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绘是应用于各个行业手工绘制图案的技术手法。作为研究者，我们在博物馆学习

期间，不论是测量研究藏品、田野考察还是记录工艺流程，都会优先采用手绘的方式来

记录。它不仅可以快速记录研究对象的信息，也能提高我们快速捕捉研究对象“形”、

“体”的能力。 

	  

拙匠随笔——知行合一，由手稿开始 

撰稿：王星 

手绘是应用于各个行业手工绘制图案的技术手法。手绘的形式分门别类，各具专业

性。对建筑师、研究学者、设计人员等相关职业的人来说，手绘是一个贯穿学习生涯的

过程。梁思成先生说“要做笨人，下笨功夫”。虽然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电脑绘图

大有取代手绘图的势头，但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在博物馆学习期间，不论是测量研究

藏品、田野考察还是记录工艺流程，都会优先采用手绘的方式来记录。因为它不仅可以

快速记录研究对象的信息，同时也能提高我们快速捕捉研究对象“形”、“体”的能力。 

虽然短暂又充实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即将结束，我们也要踏上不同的岗位，但“学有

涯而知无涯”，通过手绘来研究、记录、学习的好习惯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  

 

刘育红/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方向/14 级： 

对于民族服饰的美来说，只需一眼便足以令人惊叹，但是需要通过深入的学习才有

机会领悟一二其中的真谛，这种理解又远远比不上动手描绘获得的心得体会那么深刻鲜

活。手绘纹样会引发有关工艺的思考，同一种纹样以织锦或蜡染表现将得到完全不同风

格的装饰效果；而手绘服装款式则能收获关于比例和形状的感受，中国传统的平面裁剪



之中，很多精髓内容都隐藏在比例和形状之中，具有文化、审美与技术的多重内涵。荀

子说“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我们在博物馆的学习当中真正经历了到从“见”

到“知”再到“行”，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求知过程，手绘的过程不可或缺，并且尤为

重要。 

 

 

 

手稿绘制：刘育红 



谢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方向/14 级： 

毕业临近，回想在博物馆的三年学习生活感触颇多。还记得第一次来博物馆时，老

师跟我说如果感兴趣可以天天来，从此开始了泡在博物馆的日子。点库和测量是我最喜

欢的工作，不仅能看到很多藏品，幸运时还可以听到贺老师讲服饰的结构、纹样和背后

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态度，这些话一直牢记于心。 

藏品的测量不是机械的数据纪录，在测量的过程中要用心更要思考，有些藏品外表

看似平常却暗藏小玄机。比如，起初认为苗族百褶裙的结构几乎一样，都是由褶构成的，

后来因为毕业论文的需要，测量了很多条馆藏的苗族百褶裙，在测量过程中，我发现褶

裥远比之前预想的要复杂，有很多种类型和组合。苗族女性用灵巧的双手制作出丰富的

褶形，使百褶裙的褶量更加充沛，满足了百褶裙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双重需求。 

忘不了看到心仪藏品时的欣喜，也忘不了和小伙伴们分享藏品上“小发现”、“小

玄机”时的激动，感谢在博物馆度过的那些充实而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的所学所看都

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手稿绘制：谢菲 



杨荟涵/艺术（服装设计与创新方向）/14 级： 

我清楚地记得，研一时初次在博物馆描绘图案的场景，那是一件晚清的暗红色缎面

女袄，它被庄重细致地平铺在桌面上，我小心翼翼地触摸，面料柔软舒适，纹样秀丽脱

俗，细腻的纹理上显现出岁月的斑驳。我趴在桌角认真地用铅笔对着衣服上的纹样写生，

感受着当时制作者的一丝不苟，想象着穿衣者的优雅端庄。 

我本来是一个浮躁多动的人，坐在博物馆描绘时，觉得世界是安静的，浮躁的心渐

渐平静，细细地观察、感受、体验和思考。在描绘这些服饰时，带着我的理解和感悟聆

听着属于她们的故事。周国平先生的散文中写过：“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

在博物馆和这些藏品深度接触的时候，我想我是不是也算接触到了这最好的境界，安静

之中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宝藏。 

马上要离开校园走进繁杂的社会，怀念也不舍，但是在博物馆的这份安静，我想我

会一直记着，并且努力的丰富自己，继续前行。 

 

 

手稿绘制：杨荟涵 



庄恺/艺术（服装设计与创新方向）/14 级： 

北服民族服饰博物馆从来不缺具有研究价值的藏品，而这其中的价值一半是来源于

藏品本身，另一半则是需要我们去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我相信每件藏品都是有故事的，

它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透过它们似乎可以看到佩戴者当年的神态。这就是我们去测量这

些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藏品的意义。这些测量的过程最终将化成一张

张手稿，上面的一笔一划都记录着绘制者对于藏品的一次次解读。 

在短短两年半的研究生阶段，我有幸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博物馆的藏品，并对其进行

测量，那种感觉是神圣的。我们穿上工作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将测量的藏品小心翼翼

地放在测量台上，一会儿拿起卷尺测量，一会儿又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整个过程就像

个仪式，好像是与藏品之间的一次深度交谈，而我绘制的手稿此时就像一份谈话记录，

上面清楚地记录着绘制者与藏品之间你来我往的对话内容。 

通过绘制藏品测量的手稿，我学到了对于绘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在藏品面前保持一

个谦卑的态度，要尊重和严谨对待每一件藏品，所谓态度决定一切。而手稿只是表现形

式，它能体现每个绘制者对藏品的不同解读，但不要忘记更重要的是努力挖掘藏品背后

的信息，让藏品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我对绘制手稿的最大体会。  

 



 

 

手稿绘制：庄恺 

 

李欣慰/艺术（服装设计与创新方向）/14 级：   

对我来说在博物馆学习的这段时光弥足珍贵，不仅见识了大量的民族服饰实物，更

有机会去学习其中的工艺技法。下图的扎染笔记来源于贺老师在暑期带我们到南通市二



甲镇进行蓝染实践的过程。我将每一天染制的面料效果以绘图笔记的方式记录下来，记

录着每一个扎法、缝法，以及染后的面料效果。我从每一次的实践中提取经验，避免下

一次犯同样的错误，我渐渐发现染色成品的效果变得“可控”了。到了第五天，我开始

尝试先绘制效果图，再去染制，发现基本上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当我再看到织金细密的蜡染、四印苗古老的纹样时，不仅仅是去感叹这些纹样从设

计到技法的精湛，而是从更深的层次感受到这是日积月累的劳动与技术改良后产生的

美。  

 



 

手稿绘制：李欣慰 

 

王思齐/艺术（服装设计与创新方向）/14 级：  

田野考察的时候，我习惯于将所见所感第一时间记录于本子上，在与当地手艺人的

交谈、民族手工艺的现场演示、民族服饰实物测量等过程中，我得到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并因此对民族服饰与手工艺等方面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和印象，回来之后再根据考察现

场的影像与音频资料加以客观的梳理，形成完整的考察报告。例如在贵州省安顺市关岭

县麻龙村地区对于歪梳苗的考察过程中，因为看到当地妇女出嫁时穿着的老衣服与现在

“流行”的本民族服饰之间的鲜明对比，我写道：“新的衣服没法看，但是当地妇女喜

欢”，直白的话语记录了我当时的真实感想。之后的考察笔记整理中，当我再看到这句

话的时候不禁引发了思考，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当地妇女的审美？是村寨内部的改变还是



外界带来的影响？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疑问，因此下一次考察之前，老师会

根据前几次考察的经验，带领我们将多方面的问题准备好，这样在与民族手艺人交流的

时候能够更有针对性，考察内容也会更加全面。这种系统化的田野考察研究方法对我今

后的学术工作具有很大的帮助，更是我研究生期间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 

 

 



 

手稿绘制：王思齐 

 

王星/艺术（服装设计与创新方向）/14 级： 

虽然现在相机随手可得，通过拍照可以快捷、真实的记录事物的形色。但是，俗话

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手绘图，尤其是透视图能够更加清楚

的对事物的结构进行记录，还可以快速记录尺寸，所以手绘还是不可取代的一种研究手

法。不论是在博物馆藏品的测量、田野考察的快速记录还是在一些课程结束后课堂笔记

的整理时，手绘都是我常用的一种记录方式。通过画图使我对研究对象的“形”和“体”

都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馆藏剑河苗族锡绣衣（藏品编号：MFB009351） 

上图是馆藏剑河苗族的锡绣上衣。在没有开始学习锡绣之前，我对它的印象仅停留

在制作工艺相当复杂、效果 blingbling 的极其闪耀夺目这种非常粗浅的层面上。后来



向一位来自剑河的苗族大姐学习以后才恍然大悟，大家都知道的挑花常识，实际操作起

来竟然有这么多门路！ 

 

馆藏锡绣衣细节图 

锡绣的第一步是在织纹细密的白布料上挑花，每一针都要数着经纬纱来操作，错一

针图案就会走样。这一切对于没有绣花基本功而且四百多度近视的我来说，无疑是一项

关于生理、心理、智力的三重挑战。后来苗族大姐发现她手速太快我根本开不清楚后，

贴心的为我画了走针说明图，愚笨的我才终于学会了挑花。 

 

苗族大姐帮我画的简易说明图 



 

苗族大姐画走针路线图 

在苗族大姐的指导下，初次学习挑花的我，用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绣出了第

一个卐字纹（虽然最后还是有一条线绣的超长了）。 

 

锡绣万字纹（刺绣：王星） 

课后，因为害怕时间太长忘记绣法，我选择了画图的方式来整理和记录了苗族老师

教的几种挑花方法。我选用带格子的坐标纸，来代表织物的经纬线，用方块和直线来代



表下针的位置和走向。因为剑河苗族的锡绣都是看着面料的背面挑花，所以下面的走针

图也都是背视的效果。 

 

手稿绘制：王星 

这样的记录方法非常的直观易懂，对于我这样的眼神不好的学习者来说是一个非常

好的方式。看着整理好的笔记，可以快速回忆起来挑花的步骤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