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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完整
——论明代“时装”水田衣的传承与创新

摘要：第一次看见水田衣的时候内心有种强烈的震撼。震撼于古人超前的审美

趣味，震撼于古人精妙的奇思妙想，更震撼于古人赋予服饰如此深厚的情感。

不得不承认我在水田衣上看到了传统文化、看到了现代的自我表达甚至是未来

的理想境界。基于上述种种理性或感性的个人体验，笔者期望通过文本对传统

水田衣这一独特服装风格的深入解读，以及对由此引申出来的相关艺术表现手

法的全面分析，看看我们的现代服饰设计之路是否能愈走愈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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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近

一、水田衣“特”在何处——追溯

关于水田衣的起源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比较

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它最早应该出现在唐代，是缝

制袈裟的一种方式。“袈裟作水田”，这一诗句便

出自唐代诗人范灯的诗篇。因此认为水田衣是从袈

裟演化而来是有一定依据的。明朝初期节俭的社会

风气也促使人们从具有特殊教化作用的袈裟上寻找

制衣的灵感。于是“裁衣学水田”便这样流行了起来。

明万历以后对服饰禁令的松弛进一步促使人们在服

装款式和色彩等方面开始了更为多样的追求。此时，

虽然大部分农民还是穿着棉和麻织物的衣服，但是

官宦士庶已经视水田衣为当时的时装，绸、绢、纱

等材料都被用来制作水田衣，与此同时拼接的形式

也从较为规整的几何形状演变为更自由更不规则的

多边形。到了明末清初，奢靡之风盛行，水田衣在

选材和装饰工艺上更是越来越注重细节，大量的丝

质面料和手工刺绣在此时的水田衣上出现了。民国

时专门为小孩制作的“百家衣”也是水田衣的另一

种延伸。水田衣经过了多个朝代的更迭，不同时代

的价值、审美和观念的改变，赋予了水田衣不同的

内在美学含义。自古以来，人们的审美习惯无一例

外地都要求服饰线条优美流畅，也尽可能地为了体

现气派庄重感而选择整幅的布料进行制作。只有“水

田衣”以拼接为美、为特点，其中蕴含着极其深刻

的主观创作思想，可以说是古人最有个性的优秀服

饰设计代表作。以至于在强调设计感，推崇与众不

同的现代仍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

二、水田衣“美”在何处——分析

拼接是水田衣的主要工艺，指的是两块或者两

块以上的布料，按照一定的构图法则连缀成一片。

拼接这一工艺手法决定了水田衣天生比其他服饰类

型更具有设计感和视觉美感。本文将从三个方面结

合实例来分析阐述水田衣丰富的设计语言。

（一）水田衣的构成形式美法则

美是一种内在的知觉，是一种情感。如何才能

设计出美的服饰，是否有一些法则可以遵循，这是

人们长期以来所探讨的。设计是一种创造性行为，

但世上没有无本之木，也没有无源之水。要创造出

协调优美的服饰，必须满足基本的美学原理，即美

学法则。

1. 纯粹的秩序美感

在开始的时候，虽然水田衣的拼接形式较为匀

称，但是在形状选取上却考究甚多。各种布料都会

事先裁成相同的正方形、长方形或是三角形等其他

规则的多边形，如此编排缝合起来的水田衣即便只

是简单地重复就已经拥有了其他服饰所没有的别致

意味了。整齐、单纯、富于规律的美感可能也是水

田衣最初为人们所喜爱的原因。图 1 和图 2 所示是

电视剧《红楼梦》里面出现的水田衣，同样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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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律的直条拼接形式。图 1 以三种颜色构成的

长方形作为一个整体图案进行四方连续的排列，在

视觉上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增强了重复的力度和体

量，当然也凸显了非常秩序的美感。图 2 的拼接则

更为简洁单纯，仅以体量较小的正方形为单位作重

复，虽然数量较多，但是视觉上仍然显现得较为轻

快与活泼。

2. 非对称性平衡

随着人们不再满足于绝对重复的外在形式，“水

田衣”也真正开始了打破传统，打破了以完全对称

为美的服装风格。当不同形状、不同材质、不同颜

色的看似破碎的局部被制作者按照特有的组合方式

重新拼接成一个整体，此时常规的处理手法消失了，

个性化便跃然而出。传统意义上都认为对称才能平

衡，实际上非对称的定义是缺乏对称性，但并不是

缺乏平衡。非对称的构成形式更为自由和灵活，在

视觉上也更加引人入胜。非对称形式的存在根本在

于“重量”，因为我们首先会被较重的元素吸引。

通过一个焦点元素来平衡并突出较重的元素，实现

这种效果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各部分

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形状以及对比度来达成平衡，

图 3 所示的水田衣正是印证了这种非对称的设计，

这种非镜面般对称的布局反而赢得了一种带有动感

的平衡。

3. 铿锵之韵

起伏的山峦、六边形为单元的蜂巢都是由于

发生了无规律的重复或是有规律的重复而激发人们

感觉到节奏，感受到轻重缓急的变化美。疏密有致

的整体节奏感和细节节奏感使水田衣在视觉上形成

了或恢宏大气或精致细腻的不同风格。水田衣以几

何构成的拼接手法既可以表现有规律节奏，也可以

表现无规律节奏和等级性节奏。这种铿锵之韵不仅

存在于音乐形式中，也存在于包括服装设计的视觉

艺术中。因为“一切艺术都向往着音乐的情态”。

如果在服装设计中更注重对艺术造型的音乐感的理

解，那么作品最终肯定会更为生动和富有生命力。

图 4 和图 5 所示是几种常见的符合交错性规律的水

田衣形式，连续重复的菱形、六边形相互交织穿插，

产生交错性，这种时隐时现的韵律美跃然而出。

（二）水田衣的色彩搭配——色彩之大同与小

异

水田衣色彩运用之丰富和大胆恐怕可以算是传

统服饰中的“异类”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的

色彩对比。在服装设计中，色彩是最直观的，也是

人们第一眼就能看到的。色相对比、明度对比和纯

度对比是比较常见也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色彩对比

形式。但是拼接工艺的运用又引入了色彩对比中一

个相对复杂的手法——纹理对比。纹理对比体现在

色彩的面积位置、肌理对比和连续对比这几个方面。

水田衣的色彩都是被填充在各个拼接起来的几何形

状里的，因此色彩与面积和位置都有着非常重要的

关系：色彩属性不变，随着面积的增大，对视觉的

刺激力量加强，反之则削弱；对比双方的色彩距离

越近，对比效果越强，反之则越弱。色彩的前进后

退感、膨胀收缩感以及不同材质面料所产生的体量

感，这些也都不是单靠面积比例所能解决的，还要

同时思考色彩所处的位置。因此选对色彩是远远不

够的，如何使所选色彩的组合最终实现预设的视觉

美感，平衡这些各有千秋的色彩语言，既让每个色

彩具有独立的个性表达又能找到所有色彩共通的相

处方式。图 6 所示的水田衣同时运用了 8 种不同色

彩，却丝毫没有突兀和庞杂，只有让人惊叹的光彩

夺目，堪称殿堂级的服饰艺术珍品。

（三）水田衣对面料的二次改造

现代服装设计还有一个越来越为设计师所推崇

的表现手法——面料二次改造。面料的二次改造就

是面料再造，是对成品面料进行二次工艺处理，使

之产生新的艺术效果。因为所有的设计理念以及实

际制作最后都要落实到面料上，都要由面料来传递

表达。面料的再造过程是设计师非常重要的创造性

活动。

1. 突破二维（增型面料再造）

面料的质感通常和纺织科技有关，不在设计师

的可控范围内。我们要展现的是面料的肌理美。增

型改造是把不同的材料与面料用组合、叠加等添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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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手段组合成立体、和谐、有层次、富有创意的面

料。常用的手法包括拼接、粘贴、镶嵌、填充、缀

饰、刺绣、褶皱等等。其中拼接是增型处理的代表

手法。刺绣则是最传统也最灵活的一种面料改造工

艺形式。水田衣的制作者肯定没有面料改造的概念，

但是却在拼接这些不同布块的过程中捕捉到了美的

精髓，赋予了服饰不同以往的审美情趣（图 7、图 8）。

2. 停驻的岁月痕迹（减型面料再造）

减型改造顾名思义就是做减法，通过对原有的

面料进行“破坏”，从而形成错落有致、亦实亦虚

的效果。镂空、烧花、烂花、抽丝、拉毛、做旧等

都可以获得减型改造的效果。僧衣和早期的水田衣

确实因为受“节俭”观念的影响而多使用旧布或破

布。但是这种岁月沉淀下来的沧桑感和破旧棉布带

来的温暖感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些“采纳

万物，不弃纤毫”的服饰深藏着最为本源、朴素的

人性，提醒身处现代的我们不能为“设计”而设计，

要认识到服饰不仅仅是物质载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文化形态和精神的载体。

3. 玩转肌理（综合法改造）

面料再造的手法是丰富多样的，如果能利用综

合手法使面料的图案、色泽和肌理都获得更丰富的

视觉感受，无疑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面料，也最

能发挥设计师的创作能力。不同的面料有不同的个

性语言，我们应该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去交织、搭配

这些各具特性的面料。只有平衡了面料厚薄、透密、

凹凸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预期的面料再造的艺术

效果。复杂拼接和刺绣及其他装饰手工艺同时运用

的水田衣精美绝伦（图 9—图 12）。

三、水田衣对现代服饰设计的启示

（一）对设计手法的启示—关注真实的日常

水田衣和其他民间工艺一样，所需的材料都并

非是事先预备好的，缺斤短两这种现象可能贯穿于

整个制作过程。这种本来不利的被动状态决定了只

能采用无序的拼凑来打破局面。所以水田衣是一种

对面料进行反常规反程序化的改造。这种民间艺术

原生态的真实感成为最能打败程式化、机械化的神

来之笔。笔者认为当今任何一个服装专业的学生都

不可能再面临古时的物质匮乏了，但是为什么每每

谈到设计仍感觉步履维艰呢？是不是我们太不擅于

取材？太缺乏发现平凡之美的能力？那么我们不妨

从自身出发，尝试从最熟悉的日常元素中寻找不同，

从最真实的感受里获取养分，摒弃那些好高骛远的

宏大空想，从最常见的材料和最简单的手法里发掘

不一样的美。单纯、质朴才更有原始的震撼力（图

13、图 14）。

（二）对设计理念的启发——对话具有独特个

性的传统服饰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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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义。其作用不仅在遮

身暖体，更沉淀了种种文化心态和宗教观念。虽然

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历史悠久、千姿百态，但是从

近代起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的服饰发生了极大的

变革，更趋向于简洁和实用。进入 21 世纪后，受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和审美情趣

也呈现出风格多元化，不过很大程度上还是主要受

到西方服饰审美的影响。但是作为五官和身材都较

为平面单薄的东方人，身着西方那种强调和突出人

体线条美的服饰并不能起到美化修饰的作用。况且

多数现代西化服饰因为长期的固化也越来越显现出

雷同、粗俗和凌乱无序的观感。身处这样的现状，

设计师们带着这些困惑又开始反观传统服饰，尝试

从中寻找解决之道。东方宽衣文化形成了特有的掩

饰人体原有形态的平面结构，这种理念不是为了塑

造人体，而是强调通过宽衣、大袖、长带造成的空

间，更多地将自然融入自身。水田衣在遵循宽衣文

化的同时，注重发展精细的艺术手法，表达了丰富

的想象。在以服饰为封建等级制度标志的古代社会，

水田衣追求个性与自由之美的精神与西方服饰重自

我、重创造的观念不谋而合。笔者认为如果设计师

能从水田衣的独特美感中汲取到足够的养分，其设

计作品才能融合中西方哲学与美学观念所表现的不

同服饰文化的精髓，留得住传统精神，透得出时代

气韵。这也将是时尚未来的发展方向（图 15、图

16）。

（三）大放异彩—具有水田衣神韵的现代服装

设计作品解析

图 17 和图 18 所示的作品采用简洁的廓形，保

留宽大的衣袖和衣身，缩短裙子的长度，在更为实

用的套装上整体运用不同材质却较为规则的拼接，

色彩饱和度较低，视觉柔和轻盈，非常愉悦，恍若

水田衣重现。

图 19 所示是西方立体剪裁而成的礼服短裙，

稳重的黑色为主调，大胆运用综合材料，拼贴、缝补、

刺绣、抽丝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不规则的拼接图案，

有跳跃有平衡，充满了想象力和手工工艺之美。

图 20 所示为一款日常实用的宽松外套，虽然

用色极为浓烈丰富，但因为合理安排了色彩对比的

面积和位置，使得每一块看似独立的单元都能在整

体布局里找到呼应，毫无混乱僵硬之感。包边工艺

又再次增加了视觉立体感，无形中强化了色彩张力。

造物创新是设计的本质，现代服饰设计便是在

“用”和“美”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种富有创造

性的艺术活动。设计师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贯穿着自

我情感以及自己对于美学和艺术的理解。因此不断

提升自我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修养，培养思辨的能力，

看见传统、认识传统、理解传统是设计获得新生的

必由之路。必须深刻感悟到古往今来服饰一直都具

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意识到真正有魅力的设

计绝不会止步于视觉的美感。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品

必定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空都能展现出其

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历史文化。我们在今天谈论着传

承与创新，就是在谈论如何让服饰有所承载，最终

成为有灵魂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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