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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 ! ! !图案设计层出不穷! 不断地翻着花样"推

陈出新! 隔了近一个世纪再看这些织物图案!

我们从中看到了时代的气息" 价值观的多元"

扑面而来的现代性和一望即知的民族性#这也

正是海派文化的独特风格得以在今天继续得

以传扬的精神所在$ !!!编者

上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纺织业最重要的
中心，涌现了许多名噪一时的纺织大王，制作
出了各色新颖别致的面料。三四十年代的旗袍
样式趋于简洁，面料则五花八门，更为多样考
究。各种印花面料，纺绸、绫、缎、绡、呢、纱，甚
至蕾丝镂空面料等都受到了都市女性的青睐。
市面上流行机械生产的机织面料，成型更迅
速、成本更低廉的印染图案渐渐替代传统刺绣
图案，满足广大市民需要。

织物图案也在这段时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崭新变化，迎来了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
!"世纪的世界流行深刻地影响着海派文化，设
计师们受西方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印象主
义、后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影响，
有的将传统吉祥纹样加以现代化的变形，有的
则大胆突破，彻底地“离经叛道”。织物图案中西
合璧、变化繁多，显示出花样百出的革新。

立体明暗法与点彩的运用
明星名媛是那个时代的时装模特、“带货

女王”，胡蝶、周璇、王人美等银幕内外都穿着
旗袍，仪态万方。据 #$%&年《女声》杂志记载的
中秋游园会上：宋庆龄先是穿了白地黑碎花的
长旗袍，接着又换了深蓝地白碎花长旗袍；胡
蝶穿鸭黄短旗袍配粉蓝短大衣，白杨穿深咖啡
长袖旗袍……游园会几乎成了旗袍大观园。
传统织物图案多以平涂来表现，而民国时

期的纺织机技术革新，可以让每一根经线自由
与纬线交织，从而织出细小的光影组织来表现
更细腻的明暗对比。
各类印花图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比如上

世纪 %"年代女明星周璇穿着登上杂志的著名
印花旗袍，花朵富有细微的明暗对比，饱满、立
体，栩栩如生。在色调上则以冷暖色系进行对
比，予人以刺激。
动物、植物题材的织物图案在这一时期变

化也尤其明显。书中收录的一幅受新古典主义
风格影响的枇杷图案，表现方式简洁，色彩对
比强烈，植物形态自然。笔墨线条勾勒出硕果
累累，大大的树叶以颜色的明暗渐变来表现受
光部和背光部，产生立体视觉效果。这是民国
时期纺织技术革新后所取得的成果，织出的图
案栩栩如生。
精心设计的新式织物图案，更多地应用在

一些时兴的高端产品上。“巴黎缎”是上世纪上
半叶兴起的一种高级面料，面向高端消费市
场，纹样也紧跟国际丝织物市场的流行趋向。
传统纹样采用新式手法表现，正是这一时期特
色。比如用西方新印象派的点彩绘技法设计国

色天香的牡丹花，图案以疏密有致的圆点，流
畅地表现出花瓣轮廓，取代了线条和明暗面，
体现了不落窠臼的雍容姿态。当时的设计师认
为西方审美喜色旧，暗沉的单色绿正迎合了这
一偏好。

装饰之美的国际性
在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阮玲玉》中，张曼玉

饰演红极一时的女星阮玲玉，她穿着的十几套
旗袍纹样图案均为当时最时尚的 '() *+,-装
饰风格，她周围的那些时髦女郎的旗袍上也有
同样鲜明的几何纹样。

这正是 !.世纪初的国际流行，中国的设
计师们受此风潮影响，尤其喜爱用几何图形，
如锯齿形、放射形、扇形、闪电形、线圈形等，既
有工业机械的节奏感，又富有活力和冲击力。
例如一幅面料为绸的设计图案，以明快的三角
形、圆弧形紫色线条组成锯齿形、线圈形的线
条，展现攀登向上的云梯，显得坚实有力，富有
节奏感，看得出深受欧美流行的装饰主义影
响。云朵表现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如意祥云，云
梯则如西方摩天楼建筑，充满力量与摩登的大
都会感。

小说《半生缘》里，曼桢穿着“新做的短袖
夹绸旗袍，粉红底印着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
这一时期的纹样变得更简洁，单元图案的连接
方式更多样，打破了传统的装饰方法。而在近

期改编拍摄的新版电视剧《半生缘》中，张叔平
为刘嘉玲设计了菱形格纹的旗袍，被评价带有
“浓郁的年代感”。菱形图案的确在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应用广泛。
在装饰艺术的影响下，中国富有吉祥寓意

的元素也被重新加以现代化设计，发展出了前
所未有的纹样和风格。比如当时机器织物上常
见的竹子图案，就有了不同以往的面貌。设计
师通过大胆造型，单取“个”字形的竹叶为主体
图案，略去了细直的竹竿，更方便装饰艺术设
计。竹叶由细长而尖的三片组成，以聚拢的大
朵团花为中心，绵绵不绝地向周边辐射开去，
呈现出生气盎然的韵味。
而除了吸收欧美风尚外，该时期的丝织物

纹样设计还学习借鉴了不少日本艺术技巧。
在一幅面料为文华绢的图样上，涌动的波浪
仿佛一座座小山，边缘卷起的浪花铺天盖地
地倾泻而下。惊涛之间，无序的赤色圆点像飞
溅的水珠，这无疑令人联想起日本浮世绘中
的海浪造型。

人文情感的现代表达
《五彩彰施》中收录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织物图案，不仅体现着独特的艺术性，还人
文性地表现日常生活，艺术化地再现身边的风
景，图案风格更倾向生活化、平民化，富有浓烈
的民族特性。
在一幅面料为葛的图案设计稿中，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其将传统题材与时下日常生活
中出现的新事物紧密结合。葛又称“夏布”，质
地细薄，夏天穿在身上很凉爽。这幅葛材质纹
样描绘的正是初夏的端午佳节，江上正举行端
午龙舟竞渡。居于正中的龙舟雕刻得最华美，
龙头昂然，龙尾翘然，还建了座雕花小亭，除了
掌舵者和每边三个划舟的，船上还有正在摇旗
呐喊的人。右侧是正进行激烈比赛的龙舟，而
左侧露出一角的船上立着观赛者。拱桥上正走
来一个牵骆驼的人，遇见一派热闹。图中的景
物与人物采用剪影式绘画表达。纹样醒目处印
有 英 文 “/0'120'3 405126512 7'88!

312”，与典型的中国民俗文化场景形成鲜明反
差，这也是典型的中西合璧海派风尚。
而在多幅以园林、水乡为主题的设计图案

中，我们都看到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黄包车，
这是典型的时代市井风情。黄包车自 #$世纪
末传入中国，风行于 !.世纪前半叶，几乎成了
那个年代的标志。
诚如《五彩彰施》作者之一，上海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李胜菊副教授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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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国旗袍的装饰纹样从相对静态
的平面成像效果上升到了与视觉节奏互相同
步的动态立体成像效果，为传统的艺术表现氛
围增添了几分现代感”。这一时期的织物图案
呈现出一种大融合的趋势，创作自由度高，现
代性、生活化特征明显。

重现“五彩彰施”里的花样年华
“沧海遗珠”传承海派图样的摩登风华 ! 指间沙

几年前，上海某家工厂处理旧资
料，清出了一大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织物图案原始设计稿。每一张设计图
都是悉心手绘的，统一编号，覆上封
面。如今，一个时代早已过去，虽然纸
张泛黄发脆，但图案的绚烂与华美仍
令人感动。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编辑格
外珍视这些差点化为纸浆的纹样设
计稿，还原再现了总计 236幅手绘
图案，出版了这本精美雅致的图文并
茂的书籍，一展昔日海派文化的摩登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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