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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掘、拱，是最常用且最简单的一种

手缝方法。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需要有多

年手缝经验的师傅来完成，馨怡坊将平针缝

制方法设计在旗袍、裙子、裤子等服饰中的

外围衣边装饰上，正面针迹较细短，排列整

齐，起到精致的装饰与固定作用。

——平针【 】一技

编者按
在刚刚结束的大连时装周上，于大连银泰城举行的一场极具风韵的T台走秀吸引了本报记者的注意。带着中华千年积淀的优雅与隽

永，带着中式内韵含蓄的浪漫与深情，大连市级非遗项目旗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于江红与她的女儿姜羽庭携着她们的作品

闯入了记者的视野。通过对两人的采访，记者走近了这门承载着中华服饰文化的非遗技艺，有缘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摇曳生姿……

作为旗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代表

性传承人，于江红的故事是从她太奶奶说起的。

“我太奶奶是绣娘，曾给当时的清朝皇族绣过衣

服，家里还开过绸缎庄。20世纪70年代，我奶奶

还带着村人一起绣花，承接过不少外贸订单。我

大姑当年的嫁衣都是我奶奶亲手用粉缎裁制的，

到现在我还留着。”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于江红

从小耳濡目染，打版、剪裁都是上手就来。不过，

要说她真正与旗袍传统制作结缘，却是2010年

的事儿了。

“那年，我去乌镇玩，有一件旗袍入了眼，觉得

漂亮得不得了，就是太贵没舍得买。回来后也总

是惦记着，就像是颗种子留在心里了。”借着这个

契机，于江红开始自己裁制旗袍，别人看她穿得漂

亮，也跟她定做。一开始，她一边把从太奶奶那里

传承下来的技法捡起来，另一边又走出去到江苏

等地学习借鉴。后来，她不断对比筛选，选择了同

样保留了非遗工艺的香云纱作为制作面料，并在

每一道加工工序的细节上不断尝试，终于在继承

了“镶、嵌、滚、岩、盘、绣”等传统手工工艺基础上，

在裁片、缝制、烫省、归拔衣片、敷牵带、滚边、合肩

缝、做夹里、复夹里、合摆缝、装领、做钉盘扣和整烫

等13道工序上形成了独创的手工技艺。

2012年，于江红成立了自己的旗袍制作工

作室。2020年，旗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获批大

连市第八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这样，于江

红在旗袍传统手工制作的路上走了下来。
姜羽庭以前根本就没想过要走母亲的

路，高考时于江红让她学服装设计的提议也

被她果断拒绝了，可没想到，一场疫情让一切

发生了改变。“我以前连我妈干的是非遗都不

知道，还是上大二时跟老师采访毛猴、兔爷一

类的非遗项目，在电话里聊起来，我才知道原

来我妈不只是一个裁缝，而同样也是一位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姜羽庭说起这事儿自己都

笑了。“知道了这门技艺的可延续性，我才觉

得有点儿意思。2020年之后那阵儿，哪儿也

去不了，我就跟着我妈学，慢慢地，坐得住了，

也品出了其中的滋味。”

可能是因为家族基因，姜羽庭从小玩

COS的时候，衣服道具啥的都是自己做的，所

以跟于江红学起这些工艺来也快，虽然手头

还不能达到母亲的水平，可眼力却练出来了，

门道儿也能说得一清二楚。

为了增加非遗活动的体验度，姜羽庭还

帮于江红设计了很多运用到旗袍制作技艺的

文创产品，从喜虎、喜熊布偶到与皮艺结合的

香包，从杯套、靠枕到领带、围巾等，让每月两

场的传承普及活动丰富多彩起来。“我自己也

通过帮妈妈设计文创产品进行了各种技法的

学习。”

这次时装周走秀，姜羽庭带来了自己设

计的三款作品，今年10月，她还将带着自己

的独创品牌走上温哥华时装周的舞台。“我现

在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发展与设计上，提高知

名度，让更多的人知道与了解我们。”说起这

些话来，姜羽庭有着当代年轻人特有的自信，

考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生，发布以文化与服

饰为主题的抖音作品，进行更多自主创新设

计……姜羽庭想做的事儿太多了，用她自己

的话说，那是恨不得能长出8只手来。

于江红深耕传统，于每一个细节处精益求

精，她的工作室不仅是大连工业大学和大连医

科大学的实验教育基地，而依托工作室成立的

非遗旗袍艺术空间，更是以“传承非遗传统手

工技艺”为主题，逐渐延伸至茶器、插花、文玩、

雅集、艺展等领域，是集产品研发、课程培训、

非遗传承、研学艺展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平台。

而姜羽庭则更看重理念上的创新，大学期

间的数字媒体学习背景让她将现代设计理念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非遗旗袍注入新的活

力。在姜羽庭看来，现在的新中式很多只是中

式元素的堆砌，这不是真正的传承，而母亲于

江红对于传统又过于拘泥，姜羽庭希望自己可

以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内涵通过自己的设计

融会贯通地表达出来，服饰是文化的表达，挖

掘“天人合一”的东方人穿衣理念才是真正的

精神上的传承。

现在，母女为旗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这一

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在互相的交流与沟

通中共同成长着……

乙巳大连日报、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推出

旗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是相对现代旗袍工艺而言的，专指采用传统手法制作旗袍的

技术与工艺，是近百年来流传在中国民间的旗袍制作方法。具有制作过程复杂、讲究细

枝末节，突显个性特质，讲究先后顺序、过程一丝不苟等特点。包含检查裁片、缝制标记、

手工盘扣等多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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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赓续传承 守正创新

所有的工艺都在细节上

意料之外的传承

两代传承人的共同成长

手工缝制的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匠人的情感与智慧，它们不仅仅

是服装，更是艺术品。每一针每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热情，它

们交织在一起，共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于江红创立的馨怡坊

旗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包含的“针缝八技”，能够让人全面了解手工缝

制服装的过程，掌握其中的精髓和要点。

匠心独运 缝就非遗梦

套结针用于旗袍的开叉、拉链、兜口的

止口处等，加固美观。

【八技】——套结针

也叫搭黄瓜架，是一种特殊的服装手工缝

制技艺，因其线迹形状类似“人”字得名。盘扣

是旗袍点睛之笔，馨怡坊盘扣采用双色翘绳后

盘扣，在旗袍正面订扣采用从左至右运针。正

面一字排针，反面针迹呈交叉之势（大连老话

黄瓜架），根据扣子的尺寸16~21针。

把这种方法用在钉旗袍盘扣是馨怡坊独

创，使旗袍工艺得以升华精致。

【七技】——人字缝

又称扳针，通常用于两层或多层织物的

缝合，根据线迹的显露程度，可分为明缲和

暗缲两种。馨怡坊旗袍都是真开襟，在底襟

处也叫小襟的毛边处理，把布边往里卷0.5

厘米进去叠压0.5厘米缝制，然后藏着针缲

针缝脚。

【六技】——缲针缝（缲边缝）

又叫贴布缝或直缲，主要用于上下叠加

关系的两层布料之间的缝合。馨怡坊用在

滚边或包边，还有翘领等处使用。根据情况

出针均匀，针迹统一。使包边、滚边有手工

线迹，同时加固又唯美。

【五技】——立针缝

又称对针缝。与其他常见缝纫方法相

比，以其独特的隐蔽性脱颖而出。馨怡坊旗

袍内贴和多处都用藏线缝，之前会挑一根

丝，现在改为三根丝针脚均匀细密，是增加

现代人生活穿着的牢固度，白线演示便于大

家看清楚，这也是馨怡坊旗袍传统手工制作

工艺改进的重要部分，这种缝制方法会使旗

袍更加凸显女性曲线美，师傅在走针的时候

会随着曲线而调整。就像武林大师水上漂

一样，点到为止。

【四技】——藏针缝

又称倒针缝，是一种通过倒退一针来

增强缝合牢固度的手工缝制方法，类似于

机缝而且最牢固。回针缝加固能减缓面料

不拔丝，增加平整度，日后衣服也可放一点

儿余量。

【三技】——回针

也称绷缝，指的是稀疏地缝住或用针别

上，有时也指把衣服边缘折边后包住边缘缝

好。馨怡坊采用这种传统的大针码方法把

内贴和滚边等部分临时固定，因为香云纱面

料非常丝滑，假缝便于下一步手纤边的时候

不跑针不走形而打下基础，等下一步嵌缝完

毕拆除或熨烫后再把绷针拆除。

【二技】——疏缝、假缝

旗袍传统手工制作技艺

于细节中缝制出文化传承的精与美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凌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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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江红为走秀模特配饰品。

姜羽庭（左图）和她设计的旗袍。

姜羽庭设计的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