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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的传统与当代设计

宋湲，刑小刚，丁佳男
金陵科技学院，南京 211169

摘要：对云锦的传统特征与其当代的设计、应用、分类进行研究。从云锦的历史发展入手，分析云锦的色彩、图案、材质、工艺等

特征，深入探讨云锦的现状、其当代产品的研发等方面。因为云锦的固有特点导致它在当代的设计、应用上存在一些问题，在

使用范围上也存在一定的限制，所以应对云锦进行改良，使其适应当代生活的要求。使用是最好的传承。让古老的云锦与当

代设计相结合能赋予它生命力，这也是对云锦传承和发展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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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锦是昂贵的丝织品，也是中国四大织锦之首，观

之灿若云霞，品之技艺精湛。千百年来，它广受人们的

喜爱。然而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生活节奏加快

的当代社会，云锦也和其他传统技艺一样，受到了巨大

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对云锦进行传统与当代的设

计研究，使古老的云锦在当代社会能够焕发新的生命

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云锦的发展与特征

1.1 云锦的发展

清代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用“江南好，机杼夺天工，

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的诗

句来描写云锦，这表现了云锦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图

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瑰丽的特点。

云锦的起源要追溯到东晋末期。刘裕北伐灭秦，

把秦地的诸多工匠北迁到建康（今南京），并在建康设

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这被公认为南京云

锦正式诞生的标志。据史料考证，在后秦百工中，织锦

类工匠占了极大比例，织锦工匠继承了两汉、曹魏、西

晋以及十六国前期少数民族的织锦技艺，技艺高超，这

批工匠为云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

在元代，云锦成为皇家的专用品。到了明代，织锦

工艺日趋成熟完善，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丝织

提花锦缎就是当时南京的地方织造特色。清代，云锦

在种类、规模、技艺上达到了顶峰，形成了种类繁多、色

彩绚丽、图案精巧庄重的特点，皇家在南京设有专门管

理织锦的机构——江宁织造府。据现有资料考证，南

京当地用于云锦织造的织机大约有三万台，直接或者

间接参与织锦手工劳动的人数在三十万人左右，云锦

织造成为当时南京最大的手工业[2]。

20世纪40年代后，云锦的传承与发展陷入了尴尬

的局面。全国范围内懂云锦的匠人不过区区几十人，

但云锦作为具有特色的手工艺品，在海内外都极富盛

名，因此，云锦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了重要命题。1954

年，云锦工作组在南京成立。1957年，南京云锦研究

所成立。在云锦研究所的努力下，整理并搜集了云锦

画稿与图案纹路，许多珍贵的锦类文物被逐渐复原，恢

复了已经失传的品种“双面锦”、“凹凸锦”、“妆花纱”

等，不仅成功地复制了汉代的素纱禅衣、宋代的童子戏

桃绫、明代的妆花纱龙袍等珍贵文物，而且征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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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九百多件云锦实物资料，为南京云锦的研究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南京云锦申遗成功。2000

年以后，南京云锦逐渐走向商品化、产业化。

1.2 云锦的特征

云锦是经纬丝线纺织而成的提花纺织品，有一定

的厚度。它区别于轻纱，没有透明感；也区别于丝绸，

没有轻薄感。云锦色彩艳丽，常用纹样为中式传统。

南京万帛云锦公司提供了本文中提到的云锦实物和系

列产品，这对研究云锦的特征与应用有很大的帮助。

齐梁诗人张率在《绣赋》中描写云锦：“寻造物之巧

妙，因饬化于百工，若夫观缔缀，与其依放，龟龙为文，

神仙成像。总五色而极思，藉罗执而发想，具万物之有

状，尽众化之为形。既绵华而稠彩，亦密照而疏朗。”细

细品味，会发现诗人说的是云锦图案的精巧以及其配

色的华美秀丽。云锦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图案、色彩、材

质和织造工艺等方面[3]。

1.2.1 图案

锦的定义是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彩色花纹”就

是图案，图案纹样的应用在云锦中占了极大的比例。

云锦中的图案取材与中国古代的图案的取材方式

是一样的，荀子《劝学》中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

也”的说法，云锦的图案形态取材于自然，可分为抽象

类和具象类。抽象类主要分为谐音、取形和寓意。谐

音如“蝠”字，取五福临门之意，“鱼”字取年年有余之

意；取形如福字、寿字、喜字等；寓意如鸳鸯象征爱情，

牡丹象征富贵。具象类主要有花、鸟、虫、鱼、果、山川、

河流、人物等。花有牡丹、菊花、荷花、梅花、桃花等；虫

有蜜蜂、蝴蝶等；鱼如锦鲤等。因为云锦在古代是作为

贡品，供皇家使用，其图案反映了皇家的气派与等级森

严的封建色彩，所以应用龙、凤、祥云类的图案较多。

云锦图案的设计严谨、对称，布局合理、层次分

明。其设计非常注重章法，无论多么复杂的图案，设计

师总能做到主次分明，繁而不乱。云锦图案的基本格

式常见的有团花、散花、满花、缠枝、串枝、折枝、锦群。

其每一种图案格式又有不同的组合方法[4]。比如散花

的排列方法有丁字形连锁法、推磨式连续法、么二三连

续法、二二连续法、三三连续法等，也有以丁字形排列

与推磨法结合运用的。以上的各种布列法则并没有刻

板的定式，设计时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变化、使用。

1.2.2 色彩

云锦的色彩灿若云霞，东晋葛玄在《赋帝内传》用

“张云锦之纬，燃九光之灯”这样的诗句来描写云锦的

色彩绚丽。在色彩装饰方面，我国百姓向来喜欢用温

暖、明快的颜色，以红、黄、蓝、黑、白、绿、紫、金、银为

主要的基调，很少使用间色。在不同的朝代，对云锦也

有不同的色彩审美倾向。不同朝代的云锦色彩倾向见

表1。

通常而言，云锦的配色中喜用纯色，尽管较为艳

丽，但色彩主次分明。常见色彩处理技巧有三种，即色

晕、片金绞边和大白相间。色晕是色彩的浓、淡、渐变；

片金绞边采用花纹轮廓，使用金线勾勒织出的；大白相

间是用白色间隔。三种方法常被用于同一块锦缎中的

织造中，这种色彩技巧与现代色彩理论吻合，色彩的渐

变、勾勒、间隔都是能使色彩融合的技巧。

1.2.3 材质

织造云锦的材料独特且讲究，选用的材料主要

有金丝、银丝、铜丝、蚕丝以及各类鸟类羽毛。云锦用

线见图 1（由南京万帛云锦公司王杰提供），不同的材

料使云锦的肌理和效果都不同。多样的肌理特征和结

构特征形成了千姿百态的视觉形态，传达出丰富的

艺术内涵和的文化底蕴，从而展现了浓厚的民族情感

特征[5]。

1）金银线的使用。从元代开始，金、银就被大量地

使用在云锦的织造中。云锦的种类有库金、库银、三色

金。它们都是用金银线材质织造的。库金是云锦织物

上的花纹，用金线织出。库银是由银线织成。三色金

表1 不同朝代的云锦色彩倾向

朝代

唐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云锦的色彩倾向

追求色彩的华丽浓艳，并多用纯色

追求色彩的典雅、清新、秀美

多用金色为主体色

金、彩并重

讲究华美秀丽又富有情趣

图1 云锦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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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不同成色的金，打造成泛红或泛白的金线，利用

色差造成不同的视觉效果，使其富有变化、层次鲜明。

金线、银线的大量使用使云锦的外观光彩夺目，使其符

合皇家气派，带有高贵、华丽的气质。20世纪50年代，

北京定陵开掘出的明万历皇帝身着“孔雀羽织金妆花

柿芾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七十年代

末，南京云锦研究所受定陵博物馆委托复原这件龙袍，

其复原过程极其艰难。据文物专家考究，这件龙袍上

的十七条龙全部使用了真金线。真金线是金线和蚕丝

编制而成，先将金箔进行抛光，然后剪切成金丝，再与

蚕丝一起编制成线。

2）孔雀羽线的使用。诸如孔雀羽线等特殊材料的

运用，使南京云锦更富有美感。《红楼梦》中有晴雯补裘

的情节，晴雯所织补的孔雀裘大衣就是用孔雀羽线材

料制成的云锦作品。用孔雀羽毛做成的云锦作品在

阳光的照射下光彩照人，给人一种“看花花不定”的奇

妙感觉，云锦孔雀羽见图2（由南京万帛云锦公司王杰

提供）。

1.2.4 织造工艺

1）织造技艺。云锦的织造技艺十分独特。它是用

老式的提花木机织造，纯手工生产，至今也无法用机器

代替。在织造时，拽花工和织造工两人相互配合。拽

花工坐在织机上层，负责提升经线；织手坐在机下，负

责织纬、妆金敷彩。因为两个人配合着每天也只能生

产 5~6 cm云锦，加上材料考究，所以有着“寸锦寸金”

的说法，云锦织造见图 3（由南京万帛云锦公司王杰

提供）。

2）织造流程。南京云锦的织造流程复杂，可大致

分为五道工序，即纹样设计、挑花结本、原料准备、造机

和织造。纹样设计是指云锦织造前的图案纹样设计；

挑花结本是按图形确定织锦的经纬线相连接的方法；

原料准备是由于织锦原料的特殊性，必须事先准备好

相应的材料；造机是由于所要织锦的尺寸会有大小不

同的变化，所以在确定好云锦的尺寸后，相应的机器也

得重新调整成适合织锦的尺寸；织造是指根据所造云

锦的类别不同，使用的织造方式也不相同。

2 云锦的现状

2.1 云锦的现存状况

南京云锦可谓“寸缕寸金”。在古代，它是帝王将

相才能拥有的东西。虽然需求量很大，却一直是定产

定销，从来不需要自己去找顾客。然而在现代社会的

商品经济条件下，云锦沦落到“皇上的女儿也愁嫁”的

地步。首先，鉴于云锦的织造特点，两个工人用木质织

机一天时间才能织出来几寸云锦，而且不能用现代织

机去代替，这样的生产效率决定了它的价格极其昂贵，

因此，普通人消费不起，受众人群就会变少。其次，由

于云锦的质地、图案等因素充满着古典的装饰性美感，

使其很难被使用在普通休闲品或年轻人爱穿的服装上

面。由此，现阶段的云锦就成了博物馆、展览馆里的展

品，被人们观摩。人们在称赞其精美的同时，也会觉得

它和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没什么关系。

南京是云锦产地。南京本地的云锦厂家一直在

探索云锦的生存策略，坐拥“金镶玉”，却换不来应有的

效益。云锦企业生存艰难，甚至有停产闭店的趋势。

“生存还是死亡”，对云锦来说，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

题了。

2.2 云锦的不足

2.2.1 材质单一

云锦的材质单一不符合现代社会服饰的多元化发

展。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穿着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各

图2 云锦孔雀羽 图3 云锦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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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服饰材料层出不穷，例如裘皮、针织、皮革、真丝、亚

麻、化纤混纺等，令人目不暇接。云锦虽精美，但它是

锦。在古代，一身“锦绣”是贵族们常见穿着；在现代社

会，云锦仅仅作为一种单一的服饰材料存在。云锦材

质的单一性，必然导致其难以适合现代社会服饰的多

元化发展。

2.2.2 色彩绚丽

云锦的色彩艳丽不符合现代社会审美需求。现代

社会里，高楼林立，城市呈现的是低纯度的色调，而人

们的服饰色彩往往配合着周围环境的色彩。另外，人

们更加向往简朴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喜欢素雅的色

彩。云锦如云霞一样绚烂，整体色彩华丽鲜艳。其色

彩倾向并不符合现代人们日常的色彩需求，这导致它

无法日常化，在市场应用上逐渐被淘汰。

2.2.3 纹样传统

云锦的纹样传统，不符合现代人们的个性化需

要。现今，人们追求个性表达。服饰上出现的纹样，其

作用是体现服饰的风格和穿着者的气质，而云锦的纹

样多以传统纹样为主，如龙凤呈祥、牡丹富贵等，缺乏

迎合现代服饰所需求的创新。这会使云锦无法适应现

代社会服饰的要求。

2.2.4 工艺难度高

由于制作云锦的工艺难度高，导致其无法被大规

模的批量生产。

1）织造工艺。云锦的织造是在木机上，并且需两

个人花一天才能织出5~6 cm的云锦，而现代的织造技

术还无法取代这种传统的织造方法。这虽然造就了云

锦“寸锦寸金”的昂贵性，也说明云锦还无法“飞入寻常

百姓家”。

2）染色局限性。云锦是熟织提花织物。这意味着

织造之前的线已经具有不同的色彩，如金银线、孔雀羽

线或染色后的真丝线。真丝线来源于蚕丝，染色为天

然植物染，因此天然植物染的局限性也在云锦上表

现出来。例如，不同的时间、温度、湿度、环境导致染色

一致性差。另外，植物染色还具有上染率低、色牢度

差、色谱少等缺陷。这些都导致云锦无法大规模批量

生产。

3 传统云锦的当代设计研究

3.1 云锦的数字化设计

当今的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以大数据、云服务、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技术引导了新的工业革命[6]，

数字技术已渗透到各个领域，成为各领域的核心技术

和普遍技术。在古老传统的云锦上应用数字化技术，

促进传统云锦工艺的现代创新应用，能使之与现代科

技相结合，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不仅让传统手工艺焕

发生机，而且让现代技术融合传统的精髓，传统与现代

相互交融，必将焕发出璀璨的光彩。

首先，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软件技术，进行云锦的

图样设计。其次，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云锦网络传播

平台。通过现代计算机数字技术等虚拟现实技术对云

锦资源进行信息的整合研究，利用数据技术，如 SQL

Server、Access 等，以及动态网站技术 ASP.NET，建设

云锦图样的数据库，构建虚拟化云共享平台，实现云锦

的宣传、传播、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7]。

接着利用互联网微平台技术，进行云锦微博、微信

平台建设：（1）微博作为新媒体，其用户群是一个整

体，各个阶层都可以参与其中，它的核心是传播与分

享；（2）微信是一个社交工具，不是媒体，但微信使用量

的增加、微信订阅号的开发，使其成为备受关注的新

媒体。

利用微平台宣传传统艺术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

段。云锦应抢占先机，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平台，让受

众实现对民间技艺资源的了解、接触、关注、传播、交

互，从而更加有效地起到保护和传承、发展云锦技艺

的重要作用。金陵科技学院民间艺术研究小组还注

册了云锦微信订阅号，为云锦的宣传推广做了一定的

贡献。

3.2 云锦的产品化研发策略

3.2.1 服装方面

在古代，云锦是作为服装面料出现的，这是它的主

要功能。在现代，让云锦出现在服装上是致力于云锦

开发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云锦具有的特征决定了云

锦不容易成为现代服装材料。云锦“寸锦寸金”的昂贵

性和工艺织造难度势必会造成云锦服装的成本高昂，

很难普及。云锦华丽的色彩与其纹样透出的古代传统

审美观也很难适应现代服装的要求。现对云锦在服装

上的几种设计形式进行论述。

1）传统旗袍。云锦+旗袍=完美。云锦旗袍是云

锦在现代社会的服装形态里能大面积使用的经典。旗

袍虽源于“旗人之袍”，却是20世纪20年代的众多设计

大师的智慧结晶。旗袍非常适合中国女子的身材和气

质，它连接了传统和时尚，将古典的气息赋予现代。传

统的云锦用于这样古典唯美的旗袍上，是毫无违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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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云锦旗袍的设计上，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

情况是旗袍整体使用云锦。旗袍整体使用云锦材料，

需要注意的是旗袍的成分。因为云锦过于昂贵，大面

积使用会造就价值连城的旗袍。另外，整体使用云锦

材质，需要注意云锦的色彩、纹样所传递出的风格信

息，需要吻合于设计者的初衷。第二种是旗袍局部使

用云锦。仅在旗袍局部使用云锦，使旗袍造价不会很

高。这也是使用最多的形式。通过拼贴、挖补、镶嵌等

方式，在旗袍的肩部、胸部、腰部、下摆或后背等处使用

云锦。从设计形式美法则上看，出现在这些部位的云

锦起“强调”作用。肩部柔美则突肩；胸部丰满则突出

胸；腰部纤细则突出腰；身材高挑可突出下摆。还应注

意旗袍整体使用的材质与局部使用的云锦要和谐。通

常云锦配真丝、配丝绒都是可以的。

2）西洋礼服。使用云锦做成西洋风格的礼服裙，

是很多设计师进行尝试的设计品类。云锦与生俱来的

华丽感应对西洋礼服绰绰有余。不论是巴洛克风格的

大裙摆，还是洛可可风格的多层荷叶边，使用云锦都是

很好的选择。在这里不仅要注意成本，而且要注意云

锦的纹样大多是中国传统纹样。使用到西洋服装上，

可能会来带一定的异化感，但这毕竟不是和谐、稳定的

设计。

3）舞台艺术装。云锦应用于舞台装也是不错的选

择，舞台上古典华丽的服装都可以采用云锦。云锦

自带的金银丝会在舞台灯光的照耀下烁烁发光，非

常美丽。舞台艺术装是否采用云锦，还需要考虑成本

因素。

4）其他现代服装。除旗袍、礼服之外，如果人们穿

着的日常服装，比如衬衣、夹克衫、牛仔裤等，可以采用

云锦，这才真正实现了云锦“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愿望，

对云锦的发展振兴也是最有帮助的。现代社会的特征

是节奏快，现代服装要求简洁，成本不高。如果想将云

锦融入现代服装，就需要改良技术，降低成本，同时还

要改善色彩和纹样，使用流行色和现代流行图案。这

对云锦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革新。

3.2.2 配饰

1）鞋。云锦作为鞋子的材料，可以塑造出华贵且

实用的云锦鞋。它采用传统布鞋的工艺，有裁减底样、

粘贴、缝边、纳制、楦鞋等工序，也可以采用一次成型的

鞋底，制成高跟鞋。从材质而言，布鞋对比皮革材质，

更具舒适、美观、不磨脚的特点，因此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喜爱。因为云锦鞋材质消耗并不算大，成本不会很

高，所以具有可行性。从风格来看，云锦鞋可以绚丽华

贵，作为“旗袍鞋”，搭配旗袍出现，还可以降低云锦的

色彩纯度，采用简洁、明快、现代的图案，制成日常可以

穿着的云锦休闲鞋。

2）其他配饰。云锦还可以应用在帽子、围巾、腰

带、手套、耳饰、项饰、腕饰等配饰上，用拼贴、镶嵌、扭

绞等手段，赋予这些配饰以云锦特有的风格，使其成为

独特的饰品。虽然云锦的使用消耗材质更少，成本不

高，适合推广，但由于云锦的材质属于纺织物，当作面

料会降低饰品的使用时间，因此，需使用某种特殊手

段，如透明琥珀包裹等，来解决这个问题。

3.2.3 文创衍生品

文创是文化创意的意思，文创衍生品是当下处于

时尚前沿的艺术形式。以云锦为主的文创衍生品，是

利用云锦符号意义、美学特征等元素，对云锦进行解读

和重构，将云锦的文化元素与产品本身的创意相结合，

形成新型的云锦文化创意产品[8]。其中，设计的产品

包括云锦卷轴、云锦框画、云锦摆件、云锦挂件、云锦屏

风、云锦名片盒、云锦笔筒、云锦笔记本、云锦领带、云

锦围巾、云锦桌椅、云锦窗帘、云锦杯子、云锦手表、云

锦贺卡、云锦相册、云锦台历、云锦拼图等品类。

1）使用云锦直接参与文创品的设计制作。在文创产

品的设计中，加入云锦材质，使文创产品带有云锦古典、

华丽的风格，提升产品本身的层次，更具有市场吸引力。

2）使用云锦纹样进行文创品的设计制作。不直

接使用云锦，而使用云锦的纹样进行文创产品的设计

制作。这样不仅可以赋予该产品云锦的风格，满足人

们喜爱云锦的心情，而且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产品的

耐用度。

4 营销模式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云锦的未来发展受到很多

人的关注。如果不想云锦只存在于博物馆里，就需要

它活化起来，被市场所接受。以下的销售模式是较适

合云锦市场营销的模式。

4.1 云锦旗袍会员制

云锦加旗袍是云锦在服装上使用的最好方法。由

于云锦旗袍造价昂贵，并非普通人能接受的，它的顾客

层为高端人群，所以可以通过会员制的方法，吸收云锦

旗袍会员，从而形成固定的消费群。南京有几个机构，

进行中老年女性的旗袍形体培训，并时常组织商业演

出。这对推广云锦旗袍和组成云锦旗袍会员制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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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有很大益处。

4.2 门店销售

选择适合的门店进行云锦产品的销售，门店销售

的方式能够实现可见、可触摸、有温度地宣传产品，可

以提高云锦的知名度和云锦商品的价值。门店适合销

售云锦服装、配饰、文创衍生品等。

4.3 在线销售

由于在线销售缺少触感和温度感，所以并不适合

销售昂贵的云锦产品，但是却非常适合销售以云锦纹

样为设计主体的产品。可通过借用云锦的传统符号，

进行一系列云锦文创衍生品的销售。

5 结语

在对云锦历史现状及色彩、图案、材质、工艺等特

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当代云锦的设计、应用、

分类，对云锦的当代产品研发也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

讨。由于云锦有固有的特点和特定的设计、应用范围，

导致其在当代设计应用上存在一些问题。云锦需要改

良，以适应当代生活的要求。这能使古老的云锦与当

代设计相结合，使它焕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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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方式的探索，要深刻认识到创新设计的价值,不

断提升创新设计的能力[12]，让南丰泥炉融入更好的设

计元素、审美意境，从而带给人们更好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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