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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纸造型在汉服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 扶 娟

摘 要：将折纸造型运用于汉服设计需要遵循人本性原则、地域性原则以及适宜性原则，这是充分发挥折纸造型作

用的重要前提。而汉服设计可以通过整体移植法、局部运用法、异质同构法等方式来凸显折纸造型的作用。文章通过

分析折纸造型在汉服设计中的运用原则及运用方法，探索其发展方向，强化折纸造型在汉服设计中的运用，以期为

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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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的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它以华夏礼仪

文化为中心，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独

特汉族风貌特征的服饰。汉服的服装造型、配饰等明显

区别于其他民族，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方面的杰

出工艺，传承了 3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

中国工艺，是对汉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折纸艺术的历史

悠久，古时人们喜欢在中元节晚上放河灯，河灯便是用

纸折叠成。折纸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没

有被淘汰，反而更凸显了时代价值，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追捧。因此，分析折纸造型在汉服设计中的运用具有一

定的理论意义。

人本性原则是指在汉服设计中，要以满足人的需

求为原则。人是万事万物的本质，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的重要动力，是进行艺术创造的主体。人的本能需求并

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人类由“茹毛饮血”进入高度发展、高度文明的时

代，生活环境及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

不变的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

生存，需要与各种猛兽及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因此他

们过着群居生活，以集体力量对抗各种危险，并在实践

过程中发现了“火”；在当今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为人们的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没有“意外”发生，人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从一定

程度上看依然没有得到满足。考虑到人的现实需求的

重要作用，将折纸造型运用于汉服设计中，需要遵循人

本性原则。

地域性原则是指艺术设计要充分结合当地文化，

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符合人们一般审美的艺术品。例如，

莲花是佛教文化的象征，大部分泰国产品设计中都融

入了莲花元素，以受到民众的欢迎。我国折纸艺术源远

流长，受到各个地区人民群众的普遍欢。不过，由于我

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

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审美倾向。例如，我国许多少数

民族拥有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不同少数民族的服饰

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将折纸艺术应用于汉服设计

时，需要遵循地域性原则，应该在充分结合当地人生活

状况、审美特征的基础上设计汉服。

适宜性原则是指在汉服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美

学特征，结合美学知识进行设计，不能为了运用而运

用，导致“画蛇添足”。自古以来，国人追求美的过程都

讲求适宜、适当，即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刚刚好”，

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美感。在将折纸造型运用于汉服

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整体的

呈现效果。通常，折纸造型具有一定的空灵特征以及飘

逸感，这与汉服的设计形式整体相仿，汉服设计若能凸

显折纸造型的这一特征，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

是如果汉服设计凸显了折纸造型的硬线条特征，就难

以体现出汉服的美感。

整体移植法是指将折纸造型整体提取出来运用于

汉服设计中，这里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将

提取出来的造型特征整体运用于汉服设计中，以减少

设计流程；另一层含义是指将提取出来的折纸造型作

为汉服设计的最初依据和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完成

汉服设计，并注重对汉服进行后期改良及完善，以进一

步提升汉服的艺术审美性。实际上，无论是哪种设计方

式，其最终目标都是强化汉服的艺术特征，充分体现汉

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审美倾向以及历史文化

风貌。

局部运用法，顾名思义，就是指不能不加选择地全

盘运用折纸造型，需要对折纸造型进行二次提取，在获

得折纸造型的代表性特征后，将这种特征运用于汉服

设计中。与整体移植法相比，局部运用法以更加隐性的

方式将折纸造型运用于汉服设计中。这种运用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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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够提升汉服的艺术特征，而且更加符合中华民族

内敛、低调的性格特征，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在选

择局部运用法设计汉服时，不仅可以将折纸造型融入

汉服的衣身设计中，还可以将其融入配饰设计中，以此

丰富折纸造型的运用方式，以便设计出符合大众审美

特征的汉服。

异质同构法是指设计者在设计服装时，需要将设

计的外在表现形式与人的情感相契合，只有外在表现

形式与人们的视觉感受达到一致，才能充分激发人们

的审美经验，使人们认识到服装的艺术性。在应用异质

同构法将折纸造型运用于汉服设计时，需要充分认识

到折纸造型与人们情感、知觉感官等方面的联系，注重

提取折纸造型的不同元素进行排列组合，并强化其与

汉服造型设计间的对应关系，以此引起人们对汉服艺

术及折纸造型的心理共鸣，提升汉服的艺术性。

积极运用各种新工艺可以促进折纸造型在汉服设

计中的运用。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审美也在

不断变化，如果汉服设计者没有充分认识到人们的审

美变化，不注重根据最新工艺设计与制作汉服，那么肯

定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市场

竞争力。因此，汉服设计者在将折纸造型运用于汉服设

计时，要注重学习并积极运用各种新工艺。首先，汉服

设计者要密切关注业内状况，根据市场最新变化适时

调整设计方式，这就要求广大汉服设计者要与设计界

保持稳定的联系，不能“闭门造车”，与业界发展脱轨。

其次，汉服设计者要注重强化对自身的培训，以此掌握

最新的工艺设计，并将其应用于后续的汉服设计中，从

而不断提升自己设计的汉服的市场竞争力。

将折纸造型运用于汉服设计时，需要紧随审美的

流行性。再优美的舞姿也有看厌的一天，再动人的歌声

也有听烦的一天，这并不是说舞蹈动作或者音乐本身

发生了变化，而是人们的审美发生了变化。因此，汉服

设计者在将折纸造型运用于汉服设计时，不能因循守

旧，应根据消费者的审美变化及时调整。首先，汉服设

计者要对大众审美保持足够的敏感，只有这样其才能

准确把握审美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满足市

场需求的汉服。其次，汉服设计者在将折纸造型应用于

汉服设计时，要适当地融入各种新兴元素。实践证明，

任何“守旧”设计都会被市场淘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汉服设计者

应在日常工作中学习各种新兴元素，并积极将其运用

于汉服设计中，以提升汉服设计的时尚性。

强化对情感语义的定位能够促进折纸造型在汉服

设计中的运用。强化对情感语义的定位是指在将折纸

造型运用于汉服设计时，注重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将

汉服由一件衣服上升为人们情感的寄托。汉服是汉族

的传统服饰，无论是在设计特点还是外在呈现形式上，

汉服都体现出汉族的生活特征以及汉族在漫长历史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以礼待人习俗。因此，汉服不仅是用来

蔽体的衣物，还是汉族文化的象征。而折纸艺术经过多

年的发展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已经由一种造型上升为民族情感的寄托。这就要求汉

服设计者将折纸造型应用于汉服设计时，要充分考虑

二者代表的情感特色，强化对情感语义的定位，以此引

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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