。
2. 4. 3 结合编织工艺

编织工艺是古老而传统的技艺，其采用经、纬线

进行有序编造。编织工艺的技艺灵活自由，有勾、
缠、索、绕、扣、系扎等技法，适合运用于多种艺术表

现形式［9 － 10］，例如在壁挂、鞋靴、针织服装中都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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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贴布绣镶嵌工艺毛衫

用。将贴布绣与编织工艺结合可尝试创新设计。手

工编织是采用钩针、棒针、丝线进行编织，形成疏密、
凹凸等多样的图案形态，再用贴布绣的方法在毛衫

上进行装饰设计，但在装饰中需要与针织毛衫面料

本来的材质及颜色形成对比，或是简与繁、疏与密、
细腻与粗犷等对比效果。在编织工艺中常采用线性

材料进行编结，分为植物线材和动物线材，植物线材

有棉、麻、丝等，动物线材有毛、皮、羽毛等，两大类材

质都具有各自的特性，运用在贴布绣针织毛衫中会

形成不同的视觉肌理符号，给观者的心理感受也不

相同。贴布绣编织工艺毛衫见图 5。

图 5 贴布绣编织工艺毛衫

2. 4. 4 结合印染工艺

针织毛衫中贴布绣的运用还可以尝试与印染工

艺的结合，如蜡染、扎染、丝网印、电脑喷绘等，将自

己设计创作的图案直接印染到贴布面料上，形成自

由、立体的图案效果，再与针织毛衫组合，呈现出多

维多层次的平面图案效果，同时设计师也可以自由

的进行各种图形风格的尝试。如先将设计出的图案

印染到面料上，作为基础装饰，再沿着图案轮廓裁剪

出贴布，并配以刺绣工艺装饰，最终将呈现出精美的

贴布绣图案。印染工艺的结合运用不仅能提高毛

衫产品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能丰富贴布

绣的技法，达到对针织毛衫装饰的目的。贴布绣印

染工艺毛衫见图 6。

图 6 贴布绣印染工艺毛衫

3 结束语

贴布绣艺术与现代针织毛衫设计融合，丰富

的艺术表现语言给针织毛衫设计注入了新的创作

元素，也给予消费者全新的、独特的审美体验。针

织毛衫与时尚将紧密相连，结合多领域的文化内

涵，以绿色环保和人文科技等理念进行创新设计

是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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