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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学东渐”到“新陈代谢”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行为的现代性蜕变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南京 210013

摘要：上海地区的现代性染织设计在租界时期的内外条件下，伴随着西方染织科技的传播与民族染织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地萌

发，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西方现代设计和中国传统设计不断地冲

突、互融，在此过程中，本土的现代性染织设计也不断地进行着自身的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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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Western Learning”to“The New Superseding the Old”:
The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Design Behavior in Shanghai in the
Concession Period

JU Fei
School of Desig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concession period, the modern textile design in Shanghai sprouted rapid-

ly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textile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extile industry, forming the seeds of modern

design industry complementary to the early textile and 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con-

stant conflict between western modern desig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design and their mutual fusion, the local modern textile design

was constantly carrying out its own metabolism of the new superseding the old, and finally formed a unique develop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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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设计行为的诞生，始于18世纪的西方。当

时工业化变革给社会带来了剧变，工业化生产条件下

的批量生产与大众消费，促使设计与生产环节逐步分

离，劳动分工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传统手工艺人逐渐

成为专门的设计师。现代性设计行为经过西方设计师

们的长期实践，自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

频繁发生的“西学东渐”浪潮进入中国，上海作为中国

近现代史上最先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窗口之一，成为

本土现代性设计行为的诞生地。本文以租界时期的上

海，这一中国近代设计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图，作

为窥探中国本土的设计行为从传统向着现代蜕变过程

的窗口，以最早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并与民生关系最

为密切的纺织生产中的设计行为作为研究范本，探索

本土设计行为现代化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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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科技的渐进传播与传统染织生产技术

的变革

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古代手工机器纺织科

技曾经是起源最早、影响范围最广的纺织生产实践方

式，手工纺织机械的发明是纺织生产历史上的第一次

飞跃，中国传统织机科技传播到世界各国后，令当地纺

织生产先后实现手工机械化，尤其对西方生产力水平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传统织

机科技逐渐与西方纺织科技的发展方向发生分歧，其

原因主要在于欧洲工业革命将中国传统织机进行了驱

动改良，这也成为了纺织生产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1785年活塞式蒸汽机开始用于纺织生产，并诞生了大

规模集中性的纺织工厂，从此以后，纺织机器的原动力

从人力、畜力、水力发展到蒸汽动力和电力，美国、西

欧、日本也相继实现了纺织工业生产变革。

18世纪是中国古代纺织科技发展的转折点，本土

的手工机械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封建等级制度和技术封

闭的桎梏下停滞不前，而大多数国人还沉浸在中国古

代科技的辉煌过往之中。中西方科技之间的差距在西

方近代科技进入中国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工业

化的纺织生产方式较效率低下的传统手工纺织方式，

呈现出大批量、高效率的巨大优势。然而，西学东渐的

过程中，既有传习和交融，又有抵制和冲突，最终使中

国科学技术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改造传统科学知

识体系，使传统染织生产技术发生巨大的变革，上海地

区的近代纺织工业便是在这一复杂、曲折的过程中诞

生的[1-2]。在此期间，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以增

强民智、发展科技、实业救国为目的，提倡学习西方近

代文明、科学技术以及治学方法，成为租界时期民族实

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本文研究上海现

代性染织设计行为产生的重要根源。这使国人看到先

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对生产方式和技术的改变，也令国

人清楚地认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上海地区染织、服

装工业化顺利变革与推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西科学文化的互相碰撞、渗透和交融过程中，

无可避免地会对中国传统的科学知识体系进行改造。

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产生带来了新旧世界

观的巨大转变，并在西方引发了一系列“科学革命”，上

海作为租界时期最先接触到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地区

之一，西方现代科学观念逐渐渗入在上海的先进中国

人的世界观，由此引起的新旧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以文

化界和商界最为显著，他们对待科学知识的基本态度

率先发生了改变。以染织生产为例，对西方先进染织

技术的传播及学习，使传统染织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

洋务派在上海办厂，促进了上海地区染织、服装技术的

发展，也为日后民族企业兴办染织工厂、新机器与新技

术的运用，以及染织设计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现代性染织设计思想的萌芽与现代性设计

师的诞生

社会的各个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也

时刻推动着设计的发展[3] ，先进的西方科学文明在上

海传播，推动了本土纺织设计行为发生现代性的蜕

变。一方面，西方纺织科技为上海纺织工业带来了工

业生产条件下的纺织技术变革。另一方面，西方科学

思想从主观能动性上完成了对本土纺织设计观念的科

学思想改造，设计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也源于此，而诞生

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则左右了现代设计观

念的形成。在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对上海地区传统手

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下，通过工业化生产实践经验的

不断积累，上海地区的染织设计思想逐渐在传统设计

思想之上产生了新的碰撞与突破，即自然观的新旧冲

突、物用观的重新考量和人际观的重新认识。

中国传统设计的自然观念，主要是在自给自足的

农业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发展而来的，是对自身拥

有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在西方奇技、奇器的大量

输入以及外商大规模的投资建厂的影响下，有识之士

在先进的机制商品和工业生产中逐渐意识到东西方设

计思想的巨大差异，尤其在动力能源的使用上，如在纺

织机械中加入蒸汽机、染织材料的制造过程中使用化

学品替代天然染料等，这是传统生产方式和设计思想

的巨大突破。因此，早期的现代化设计思想在诞生的

过程中存在着新旧自然观念的巨大冲突，在工业化生

产带来的批量化、高效率的生产条件之下，重新进行染

织、服装生产的效率考量也是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中物

用观的巨大转变。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上海

传播之后，也带来了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完全不同的

人际观，尤其是西方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平等与自由”

的人际观念逐渐被进步人士所了解和认同，产生了自

由意志下的商品经济、工业生产和劳动分工，对上海地

区纺织机械的设计改良，纺织品工艺、肌理、纹样的设

计，纺织图案设计师的诞生以及现代化的设计思想转

变都起到客观的推动作用。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机器生产的深远

影响促进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最终在以机器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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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大工业中，生产过程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4]。

现代设计是与劳动分工同步发展的，从上海地区第一

家染织工厂诞生开始，现代设计行为和现代设计师便

产生了。以纺织品印花设计为例，蒸汽和电力滚筒印

花机器的逐渐普及，使上海地区的传统手工印花生产

技术得到改良，可以标准化和批量化地生产，一方面使

印花布的销量更加依赖印花图案设计的受欢迎程度，

另一方面也使设计在纺织品印花图案中创造了更大的

价值，现代设计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上海染织设计行为的“现代性”蜕变

上海地区本土纺织设计行为产生现代化蜕变的契

机，源于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下的本土纺织工业萌芽。

民国经济学家谷春帆提出的“工业化的精神”[5]之中包

含了“平等”与“享乐”所代表的生产机会的开放和事业

成功报酬，接受工业化精神是现代性设计师诞生的原

动力，也是早期的现代设计师们从纯艺术领域转向设

计领域的主要动力。通过当时的报刊、杂志、影像及广

告中染织商品与人物服装的展示，可以看到中国纺织

行业的设计师们的现代性设计行为。

机制染织商品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生产的不断发

展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标志，在引起社会个体

价值观变化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

变革，对染织设计的现代化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首先，是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

代性消费模式的建立。上海地区物质环境的发展令大

众消费文化迅速普及，染织设计便是消费经济和物质

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果。批量生产诞生了设计环

节，技术的革新为新产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设计也成

为将生产和消费紧密结合的关键力量，这也是现代性

设计表达出的新的社会意义。染织技术突破带来的连

锁反应，发展了物质文化，更新了人文传统，也减弱了

对自然状况的依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生

产关键的技术和机器，起初完全依赖国外引进，直到民

族机器制造业可以自主生产动力纺织机器之后才逐渐

打破了洋商的技术和机器垄断，这种对传统生产中自

然条件限制的突破既是现代化工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也是现代化染织设计发展的动力。

其次，是产品的拓宽与改良。动力机器生产往往

会赋予传统的织物外观和性能上的新提升，如扩展织

物宽幅，使织物质地更加紧密、均匀，质感更加光滑、细

腻，在与传统织物相同的组织方法的基础上，出现更厚

重或更轻薄的产品。因此，动力缫丝机器生产的厂丝

逐渐取代了手工缫丝生产的土丝，并织成更为轻薄的

新产品，黏胶人造丝和化学染料的使用也使织物花色

品种日趋增多。织机的改进使布幅增宽，并增加了府

绸、哔叽、直贡呢、雨衣布、玻璃纱、麻经等特色织物。

面料的出新主要体现在日用品和装饰用织物方面，如

织出各种花色的毛巾毯。织物组织结构的拓展，也能

呈现出与传统织物全然不同的新特征，如平纹、斜纹、

缎纹等多种机制棉织物的组织结构，其中有采用多股

线组成经纬的组织，以及采用缎纹、平纹、浮长组织等

多种组织进行配合织造的机制丝织物等，还有针对不

同的纱线原料、纤维、长短、粗细程度等，用 20英支单

纱做经线、8英支松捻纱做纬线制成的纯棉法兰绒织

物等。

西方的先进动力纺织机器在本土纺织生产中的应

用，也是影响染织产品变革的重要技术因素,尤其是新

式提花机的引入，使纺织企业实现了以往不能实现的

技术，如民国时期贾卡提花龙头的应用后诞生的像景

织物，可以将写实照片作为其图案来源。西方绘画风

格和技巧对纺织品图案设计的变革也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如运用西方绘画技巧设计的纺织品图案，通过阴影

明暗来表现不同的图案层次，色彩过渡自然。西方化

学品的引进也对染织产品的革新起到重要作用，一方

面是使用化学染料替代传统织物染料，创造出不易褪

色的印染织物，如用合成靛蓝替代传统靛蓝染料。另

一方面是利用化学品与植物纤维合成的人造丝与传统

真丝完全相反的耐酸碱程度差异创造出的新式织物，

如用化学品腐蚀人造丝来实现的各种“烂花”织物。

工业化生产带来的产品同一性和批量化是染织设

计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染织设计现代化的蜕变还表现

在纺织工序方面，纺织品纹饰的预先设计成为西式纺

织生产较传统纺织生产在工序上的新变化。以机制织

物和西式服装为代表的设计在上海地区人民的生活中

受到关注，给人们带来了价值观念、消费行为、生活方

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于关联性产品的催化也能起

到引导作用。以机制织物为例，机制织物进入上海地

区引发了“城乡之别”，机织物的高低档次之分体现在

服装面料上，也进一步表现出不同的阶级观念，本土纺

织企业对洋布的垄断进行反击，通过仿制机织物并进

行改良和创新，同时设计出新的关键性产品，从而形成

新一轮“设计的焦点效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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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机织物进入上海地区人们的生活以后，经过短时

间的发展，迅速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焦点，带来了生活方

式的变化、生活中其他相关产品系统的变化，以及该产

品生产方式的变化，即从手工业生产向工业化生产的

变革，并通过不断新陈代谢成为染织设计和生产工业

化变革的动力。

租界时期的上海在接触并融合西方现代科学技术

的过程中，将技术现代化和日常生活现代化同时进行，

创造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的设计文化观念，究其

原因，还在于中国进入工业化变革之初，便被迫卷入工

业化进程，从而造成“本土精神”和“文化自信”的断裂，

本土的现代设计要想继续发展，就要重新认识和确立

传统文化体系，加强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文化的历史

关系，使本土设计文化观念基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重塑自信，民国时期体现“国货”情怀和民族认同的设

计行为，就是在西方现代模式下现代设计第一次呈现

出的本土化设计文化差异性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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