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些所指内容的确存在,并具有强烈的影响,成为音

乐内在体验的一部分。
如果将讨论的范围聚焦于道德问题,从以上两

点可以推演出:首先,绝对表现论认为音乐是有道

德意义的,这与杜绝音乐具有道德意义的形式论划

清了界限。第二、绝对表现论认为音乐的道德意义

来自于音乐本身,音乐音声本身蕴含的意义即 “有
意味的形式”,它是音声本身的结构和这种结构作

用于人的心理体验而产生的意味,这与所指论划清

了界限。另外,绝对表现论也承认来自音乐之外的

道德意义是存在的(例如在音乐之外赋予音乐一种

道德教化的主题思想),音乐中的道德意味是由所

指内容的意味和音声形式本身的意味共同组成的,
但所指内容的道德意义不占主要成分。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纵向的思想史的角度梳理

音乐与道德的关系,又从横向的哲学层面来分析音

乐与道德的关系,才知道了艺术与道德,音乐与道

德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了解到这不是一个能用简单

的“对”“错”来衡量的问题。从美学层面来看,哲学

派别的纷争最后是通过吸取对立双方的真理性要

素而形成新的哲学观点来得到调和的。如艺术哲

学的“温和的道德观”,和音乐哲学的“绝对表现

论”。从音乐教育的层面看,我们无需继续探究哪

种哲学最合理,客观的做法是在认可这种关系的复

杂性和非唯一性的基础上,我们所要依托的哲学基

础是什么,并在该种哲学的引领下来指导我们音乐

教育如何践行道德教育。

通过思想史的梳理和哲学派系的纷争分析,我
们得出的结论是:音乐对道德的促进关系不是一种

实然,也就是说音乐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

的,音乐只有在某种状况下才与道德形成关系例如

当音乐成为具体思想内容歌曲、标题音乐、革命音

乐、政治歌曲等。但同时音乐与道德也存在互不干

涉的关系,例如非标题音乐,十二音体系音乐,纯音

乐、现代派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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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thehistoryofartideologyitcanbeseenthatmusichaseitherpositiveornegative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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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土家织锦纹样的不同题材为创作原材料,阐述了织锦纹样的结构、丰富的题材、对比强烈的色彩,并结

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将简化、归纳等变形处理后的织锦纹样,直接或间接的运用在现代服饰设计

中,突显了平面与立体交融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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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境内的土家族约三百万人左右,主要居住

在鄂湘黔渝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偏僻落后、
穷山恶水,这种天然闭塞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的相对

稳定性,使土家人将对动植物的神化、图腾的崇拜

及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土家织锦这种古老的艺术

形式表达出来。土家织锦又名“西兰卡普”(土家俗

称)“打花铺盖”,历史悠久,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

历史,是土家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P38-47)

织锦纹样具有丰富的纹样题材、特殊的纹样结构、
较强的装饰性能,文章中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

艺术表现形式,将织锦纹样间接或直接运用于现代

服饰设计中,一方面展现了现代服饰独特的时尚魅

力,给人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也为土家

织锦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实
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统一。

二、土家织锦纹样的艺术特征

(一)丰富的织锦纹样素材

土家织锦纹样有120多种,加上现代图案和创

新图案约有近200多种,现流传下来的有80多种。
土家织锦中植物类图案较多,常见的花型有:九朵

梅、大小莲蓬花、牡丹花等;动物纹样有单纯的动物

纹、局部纹或与植物组合的纹样,如鸡盒子花、阳雀

花、蝴蝶牡丹、凤凰纹等;也有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纹

样,如窗格子花、椅子花、钥匙花等;以迎亲图、老鼠

嫁女等民情风俗和民间故事为题材的也较多;以抽

象几何造型为题材的勾纹,如单八勾、双八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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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等;象征吉祥如意的文字有福禄寿喜等字样;还
有满天星、太阳花等天象类题材;另外,现代的织锦

纹样为满足消费者的审美要求,加入了土家山寨、
土家风情、土家少女、韶山风光等题材。以上这些

丰富的织锦纹样题材,为现代服饰纹样提供了一定

的设计灵感与参考价值。
(二)织锦纹样结构的艺术性

土家织锦纹样因织造工艺的原因,织锦图案完

全以水平线、垂直线来表现,纹样结构具有抽象化

的艺术特征。基本骨架以菱形、方格形、复合形等

多边形为主,上下左右呈对称结构,通过直线分割

后在单元格内填充适合的动植物纹样。纹样结构

虽然简单但有主次之分,主体部位在中间,以典型

的四方连续纹样形式出现,上下边框多为两层以上

的二方连续纹样,次要纹样的作用是填充或连续主

体纹样之间的空缺,在“面”与“线”中交叠产生。如

叶玉翠大师的“土王五颗印”作品,是通过八角得的

“线”与印的“面”来表现中间的主体部分,上下是八

辨花的二方连续,花的表现是通过八小块色彩组成

“面”的感觉,造成繁与简、疏与密、变化统一的效

果,又有吉祥、连绵不断之意,形成了特有的韵律

美。[2](P12-32)织锦中这种有规则、反复地连续起来

的图形,常通过镶嵌、刺绣等传统工艺表现在现代

服装的领口、袖口、裙边、门襟等处,赋予了织锦纹

样新的生命。
(三)织锦纹样色彩的装饰性

传统的土家织锦基本上是土家人自产自销,原
材料都是自己生产,如织锦用的棉纱线自己纺织,
色彩也是来自天然的原料加工而成,因而土家织锦

不能象油画、国画那样去调配各种或浓或淡、或纯

或灰的色彩,色彩搭配不受主观意愿的控制,故夸

张成了织锦色彩的本质,表现为较强的装饰性。织

锦艺人在运用明度高、对比强的红与绿、黄与紫、橙
与蓝的色块对比时,她们往往能巧妙的安排人们的

视觉中心,分配画面的主从关系,在这些色块边缘

配上白色或黑色,减弱色彩对比的强度并调和这些

色块,起到既绚丽夺目,又安定协调的美感。如“石
毕花”纹,蓝与橙、黄与紫形成的色块,利用黑色的

底与浅色勾边,产生对比与和谐的美感,使整个图

案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3]

三、织锦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表

现形式

(一)织锦纹样在服装中的平面表现

平面表现手法是通过印、染、织和手绘直接将

织锦纹样显现在服饰品上,利用颜色的深浅、面料

本身的肌理、点线面的关系处理来突出纹样的立体

感。服饰纹样的结构、清晰程度,受织锦纹样结构、
印染材料、印染手法、服装款式的影响,产生的效果

不一样。丝绸织物的印花、织花纹样比棉织物、毛
织物要精细、复杂得多,且以具象的植物题材为主;
规则变化的纹样,如各种几何图形,以抽象图形表

现在 服 装 的 袖 口、底 边 等 处,纹 样 结 构 变 化

不大。[4](P27-35)

传统的印染工艺包括扎染、蜡染、蓝印等。是

在布料或服饰成品上,将传统或变形处理后的织锦

纹样根据不同的制作工艺,捆扎、上蜡或刮浆等,产
生特殊的肌理效果,被大量用作围巾、壁挂、表演

服、生活服装及餐饮服饰,面料多采用丝绸及棉布

等。表现在服饰上的纹样一般被处理为抽象写意

形,保留织锦纹样的风格和总体面貌,不拘泥于细

节局部的模拟真实。
现代印染工艺有数码印花和手绘等技法。通

过数码印花技术将织锦纹样的局部或整体图形印

染在服装上,表现效果清晰、自然,色彩丰富。对色

彩变化丰富的复杂纹样,也可运用手绘技法处理。
直接用笔醮取染液在织物上描绘花纹的一种手绘

方法,更加迎合了年青人的喜好,操作简单、直观,
能绘制更细腻的纹样,在丝绸及棉布类服装的前

胸、后背、领口等处运用较多。
(二)织锦纹样在服装中的立体表现

织锦纹样一般是以立体或半立体的挂件饰物、
小金属片、多层重叠镶拼在服饰品上,刺绣、拼贴、
缕空、缠绕等常用工艺技法,都能不同程度的表现

出纹样的立体感,将织锦纹样的各种题材表现得淋

漓尽致。以条格块面出现的四方连续、二方连续、
单独纹样等纹样形式,题材来源于织锦纹样中的

龙、凤、鸟、花草、神兽等吉祥图案,对他们经过简化

归纳等变形处理,按照现代图案的设计方法重新组

合,在服装整体或领口等局部点缀,给人高雅、端
庄、古朴的审美感受。

刺绣又名针绣,指在绸、缎、麻葛、棉布等素色

面料上,以针代笔,以线代色,运用各种针法、各色

绣线、珠片、丝带等材料手绣或机绣的一种装饰方

法。[5]刺绣工艺精细,纹样一般以具象写实为主,力
求将纹样描绘得细致、准确,图案的比例相对正确。
刺绣品种较多,有彩绣、珠绣、饰带绣、镂空绣、浮绣

等刺绣技法,大量运用于高档礼服、生活装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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