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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绣纹样的美学特征与再生设计应用研究
朱　熙　杨济铭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一个富有智慧和崇尚美的民族。羌族刺绣简称羌绣，是羌民族文化的艺术结晶，在图案设计、

纹样设计、色彩运用和刺绣技术等方面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2008 年，羌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和保护羌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高羌族文化产业经济价值，从纹样美学特征、电子化数字化保护非遗纹样文本

等进行探究。同时提出一种纹样电子提取、形状文法结构的再生设计的创新方案。将传统的羌绣图案纹样进行再生设计、发扬传统民族

文化、建立民族自信的同时，又与时俱进，设计探索创新符合当代审美的文创产品设计。结论：对传统羌绣纹样，运用电子提取、形状

文法结构的再生设计的创新方案。将纹样图案应用到不同形式的设计产品载体中、使纹样创新设计方案有机结合，形成具有羌族文化内

涵的文创产品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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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羌绣概述

羌绣继承和发扬古羌族的文化特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司马

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写道：“禹兴于西羌。”大禹开创中

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朝代——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

部族联盟在黄河流域建成的一个统一大国。这种从远古时期一直

延存数千年之久的民族，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更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化石”。在岷江上游的羌族历史悠

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羌绣是最能体现羌族自身内涵和魅力的一朵奇葩，也是承载羌族

文化精髓的物化代表和象征。羌绣伴随羌族的发展，虽然历史起

源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确信，早在明清时期，羌绣就已经在羌

族中盛行。羌族刺绣，常绣于腰带、围腰、鞋子、头帕、袖口、

衣襟、甚至袜子、鞋垫上，具有较高的装饰效果，文化、宗教内涵。

在羌族的不同区域，羌绣图案纹样和色彩运用也存在或多或少的

差别，从而形成了羌族丰富多彩、内涵深刻的文化。

二、研究现状和背景分析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一个富有智慧和崇尚美的

民族。羌族刺绣简称羌绣，是羌民族文化的艺术结晶，在图案设

计、纹样设计、色彩运用和刺绣技术等方面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和民族风格。羌绣继承和发扬了古羌族的文化特质，其图案选材

来自大自然和现实生活，但现代的羌绣仍然可以寻觅到古羌文明

的踪迹。在四川茂县、理县出土的彩陶盆和彩陶瓶上的花卉纹、

蛙纹与羌绣满襟围腰上的图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羌绣作为一门

学科来研究，首先应对它有一个明确的学科界定。在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羌绣被列入“传统美术类”，它

属于艺术学科范畴，是一门集技术与艺术于一体的装饰工艺美术

边缘学科。它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将现在人们日

常生活用品进行再装饰，也就是把羌绣纹样图案工艺与现代人们

的日常生活用品进行整合，设计出带有羌族文化特色的日常生活

用品来。内容涉及绘画艺术学、设计艺术学、现代工业产品设计学、

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

目前，羌绣的传统纹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大力开拓。区

域文化主要原因因为新一代的年轻人纷纷离乡，去往其他城市学

习和工作、安家。愿意留在家乡从事传统文化、传统羌族刺绣的

传承人越来越少。社会文化的进步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交融越

发明显，从而使少数民族的文化继承在年轻一代越发弱化。所以

本文研究是基于一种现代化的数字图像纹样保护方法，将羌族刺

绣图案纹样进行数字化保护非遗传承纹样的方法。同时，也要进

行民族文化传承图案纹样的重新再创造，才便于在现代的设计当

中去应用和传承它。

三、羌绣图案纹样的文化内涵

纹样，我国古代称“纹镂”，现在称“图案”“纹饰”“花

纹”“花样”和“模样”。图案是指图和案的结合。图是指的图形、

图像，案指方法、手段，二者合起来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形成的

图形和图像就称为图案。羌绣图案纹样是羌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实

践过程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一种图案纹样，它有明确的装饰对象，

是装饰性和实用性并存的一种艺术形式。羌绣图案纹样图案与种

类和题材，主要反映了羌族的生活和自然景物，所绣之物秀丽精致、

富含寓意，如“石榴送子”“凤穿牡丹”“金瓜向阳”“四羊识宝”“十二

生肖”“金瓜连环”“藤穿牡丹”等等，都有其对应的文化内涵。

羌绣的纹样图案都体现其宗教文化和生活文化，除开上述所提到

的植物类的纹样，还有许多动物类的纹样图案，羌族人民的生活

和动物也是息息相关的。动物不仅满足了他们衣食的需求，也给

予了这个古老民族一种精神寄托和安慰。羌绣图案纹样中的动物

形象有羊、蝴蝶、蝙蝠、飞蛾、鱼、喜鹊、狮子、猫、凤凰、龙、

麒麟等。其中，羌族对羊图案纹样的崇拜，也是非常重要的图腾

文化体现之一，同时也反映了羊主题纹样在羌绣中的宗教文化。

四、羌绣图案纹样的形式美规律

（一）羌绣纹样的形式美法则

羌绣的图案纹样都有一定的组织规律，表现手法是将一定的

图形按大小、位置、方向、色彩等进行组合、排列，通过组合排

列的方式形成多样的图案，表达丰富的文化意蕴。在羌绣纹样中

常用的形式规律法则有条理与反复、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

对比和调和。

有条理是指有条理和顺序秩序感，反复是指往返和重复，两

者相结合，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距离、位置，往返重复有秩序

的安排图案的纹样。

对称和均衡构成是指以基本元素为要点在各个要素之间以一

点为中心，取得左右、上下处于同等、同量、同形的一种平衡协

调关系。图案纹样的形式分为：垂直轴为中心的左右对称、水平

线为基准的上下对称、以中心点为基准的放射对称。

节奏和韵律是以一种有节奏的律动感来表现的，图案纹样的

组织、结构形式，体现出音乐的律动感和节奏感。这种节奏和韵

律感有一种律动中又反复的秩序感。这种重复有律动感的纹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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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现代装饰意义，特别适用于羌绣的现代产品设计上。

对比与调和构成整体美感，在羌绣图案纹样设计中根据图形

的形象、色彩、体量、组织、排列、肌理、线条等，运用互补与

衬托等方法，突出图案纹样的特征与个性，增强艺术感染力。在

图案纹样的组织构造中利用对比的手段，让画面变得更生动、富

于变化。羌绣图案纹样的设计就是以个性鲜明的造型、对比强烈

的色彩来展示自己的特性，极具特色的图案形式。

（二）羌绣纹样的形式分类

羌绣纹样的构图形式分类，装饰形式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

纹样、四方连续纹样、适合纹样几种主要类型。

单独纹样是独立存在、独立运用的图案形态，是不受外形制

约的一种个体组织形式。如手巾纹样、壁挂纹样等。

二方连续纹样是将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向右或上下作连续性重

复排列的一种图案组织形式。这种纹样形式在羌绣的头饰、服装

等上运用广泛。

四方连续纹样是以一个单元纹样向四周重复排列、延伸而组

成的纹样。常应用于羌绣中的头帕纹样、儿童口水肩纹样、通带

纹样等。

适合纹样是把图形组织在一定的外形轮廓中的一种特殊图案

形式。外形可以是方形、圆形、三角形、不规则形等。羌绣图案

中基本是适合纹样，纹饰设计都是以生活中的实用品为依托进行

的。如衣服类、头饰类、腰带类、鞋类等的图案都是适合纹样。

五、研究框架、研究流程

（一）研究框架

研究内容包含三层；第一层，建立羌绣特色文化符号体系；

第二层，电子化数字纹样核心提取，羌绣纹样数字创意产品体系

建立；第三层，运用形状文法和现代设计规律，建立羌绣纹样数

字创意产品开发策略。最终将纹样创新方案应用于相关文创产品

上，形成富有羌族纹样图案特色的文创产品。

（二）提取羌绣纹样图案的元素和基本方法

羌绣图案纹样运用电脑电子化提取，核心纹样纹理基本图形

元素运用形状文法演变组成基础元素图形形状。以一个单元纹样

提取为基点，从文化内涵、纹样形态结构骨骼进行分析归纳，综

合设计出图案纹样的核心纹样元素。再以核心纹样元素为基础，

用骨骼和构成方式形状文法则进行组合操作。最后完成从核心纹

样到基本图形元素的演变过程。

羌绣纹样主题丰富，纹样包含动物、植物、纯装饰性纹样，

纹样布局多以米字格对称或左右对称为主。选取杜鹃花纹样提取

核心纹理，杜鹃花又名羊角花，在羌族文化中象征姻缘。形态在

羌绣中已经被抽象化，几何概念化的进行组合。这种重复构成，

在羌绣几何图案纹样中的运用比较常见。杜鹃花的纹样骨骼拆分

中，按米字型骨骼拆分。拆分之后分为四瓣花瓣，将花瓣分为两

部分。原始纹样中花蕊由四个正方形组成，基本组成元素为独立

正方形。

六、再生设计的应用

通过纹样提取形状文法骨骼结构，这种纹样元素结构提取的

组合搭配可以得到多种规律性衍生结果。如杜鹃花纹样，纹样形

态多次运用形状文法中的镜像、平移和旋转等规则，得到基本图

形元素的组合。最终通过米字型布局周边，采用多次移动、缩小、

旋转基本图形的方式组合图案，最终得到纹样的方案。通过这种

方式，基于形状文法的创新纹样方案设计过程，最终为纹样的花

朵形成花团的效果。提取出的元素纹样，在上色施以不同明度的

红色系花朵颜色，对应其羌族杜鹃花的“姻缘”之意。将这种在

创新之后的设计纹样应用到文创产品上，清新雅致，更符合当代

的审美，也符合羌绣杜鹃花“姻缘”的主题。

七、结语

羌绣这朵民族艺术奇葩，因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受到世人爱戴。

在研究羌族刺绣纹样的同时立足羌族文化，探索羌绣的特征和内

涵。运用电子数字化纹样提取方式进行研究、形状文法结构的再

生设计的创新方案。将传统的羌绣图案纹样进行再生设计、发扬

传统民族文化、建立民族自信。与时俱进，设计探索创新符合当

代审美的文创产品设计。这种电子化提取拆分图案、形状文法的

结构变化可以通过电脑计算机软件 AI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进行

实现。这对传统羌绣纹样，运用电子提取、形状文法结构的再生

设计的创新方案应用有现代科技突破性的研究进展。同时，纹样

图案应用到不同形式的设计产品载体中、使纹样创新设计方案有

机结合，形成具有羌族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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