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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扣造型艺术及其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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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相关文献、图像以及史料进行分析，概述了盘扣的渊源，并且通过对某些典型盘扣造型进行归纳分析，总

结了盘扣具有造型形象性、结构对称性及功能性等艺术特征。在盘扣应用现状的基础上，结合设计案例对盘扣造型在创

新上展开探究，为中国盘扣造型这一传统元素在服装领域的创新提供新的方法和设计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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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扣作为中国传统元素，是汉族与满清服饰文化融

合发展的载体。盘扣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造

型、色彩和材质等都是伟大智慧的结晶。盘扣兼具实用

功能与装饰功能，同时蕴含着丰富的内在价值。盘扣具

有的造型形象、结构对称及功能性等艺术特征，为中国

盘扣造型这一传统元素在服装领域的创新提供了新的

方法。

１ 盘扣概述

盘扣起源于远古时期《结绳记事》的记录方法，借助

于这一方法束起繁冗的衣服以方便行动，自宋代已有使

用。元明之后，人们渐渐用布条缠绕做成各种花形图案

连接前后衣襟，称为“盘花”，即“盘扣”，多用于内衣。多

年来，汉族人崇尚飘逸、秀美的服饰，多用衣带固定，直

到清朝盘扣才得到广泛的应用。随着清军入关，清政府

强制推行的“断发易服”，使满族文化快速融入汉族服饰

之中，并在其几百年的统治过程中不断加强对文化的干

涉，通过服饰文化的改变体现其政权更替，在文化入侵

的同时也使满汉文化进一步融合，盘扣逐渐也被汉人使

用于服饰之中，并不断影响周边的朝鲜和越南等国。

２ 盘扣的造型及特征

２．１ 盘扣的基本造型

成型的盘扣分为 ３部分：扣结、扣门和扣花。扣结与

扣门承担着盘扣的功能性作用，而扣花承担装饰性，根

据服饰的需要而变化。传统的盘扣分为直扣和花扣。直

扣也称为“一字扣”，其造型也最为简单。在编结技艺不

断成熟之后，出现了更具装饰性也相对复杂多变的的花

扣，花扣大都取自饱含民族特征和带有吉祥寓意的图

案。为了起固定衣襟的作用，盘扣都是成对出现，一端由

袢条套成环，另一端则打成结，盘扣就此分为一公一母，

来固定前身衣片。盘扣在传统中式服装的布局中应用于

领口，腋下，右祍直角偏襟等处，可根据不同款式灵活使

用。为了方便人站着或者坐下来穿衣，盘扣的设计都应

用于服装前襟的部分，且至少在膝盖以上。受纤维原料

使用的局限，传统中国民族服饰基本由棉、麻、毛和丝等

天然纤维的材质制成，为了节约用料和考虑服饰的整体

和谐，盘扣基本由服装边角料制成。成型盘扣和盘扣基

本结构参见图 １、图 ２。

图 ２ 盘扣基本结构

图 １ 成型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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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盘扣造型分析

图 ３为选用非服用材料的几何造型镶嵌盘扣，服装
为民国后期的新式旗袍，其融入了西方立体裁剪的手法

和当时流行的高领。所用盘扣装饰位于领部。其扣门采

用的是传统布料的工艺手法，扣花造型为 ３个金属质地
的扣子，简单大方。根据中国“疏密论”的审美观，面料的

图案和色彩复杂的旗袍自然要配色调统一或是花型较

为简单的盘扣，传统工艺的琵琶扣，四方扣等也是由几

何图案进一步演化而来。服装行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之

后，几何形的镶嵌盘扣就受到了青睐。这类盘扣材料多

为非服用材料，如玉石、贝壳和象牙等，也可采用镶嵌工

艺制作而成。民国时期大多数人仍采用棉麻等布料的边

角料制作盘扣，而富裕家庭、交际名媛等也有使用丝绸、

玉器、金银的丝线或珊瑚等名贵材料装饰盘扣。

图 ４为造型取自自然实物的镂花盘扣，衣服为民国
时期的新式装袖旗袍，但其所用盘扣装饰是最古典的镂

花盘扣，这类形状取自自然景观的盘扣，也是传统盘扣

造型中较为普遍的一种，如蝴蝶扣和荷花扣等等。这一

类盘扣历史也较为长久，用于女装，工艺较为复杂。此类

取自自然图案的盘扣都饱含寓意，如家庭圆满、长寿多

福和爱情忠贞等，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图 ５为传统的盘扣样式，称为“四方扣”。是由两条
拌条制作而成，工艺简单，是流传最久的盘扣花型之一。

四方扣采用对称的样式，十分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特征。

“对称均匀的结构不但易于编结组合，而且具有传统盘

扣装饰属性的特点，恰当地释怀了中国人精致、朴实、和

谐和高雅的审美观，也符合阿恩海姆所提出的‘一个对

称的形象看上去更加坚固和更加稳定’的美学特征。”

２．３ 盘扣造型特征

２．３．１ 盘扣的整体特征

传统的盘扣反映了中国人对称的审美特征，所以一

对盘扣的扣花部分总是以对称的形态出现，在其结构和

色彩上都有所反映。新式旗袍诞生之后，不对称的花式

盘扣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各类服装之中。时至今日，创

意造型的盘扣也越来越多。

２．３．２ 扣门、扣结固定，起功能性作用

盘扣来源于四、五百年前的蒙古，蒙满两族世代生

活在中国北部高纬度的寒冷地区，合体的服装相较汉族

传统飘逸的服饰更加保暖，盘扣不仅在服饰的穿戴上方

便，而且可以在袖口、领口等处收紧以达到保暖的目的。

扣门与扣结的配合，其间的相互牵拉加强服装的合体程

度，便于行动或是骑马，受到满族人的普遍青睐。民国时

期，传统的旗袍被改良，而盘扣的应用，更加使旗袍达到

了凸显女性体型的特点。

２．３．３ 扣花变化多样，起装饰性目的

盘扣的扣花部分是盘扣装饰性能的体现，最直接的

可分为直扣和花扣。花扣的种类很多，有取自自然景观

的梅花扣、金鱼扣等；有取自文字的囍字扣、寿字扣等。

根据不同服装的需要，也有对称和不对称之分。盘扣的

色彩也多种多样，与不同的服饰相呼应或与其所取的寓

意相结合。

２．３．４ 内在审美价值

从简洁的一字扣到花样繁多的花式扣，中国人对美

好的信念从未改变。“扣”从产生至今，经历不计其数的

形式，而唯有“盘扣”的存在被赋予无数美好的寓意。近

图 ３ 非服用材料制作的新式盘扣

图 ４ 镂花盘扣

图 ５ 四方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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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旗袍成为中国女性的国服，盘扣的使用自然更

加讲究。“服装往往是身份的象征，旗袍更突出考虑穿着

者的身份和出席场合，如春节配如意扣，年轻女性配兰

花扣，老太太配寿字扣。”盘扣的众多形态是中国人以谐

音或象征手法来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也正是这样，小

小的盘扣才饱含浓浓的文化含意。

３ 盘扣的创新设计

３．１ 盘扣的应用现状

盘扣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也被运用于室内设计和

包装设计等领域。盘扣设计，集实用性与装饰性于一体。

从功能性角度来看，盘扣应用于带有文化历史感的服装

或者工艺品中；从装饰性角度而言，即使是作为单纯的

点缀，为服装、饰品和人们的生活增添着来自于历史回

味。在不同设计师的笔下，盘扣绽放着别样的光彩，设计

师们在不破坏盘扣的古典韵味的同时，运用新的手法让

盘扣体现出与现代结合的美。

近年来，阿玛尼、ＬＶ等国际名牌纷纷将目光投向中
国的盘扣，欧美风格的洒脱配上中国风格的婉约，矛盾

中展现平衡。图 ６为 ＬＶ的作品，图 ７为阿玛尼的作品。

３．２ 盘扣造型在现代女装中的创新设计

在教学实践中，师生也对盘扣造型进行了一些创新

设计，如下以 ３款应用设计加以说明。
３．２．１ 盘扣造型创新一

本套服装的盘扣的形态设计以孔雀尾翎眼的造型

（见图 8）为灵感来源，加入花蕊的元素，为对称式盘扣
（见图 9），服装款式以旗袍作为设计原型，将盘扣应用
于旗袍领子处，使之结合。本设计应用于直开襟创意旗

袍门襟的两侧。用亮丽的红、黄、橙色来展现，与衣身色

彩相呼应，又与裙身色彩形成鲜明对比，见图 10。

３．２.2 盘扣造型创新二

设计二是将盘扣应用于春秋季节的风衣上，都位于

门襟位置。第一枚盘扣在领子处，连接过肩及袖身。风衣图 ７ 阿玛尼作品

图 ６ ＬＶ作品

图 10 设计一的效果图

图 9 设计一的设计造型

图 8 设计一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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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6 设计三设计效果图

图 １4 设计三灵感来源

图 １5 设计三设计造型

本身为落肩设计，盘扣扣花部分取自传统“如意结”的编

织方法，覆盖于整个过肩部分。此种编制方法也应用于

袖口，再以绳连接，使之成为一体。第二枚盘扣在下胸围

位置。只保留扣门和扣结，扣花部分以松紧带代替，一方

面扣门和扣结的存在以呼应领口处的盘扣设计，另一方

面保持了风衣的功能性。本套设计的盘扣均采用与衣身

同色的深棕色，袖子与过肩的面料采用浅灰色，这样的

配色方法相对较为中性，不沉闷也不扎眼。

３．2.３ 盘扣造型创新三

本套设计以旗袍为原型，盘扣的灵感来源来自于中

国传统图案———凤凰。本套旗袍的衣身主体部分除领子

与裙子都采用纱质面料。将盘扣的扣花部分较为复杂，

采用放大的设计方法。考虑服装的可穿性，衣身为开胸

设计，盘扣为两枚，融入图案，第一枚盘扣在领子部分，

以凤凰图案的脖子为依托，主要为功能性用途。第二枚

盘扣连接凤凰图案的躯干与尾巴，主要用于装饰。尾巴

连接裙子的拼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本套设计盘扣的

色彩选用黄色、金色和红色的渐变来展现，在蓝色的衣

身中非常显眼和突出。

４ 结 语

盘扣在现代服饰中的创新应用是现代人们审美观、

价值观的重新定位，且可以更好地拓展设计的广度与深

度。同时，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新材料、新机器和新工艺

也使得盘扣造型更具有异样化。作为中国传统元素，盘

图 １3 设计二设计效果图

图 １2 设计二设计造型

图 １1 设计二灵感来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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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连衣裙廓形流行趋势历史演变图分析

从图 ７可以发现，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间，廓形由之间的
Ｘ、Ａ、Ｈ的外轮廓造型逐渐向圆润 Ｏ型转变（主要指腰

部以下廓形）；裙长逐渐变短；腰长逐渐变高；胸腰臀三

者对比明显，越加体现女性优美曲线；领口开度相对比

较含蓄。参见图 ８的示意图。

３．９ 科学预测未来廓形流行趋势的发展走向

通过对廓形流行趋势变量数值定量（确保一个数值

不变，其他数值变动）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可以发现连

衣裙裙长呈现上升趋势，其他变量均呈现下降趋势。且

下一季连衣裙廓形下摆将会变得宽大，腰线将会下移。

整体来讲将会更加合体，体现人体的曲线。

４ 服装流行趋势预测新方法归纳

以女式连衣裙为例，其服装流行趋势预测新方法可

归纳为：

通过个案分析方法，对影响廓形流行趋势的具体数

值测量、比较、分析，对流行趋势进行科学预测；

采用“眼间距等比测量”新型测量方法，将图片测量

数据转换成成衣真实尺寸数据；

数理统计方法“误差棒”对影响流行趋势变量因素

进行科学分析；

对影响流行趋势变量数据进行定量横向、纵向分

析，并绘制各变量变化趋势图；

变量数据横向、纵向真实比例，得出每年流行趋势

波动范围的具体数值。

５ 结 语

平湖服装企业的转型升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品

牌的创建与流行趋势的准确预测紧密相联，而在今日商

业化的市场大潮中，服饰的日益丰富和市场形势的日益

复杂化，一般服装企业很难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准确预测

下一季度的服饰流行走向及特点。为此本研究以女式连

衣裙为例，归纳出预测流行趋势的科学量化的方法。此

方法可举一反三地适用于各类服装流行趋势的预测，为

中小型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科学、简单和可行的服装

流行趋势预测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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