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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构手法的当代女性羊毛毡服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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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态纺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 214122; 2．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999077)

摘 要: 针对目前羊毛毡工艺传承保护不力和使用日益减少，将羊毛毡的拼毡与戳毡技法用于当代女性服装

设计，以解构手法对女性服装进行空间改变、材质图案重组、冷暖色彩差异融合等创意设计，实现了对女性羊毛毡

类服装的传承与创新。从理论层面，强调解构手法对艺术表现的统一性、规律性，以及功能性设计的单调、过分装

饰及其模式化趋势的颠覆; 在实际应用上，采用解构原则，对女性羊毛毡类服装进行拼接裁剪、图案重组、色彩重构

等工艺制作，总结出具有解构艺术韵味的排列重组、残缺构图、超常表现、失重特性的一般艺术规律，综合体现经解

构的服装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强了女性羊毛毡服饰的整体外在效果，丰富当代女性创意服装的设计风

格，满足现代人讲究服装多样性，追求个性的穿戴乐趣，对当代服饰的创新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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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he contemporary feminine felt costumes based on d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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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deconstruction methods were used to apply the spelling felt and poke felt techniques
in garment design，such as changing structure，pattern restructuring，cold－warm color blending etc．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the deconstruction emphasized the subversiveness of performance unity，ordinal
structure，mode of structuralism's monotonicity，model trend and over－decoration． On the practice level，
the deconstruction connotation was fully displayed in feminine costumes by use of felt costumes' spell and
color composition to form． It was expressed the arrange recombination， incomplete composition，

supernormal performance，weightlessness，and illustrated an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a costume part and
another parts． The design method enriched the design style of contemporary feminine creative costumes，
satisfied an enjoyment of clothing diversity and individual pursuit of the modern people，and further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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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毡制作工艺形成于石器时代，是将羊毛毡

原料剪裁成不同形状，制作成手感舒适、保暖性［1］

强的衣物。随着当今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羊毛毡使

用日益减少，一方面由于羊毛毡逐渐被丙纶毡取代，

另一方面因为现在少量使用羊毛毡制作衣物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气候偏冷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藏族、蒙

族、白族等。尽管羊毛毡工艺尚有保留，但真正掌握

该项传统手工技艺，将其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予以

传承［2］的民间艺人却越来越少。
从服装设计领域来看，经羊毛毡化后形成的

羊毛毡，不仅适用于日常用品的创意制作，如家居

日用、摆设、玩偶等，还以其独特的保暖和舒适的

原生性，采用可裁剪出任意形状突出空间设计的

手段，设计出现代秋冬服饰系列，既满足了驱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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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穿衣功效又显现出了羊毛毡类服饰的艺术创

新。因此，本文结合现代女性在重服装舒适，讲究

穿戴美感、突出个性特点的穿衣格局上，对羊毛毡

制作工艺在服装设计上的应用，采用与结构相对

立的手法，即解构手法予以艺术创新。主要通过

对“解构”艺术的认知，实现羊毛毡的不规则拼接

与重组、抽象人物图案材质以及色彩重构，将这一

民间手工 艺 与 当 代 艺 术 讲 究 的 虚 实 审 美 意 味 相

融，最终设计出富有时代特征、表现多样性、同时

追求个性化［3］穿戴乐趣的服饰产品，探索并总结

羊毛毡面料经解构手法再造，应用于当代女装设

计中的一般艺术规律。

1 解构概述

20 世纪 60 年代，犹太裔思想家雅克·德里达

通过对欧洲的文学、电影、美术、建筑、设计等艺术

学门类所进行的访谈，提出了可将文本进行重构

的方式方法。重构，意味着对原有事物结构拆分、
重新组合，拓展原结构［4］，最终形成新的事物。重

构的深层意义则是构建“解构”范畴，同时这一范

畴也包含重构的含义，而以此反映出进行重构的

最终需求。毕加索、侯赛因、川久保玲、山本耀司

等艺术家，是从绘画与服装的艺术风格中将解构

意义予以表达的先驱艺术家［5］。由此看来，“解构

手法”赋予了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一种全新的、另

辟蹊径的艺术创作思路，体现对以往作品的一种

突破，不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传统艺术作品

的结构讲究统一性，从完整的一致性结构来表达

某种深层的审美涵义。而表达解构意味的艺术作

品，形式上通常给人们带来一种悬而未决之感，不

断打消的视觉期待，这种形式的改变也是“原本单

一媒介拢在一起的结构进行拆解”［6］，从而借助新

的构成方式向传达某种新的情感表达，也使得可

以采用不同的艺术思维空间去推敲作品所要表达

的其他艺术内涵。
“解构思维”在对想要表达造型空间感的艺术

品上如何表现出塑造力提出了理论参照，这对当代

女性羊毛毡服装造型设计呈现结构多样性和性别差

异性有帮助; 再者，伴随着西欧与美国地区羊毛毡工

艺的复兴使用，羊毛毡开始焕发新的生命力，一度成

为时尚界大热的主角。国内外某些高端品牌将其应

用于服装设计，重拾羊毛毡手工艺价值与自然材质

的美感。因此，在当下对羊毛毡手工艺如何在服装

中应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承与创新亦显得

很重要。

2 解构手法在羊毛毡服装结构及图案
材质中的应用

传统服饰一般采用规整对称性结构经设计打版

后开始制作，其结构通常包含了缝合前服装局部的

前片、后片; 上衣的袖和缝合线，裤装的腰线、裤缝、
脚底边以及相应预留的缝合线等，主要采用左右对

称、前后对称使之平整有序; 色彩选择大多以单色为

主; 最后加入相应的服饰配件进行风格一体化搭配

处理。上述常规结构的服装制作工艺有助于服装设

计师对服装结构的整体性和服装风格的一致性进行

了解，从而应用于平面打版、立体剪裁的环节中，明

确了通过结构构成并体现服装上各局部特征，体现

出清晰明朗且具有基本法则的服装式样及其状态。
在服装设计成熟阶段，可实现对服装原有结构

进行拆分、重构的全新手段进行艺术创意，如舞台装

置艺术中对物的拆解( 如肢体解构装置，见图 1) ，或

者关于建筑的解构( 见图 2) 。在服装设计中，根据

人体不同局部采用不同的剪裁，形成新的图样与空

间的拼接重组，不仅可打破原有结构式样形成“解

构”，也以其不可言喻的、带有艺术创意的手段丰富

了当代服装的艺术风格。

图 1 肢体解构装置

图 2 建筑的解构

不仅如此，解构还意味着对服装所用面料进行

再造、重组，从而为设计制作出一件新的服饰而形成

具有更深层次意味的艺术创意作品。在具有庞大可

选择性的服饰面料系统中，并非用于服装的任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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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都适用于解构表达。基于艺术的解构思维，需对

构成艺术的材质本身所有的特定要求进行考察，图

1 是根据作为艺术创造材料的人的肢体进行解构所

带来的内在心理变化，描绘出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

的巨大工业化发展对人性的影响，本身构成了一部

主题鲜明的舞台装置艺术作品案例，更是对“人类

与工业化共生”这一主题的探讨。由此可见，质料

对于艺术的创作与选定艺术作品主题同等重要。
随着机器化工业生产的成熟，天然纤维面料与

化学纤维面料共同充斥面料市场，考虑到所制作对

象的具体要求，选择服装面料是设计师在灵感创造

初期考虑的重点。比较来看，解构性服饰对面料的

原有的特性要求不高，可以直接使用或进行二次改

造，比如加入缝制的新图案或进行电脑印花处理，而

对设计师在结构把握上要求较高; 而经解构的服装

设计，需打破面料制作原有法则，因此所选面料能否

体现解构艺术风格尤为关键。如较为轻盈的丝绸，

由于其本身质地单薄，则较难实现解构服饰设计，因

此更适合于服饰内衬或作为服饰的装饰部分加以使

用，软性纱质面料也是如此。
为了能够体现艺术解构的空间层次和拼接重组

创造，筛选出挺括、厚实类造型感强的服装面料作为

解构服饰制作的基本材料。在与本文理论阐述相关

的艺术实践环节中，进行了名为《Just put it on》带有

解构意味的女性羊毛毡服饰系列作品的设计。首

先，加工处理选定羊毛毡材料，从反面对其进行戳毡

处理而形成厚实的圈层，即作为构建解构女装外在

风格形式的基本面料; 其次，不同类型的羊毛毡可作

为与厚实羊毛毡拼接的面料，作用于不同服装部位，

形成轻与重的对比，如图 3～5 所示。

图 3 橙色羊毛毡戳毡处理 图 4 明黄色羊毛毡

在确定了基本面料后，经打版制作成服装的基

本式样。按照已确定设计思路，在基本式样上进行

细节制作，先将拉链拆分至只剩下链齿，用它们固定

出上衣平面的基本空间，再将上衣左侧分割出 3 个

各自独立的平面空间后进行齿链与羊毛毡的缝合，

然后，使用齿链进行人的面部结构的空间划分，分别

是单眼与嘴的侧面部分、独立的单眼部分、正面的嘴

图 5 灰色羊毛毡

和鼻子部分，解构的人的面部见图 6。在齿链与齿

链之间又以不同的缝合线，表现出经解构手法拆分

后的人的面部情绪特征，抽象但富有意味。

图 6 解构的人的面部

为了能够表现出不同的解构意味，采用羊毛经

扭拧工艺形成的线性排列空间，见图 7，以及羊毛的

纵向拆分即色彩反差的拼接图案体现出解构意味，

主要是通过将羊毛面料经过扭、拧的手工处理，于无

序中见有序地以纵向排列组成对襟的 4 个小方块，

缝制于羊毛毡成衣上。该系列设计女装还综合了经

解构所形成的羊毛毡拼接图案，见图 8，其表达出解

构意味在上衣下裳中的体现。

图 7 羊毛线性排列空间

3 解构手法在羊毛毡服装色彩中的
应用

马尔科姆·理查兹对德里达的解构表述: 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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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羊毛毡拼接图案

一座房子存在不止一种方法［6］。同理，解构意味不

止体现于服装式样上的设计与制作，还通过弱化了

的色彩平衡性的强烈对比［7］，面料色泽以夸张［8］打

破了色彩美感的形式法则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使

之与其色相、纯度和明度的谐调形成了鲜明且浓厚

的对比。色相、纯度与明度构成了色彩的 3 要素，色

相在色相环中体现，如图 9 所示，色相环角度可以显

现出色彩的相似、对比、反差或互补; 纯度是指用色

时色彩的比重，比重越大、颜色越浓，比重越小、颜色

越淡; 明度则是对色彩明暗的概括，三者既各为独

立，又相互辅助。

图 9 色相环

3. 1 冷暖色的解构手法表达
在体现一般色彩规律的服装设计中，面料颜色

是基于色相的不同选择而形成。通常，处于色相环

内 30°的不同色相表现为类似色，其色彩无明显反

差、只有深浅不同，作用于追求同色系且注重单色纯

净效果的服饰; 处于色相环内 60°的不同色相为临

近色，作用于色彩渐变或服装的蜡染工艺中，其表现

是符合一般结构规律的审美效果; 处于色相环内

90°的不同色为中差色，作用于讲究色彩上成正态布

局的服饰效果，如上衣下裳各选其一中差色可相互

映衬; 而处于色相环内 120°的对比色则形成色差对

比，具有深沉与浅表、明亮与灰暗的审美内涵，较为

适合在解构意味基础上设计的服装，同时也显现出

解构并不认同的“一切纯粹与绝对的本质”［9］。
3. 2 色彩纯度与明度的解构手法表达

色彩的纯度与明度在当代女装设计中同时出

现。图 6 中所用棕色在纯度深浅上对比，眼睛的黑

色( 纯度较浓) 以及宝蓝色( 纯度居中) 色彩，与眼底

的白色( 纯度为 0) 构成相反差的色彩而加强了视觉

立体感。而在所设计成衣中更是突出了服装上色彩

明度中色彩共同表达出与明度较强的黄色、纯度居

中的宝蓝色所构成的对比色。同理，图 8 所设计女

装的上衣下裳也是采用了色彩反差的解构手法，完

整的表达服装设计及其表现中的解构意味。

4 解构手法在当代羊毛毡服装设计中
的应用规律

经对比所呈现的设计上衣中所形成的人与动物

的不同面部器官轮廓内，分别以黄色、白色、宝蓝色

及深棕色等不同色相的羊毛毡面料构建头部和五官

中的眼、鼻、嘴局部，其中位于色相环 120°内，代表

暖色和冷色的黄色与宝蓝色作为服装面料的主要基

色，表现出可中和的色彩反差，由此形成对襟上衣的

立体感，为服装的解构意味奠定了基调。
作为哲学范畴的解构，受到作用于建筑、绘画的

启发，在使用艺术和表演艺术中表现得更加具体和

充分。承载于服装的结构重组、图案拼接、色彩反差

所形成的视觉效果，不仅实践了解构的理论，也为将

其如何用于艺术创作、表达解构的意味、丰富当代服

饰设计创造的风格，开辟了另一条蹊径，体现出现代

人追求个性、玩味时尚的心理趋势。解构手法的加

入，使服装设计者把握住对事物本质内容感受的沉

淀，以及对主题内容的升华［10］。
通过对解构手法在当代服装设计制作的实践发

现，其应用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 第一，排列重组: 将

原有规整有序的结构有意破坏，分别在横、纵走向上

进行扭、拧处理，打破原有秩序性构图方式，采用不

规则处理。第二，残缺构图: 残缺是指将服装的某些

部分故意设置为缺失的空间表现，来突出服装款式

的不完整结构，突出解构的意味，如设计师在服装特

定部分制作出撕扯、破碎、残缺的服装形态。第三，

超常表现，一种反常规性的扭曲夸张。第四，失重特

性，通过转移服装重心制造出错位，表现出重心下

沉、偏移等艺术心理表征。以此作用于当代女装设

计，从面料选择、图案重组、拼接构成、色彩反差处

理，并非“对某些东西的复制”进行的摹仿［6］、重新

创造等，体现出上述一般规律。解构手法多用于空

间表现艺术，是对常规结构、叙述内容以及情感表现

的打破。羊毛毡设计的女装见图 10。构建解构在

当代服装中的应用，强调外在形态在版形、构图及色

彩组合上的重构，内在则是对人或物的非常规性探

索，既有抽象的明暗、冷暖色彩上的表达，也有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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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设计烘托而出的非常规性创造。

图 10 羊毛毡设计的女装

5 结束语

基于解构手法对当代女性羊毛毡服装设计，从

解构在设计和艺术中的表现，分析了如何通过结构

性分割重构、材质图案拼接与重组，以及服装颜色选

择上冷暖色色彩运用所形成的反差，体现解构手法

的深层表达。在实践中分析并总结了能够体现出当

代艺术创作和解构意味的一般规律，主要有: 排列重

组法、残缺构图法、超常表现法、失重特性法。以此

用于当代女装设计，从面料选择、图案重组、拼接构

成、色彩反差处理，并非“对某些东西的复制”进行

的摹仿、重新创造等，体现出解构的一般规律。一方

面，丰富了服装艺术设计与方法，将当代人所追求的

时尚个性和审美趣味贯穿其中; 另一方面，以解构

手法的非常规性、非结构化的理论内涵，使当代服装

设计实践富有创意，增添了人性趣味和中西方文化

中典型性的时代气息，在对文化传承的同时也进行

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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