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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秦绣图案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创意实践 

秦娅娜 
（长沙学院，长沙 410001） 

摘要：目的  进一步理解传统秦绣作为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使用其造型元素进行合理化创新，实现民
间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上的艺术探索。方法 以传统秦绣图案纹式造型特点为研究基础，通过对影响其
意义传递的 3 个要素进行分析，来提炼代表性的设计元素进行设计实践。结论 对于传统秦绣图案艺术
特色的总结和设计实践的尝试，有助于保护和传承这一民族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为了让它更好地与现
代社会和现代手段相融合，提高其表现力，运用新的形式进行符合时代审美情趣的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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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Qin Embroidery Patterns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QIN Ya-na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Qin embroidery as a folk art, it uses the Qin em-
broidery′s elements to innovate, applicate the folk elements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 U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embroidery pattern style of Qin as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in order to extract the representative design elements to do design 
practice, it analyzes thre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s the expression of Qin embroidery′s patterns significance. To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Qin embroidery and do design practice are beneficial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cultural, also they can im-
prove graphics performance, make the patterns become more accord with modern aesthetic. 
KEY WORDS: traditional Qin embroidery; pattern; modeling features; modern graphic design; creation  

传统秦绣是陕西地区的民间刺绣，具有典型的

地域民风特征，其图案造型夸张生动、稚拙有趣，

具有强烈的识别性和内聚性[1]。它的这些特质在不断

寻求新设计语言的今天，显得十分珍贵，设计是一

种积极的文化行为，创造的过程不能仅仅依靠娴熟

的技术，更需要内在的“驱动力”,即文化根基。将艺

人们千百年来在劳动中总结的经验与现代思维结

合，不仅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而且它对于认识现

代平面设计中的图形问题也有着极大的启发性。 

1  传统秦绣图案中设计意义的传达 

如果将传统秦绣图案看作传递某种信息的图像

符号或视觉语言，它的意义是如何为人们所感知

的？有 3 个基本因素对其图形意义的传达起着重要

作用。 

1.1  图形含义与组织结构  

一般来说，人们通过认识事物外部轮廓及其整

体与部分关系来感知形态，这些特征也称为事物的

结构性，离开了结构，就无法获知一个形态的意义[2]。

结构的组织作用见图 1（图片摘自《岁寒三友》），第

一个符号在没有任何结构背景的情况下是很难确切

被人感知的，当它被分别纳入两个不同的组织结构

中时，就出现了同一个符号代表两个完全不同意义

的情况。又如枕顶见图 2（图片摘自《母亲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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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际上是借着石榴籽与孩子的组合代表了人们对

于多子多孙的期盼，可若是按照常理分析，其实是

无法理解石榴中为什么生出孩子的。该纹饰是根据

一种联想的构成方式，将两个原本并不相关的图形

结合起来。在这个纹式中，恰当的意义运用成为结

构体系组织图形的关键，图形意义因此起了本质变

化。实际上，在大量的传统秦绣图案造型中，若是

单独分离观察图形，是无法十分准确理解整个纹式

本身的，只有将图形结合到结构中去，才能让人们

真实感受到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1.2  图形含义与同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秦绣图案形态可以区分

为两大类：再现外部形态和抽象形态。前者直观描

绘了物象本身的面貌，其含义可以被人们从中直接

把握；而后者对于事物具体性状的表现却是模糊而

写意的，确切地说这类图案只是一种形式符号。若

是继续使用再现艺术观去理解它们，是很难理解其

内涵的，可是从这些图形中，观者却可以感受到一

种对世界秩序和思想观念的理解，究竟这些抽象视

觉符号与这些感官体验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这就

是同构关系，即一种抽象视觉符号把握客观世界的

方式。这种所谓的“同构关系”指的是事物之间的

关系，是连接艺术与现实、人类与自然的一座桥梁[3]。

如百花帐在陕西民俗中是用来献给神庙的，它由很

多部分拼接而成，每一个拼接图形中的符号都代表

了某种特定含义。如八卦鱼，它代表了原始生存宇

宙观念，“如意”纹代表了生生不息和生命永生的原

始观念。多数图形与现实生活中的形态有差距，其

造型方法充满了自由的想象力，不是对客观世界简

单、直观地反映，而是受民间心理的铸造和规范的

影响[4]。在这里艺术并非是自然的替身，而是传递精

神活动的特殊途径，是人们情感交流的方式和心灵

对话的语言[5]。 

1.3  图形含义与情景逻辑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都十分注重“意义”的表达，

这些装饰所蕴含的意义是民间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所

形成的一整套完善的思想体系和审美理念，它积淀

了丰厚的文化内涵[6]。不仅如此，民间图形的意义还

随着地域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图腾崇拜是

人类历史上所共有的文化现象，每个地域的人都有

崇拜对象，有崇拜动物的，有崇拜植物的，这是地

理环境、民族心理、人文气息带来的差异。民间图

形承载着密集的地域性信息，这是一种地域文化的

标志，后世所有风俗礼仪均可追溯到这个源头[7]。苗

绣图案中龙的形象见图 3（图片摘自《岁寒三友》），

它们与图 4（图片摘自《母亲花儿》）中传统秦绣中

龙的形象显然有些不同，尽管龙形在普遍的民间符

号中，都具有吉祥寓意，但是由于不同地域对龙的

理解有差别，因此从不同情景中溢出的情感是不同

的。比如在苗族的普遍认知中，龙是受人尊崇的吉

祥神物，它可呼风唤雨，使五谷丰隆，也可赐人儿

女、金银，使家族兴旺；但是在传统秦绣中，龙表

现出的却是一种美好的祝福，是婚姻的主题表现。

特别是在图 4 中，新郎乘着龙，新娘乘着凤，其意

义就更加通俗浅显了。两种刺绣产生在不同的地域

环境，这种环境力量在每处人们的心灵深处积淀和

延续，构成文化发展的链条，即“情境逻辑”，它反

映在图形创造上，就带来了不同的诠释和表现。 

 
图 3  苗绣图案中龙的形象  

Fig.3 Dragon in Miao embroidery 

 

图 4 童棉背心  
Fig.4 Children cotton vest  

2  图案造型的重构创新启示  

图案的变化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演

图 2  枕顶  
Fig.2 Pillow top   

 

图 1  结构的组织作用 
Fig.1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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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和发展，因为艺术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内在的，强

调其文化精神的传承[8]。存在于传统秦绣中的图形艺

术符号正是陕北民俗文化应用和传承的反映，它是

人们生活实践的产物，表达了人们的情感和愿望，

背后沉淀了人们对生命的感悟[9]。通过对影响图形意

义传达的 3 个要素进行分析，有助于设计师从深层

面上理解这一民间文化，合理地提炼设计素材进行

创新，达到与现代设计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目的。

这里的实践选择了秦绣中代表性的图形元素进行平

面设计的尝试，根据每类元素独特的民俗内涵，进

行了合理拓展和延伸，主要分为 5 个系列，即动物

系列、植物系列、人物系列、拟人化物系列和抽象

几何纹式系列。  

2.1  动物图案创意设计 

在陕西传统秦绣中，蟾蛙及“五毒”族群形象

的表现是十分集中而突出的。这些动物虽然难称美

丽，但是它们的表现实际上是对原始先民们生命保

护和图腾崇拜观念的体现。 

蟾蛙纹与鸟纹、鹿纹、鱼纹同属新石器时期的

四大图腾，反映了世代绵延的女娲崇拜[10]。一般这类

纹饰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其周围往往还分布着蜥蜴、

蛇、蝎、或蜘蛛，称为“五毒”纹，它们是作为保

护之神出现的，有生命保护的寓意。动物系列见图 5
（图 5—9 均由笔者绘制），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

从不同构成方式来展现纹式所蕴含的原始美。图 5
左边的设计主体以蛇为设计原型，以“贯钱纹”作

为设计的基本组合元素，通过基本元素的排列变化

来表现蛇灵动、柔软的身体特征，因为蛇在传统秦

绣中是作为有生命的活体而存在的，体现其动态特

点正是为了表现它的生命体征。图 5 右边的组图是

“五毒”族群系列设计，这部分的设计主体是“蟾

蛙”，旁边饰以蛇、蜘蛛、蝎或蜥蜴的形象。图形设

计得十分稚趣，与这些动物在生活中的狰狞形象形

成了鲜明对比，对称和不对称的设计效果更是增加

了图案的趣味性。 

2.2  植物图案创意设计  

在传统秦绣作品中，有着相当一部分题材是体

现传宗观念和多子观念的，这与旧时西部农村闭塞、

生产力低下、孩子成活率不高有很大的关系。艺人

们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更注重眼前的基本生活，荣

华富贵对他们来说太远了，多子多孙才是真实的。

在这类表现题材中，运用较为广泛且造型最具典型

性的是“葫芦生子”及“石榴生子”纹式，通常在

纹式中，果实部分的造型被夸大，鲜艳饱满的籽粒

凸显画面，传达出多子多福的内蕴。 
植物系列见图 6，正是 以这两种代表性的植物为

主要设计元素，植物果实是重点表现对象。图 6 左

边设计使用概括造型法，将石榴轮廓简练地勾勒出

来，造型采用平面化方式进行处理，同时夸大石榴

籽粒，在画面中形成鲜明突出的视觉效果，其他纹

式的规整排列也增加了画面的构成设计感。图 6 右

边的组图中，葫芦作为表现主体，其外形被色块和

色带分割，具备现代的设计感，富有装饰性的线与

点使得图形变得丰富多彩，变化多样。 

  
 

  

2.3  人物图案创意设计 

陕西是秦腔的发源地，除此之外还有碗碗腔、

老腔、花鼓等地方戏曲的存在，这些戏曲发源久远，

曲目繁多，它们成为了刺绣艺人创作灵感的来源之

一。此外教化民众的封建礼教故事也常常出现在秦

绣中，但艺人们的想象往往不会被它们背后的历史

意义所限制，他们往往认为这是对“真、善、美”的追

求体现。在这些题材的绣品中，人物造型具备活泼

稚趣、神情俏丽的特征，创作手法洗练、自由。 
人物系列见图 7，设计元素主要取自戏曲和礼教

故事中的人物形象， 有“锯树留邻”、“穆桂英挂帅”、

“刘海戏金蟾”等，生动的人物形象憨态、稚气，丰富

的画面场景让人充满想象。 

2.4  拟人化动物图案创意设计 

拼接造型法是传统秦绣的典型造型方式之一，

尤其是人与动物的拼接造型在其中出现的比例很

高，实际上这是动物拟人化的一种表现。人头鱼身

纹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强烈地使人联想起新石

器时代彩陶上的“鲵鱼”纹。这种纹式往往被赋予

人的感情和思想，具备丰富的人类表情，甚至具备

了人类的眼、耳、口、鼻特征。 

图 6  植物系列 
Fig.6 Plant series  

 

图 5 动物系列 
Fig.5 Animal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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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人化动物系列见图 8。图 8 左边的设计是将几

何元素与鱼的外形轮廓结合，几何菱形是绣在鱼身

上的鳞片造型，通过排列组合形成画面疏密的对比

效果。图 8 右边的组图主要是鱼、莲、人的组合设

计，人与鱼、莲组合时，并不出现完整的脸部特征，

而只出现部分的五官，显得画面的装饰趣味十足。 

 
 

 

2.5  抽象几何图案创意设计 

具备特殊含义的抽象几何纹式在传统秦绣中是

频繁出现的，它们在图形表现中不是主要对象，但

是它们的存在与民俗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是可借鉴

的极为丰富的宝库。 
抽象几何纹式系列见图 9，运用构成中的重复和

近似构成原理，将秦绣中几何纹式进行排列组合，

辅之以色彩的穿插变化，使得相似的图形产生了无

限的变化可能。图 9 左边的设计是以十字八角花朵 
作为基本形展开的，色彩明快，鲜艳亮丽，具有现

代风格也不失传统韵味。图 9 右边的组图分别是万

字纹、喜字纹、盘长纹、如意纹的变化形式，通过

合理的变化拓展，形成了具有现代意味的图案造型。 

             
图 9 抽象几何纹式系列 

Fig.9 Geometrical figure series 

3  结语 

传统秦绣作为民间艺术，有着强烈的历史文脉

和个人创造性[11]，在保留民间艺术文化内涵的同时，

对其造型进行创新，使之更符合现代审美，有助于

在借鉴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平面艺术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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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拟人化动物系列 
Fig.8 Personified animal series  

 

图 7  人物系列 
Fig.7 Character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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