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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主要研究马勺脸谱造型因子提取方法及造型推演过程，并将因子提取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

中，对相应设计方法和思路进行验证。方法 首先在研究史料及实物资料基础上，从谱式、纹饰、色彩

以及线条 4 个方面进行整体特征分析；其次，基于典型样本，用因子分析法提取谱式、色彩及纹样等关

键造型要素，并在此基础上以形状文法进行形状推演。结论 该方法解决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产品设计的

结合，并以实例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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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of Mashao Facial Form Factors Based on the Samples 

HE Xue-mei, LYU Jiao-li, CAO Ting-lei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extraction method and deduction process on the form factors of Mashao facial is researched mainly, 

and applied in modern design of cultural product with the factor extrac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sign methods and 

ideas are verified. First, it analyzes and compares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type, pattern, color and line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data and real data; secondly, extracted type, color and pattern elements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based on the 

typical samples, and carried on shape inference through the shape grammar based on the above. The method solve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cultural and the modern product design, and a case is completed to illustrate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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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马勺脸谱文化起源于陕西省宝鸡市凤

翔县，是由民间传统的社火脸谱发展而来的，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1]。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

师李继友先生将传统的社火脸谱绘制在木马勺上，使

得社火马勺脸谱逐渐成为一种装饰艺术品。社火马勺

脸谱最初是祭祀活动中先民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和敬

仰的一种体现，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富有美学价值的

民间手工艺。陕西社火马勺脸谱采用鲜艳的颜色，通

过线条、图案的间隔和穿插，色彩巧妙的组合和分布，

在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有统一，既对比强烈，又和

谐统一，使得人物特征明确，加上图案具有原始图腾

的风格，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和完美的艺术效果，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和极高的研

究价值[2—3]。 

社火马勺既是民间工艺美术的创新也是民俗应

用的回归。以马勺脸谱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实物

及图片资料的深入研究与分析，从马勺脸谱实物及图

片入手，分析马勺脸谱造型元素，归纳与总结造型元

素特点，用因子分析法提取马勺脸谱造型中的谱式、

色彩、纹样等，并将其运用到现代文具产品的设计中，

尝试将能够表达文化内涵的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符

号引入到产品设计中[4]。 



第 38 卷  第 8 期 贺雪梅等：基于样本的马勺脸谱造型因子提取 183 

 

1  研究方法及思路 

基于马勺脸谱的实物资料和相关史料研究成果，

运用历史学、文化学、设计学等基础理论，以分析比

较、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从马勺脸谱的风格特征和

艺术表现形式入手，总结出马勺脸谱的自身特点，结

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进行创新，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

代设计理念相融合。 

结合文献法、观察法、实地考察法、跨学科研究

法，了解马勺脸谱造型的相关资料，分析、综合、比

较、归纳史料，进行马勺脸谱造型艺术特征、文化背

景研究以及装饰艺术的研究。 

运用因子分析法，在资料分析和研读的基础上提

取马勺脸谱造型特点，并以图表形式进行解析和语义

描述。 

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所选取的马勺样本按特质进

行归类，揭示其内在规律，理清关系。 

运用形状文法，对马勺脸谱型纹样特征进行形状

推演，提取其造型特征，并进行设计应用。 

2  马勺脸谱特征分析 

马勺脸谱是陕西所独有的民间文化，因此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社火马勺脸谱形象成千上万，让观者眼

花缭乱。就目前常见的社火脸谱来看，其形象庞杂而

多样，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总体可分为

三大类：一是民间神话宗教人物，二是历代历史演义

小说人物，三是陕西地方戏曲剧目人物[5]。马勺脸谱

色彩鲜艳、纹饰繁复、对称性高。由特定的谱式和纹

样幻化出形象各异的脸谱，其粗犷不羁的艺术特点充

分反映了黄土高原百姓的豪爽与耿直。本文搜集了大

量实物及图片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用图表分析法，

对其典型样本进行特征归纳，马勺脸谱形象特征分析

见表 1。 

表 1  马勺脸谱形象特征分析 
Tab.1 Analysis of the Mashao facial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形态
特征 

  

色彩 
红色为主色，加入绿
色、蓝色等对比较强

烈的色彩 

黑色为主色，红、
蓝、绿为主要辅助

色 

黄色为主色，辅助
色有邻近色红色，

对比色绿色 

蓝色为主色，辅助色
有邻近色绿色，对比

色红色 

绿色为主色，辅助
色主要是其对比

色红色。 

纹饰 蛇纹、梅花纹、瓦片
纹、点纹 

宝珠纹、太极图、
旋纹 

金钱纹、梳子纹、
点纹 

太极图、云纹、火苗
纹、兽纹 旋纹 

线条 线条绵长、卷曲，起
伏较大 

线条流畅、曲线较
多 

长、短线结合，线
条粗细变化丰富 

块面明确，线条以弯
曲短线为主 

线条长短不一，粗
细变化丰富 

总结 样本中马勺脸谱特征：色彩浓重，对比强烈；纹饰繁复，形态多样；线条卷曲，变化丰富；左右对称；风格
不一；造型古朴。 

 

3  马勺脸谱造型因子提取 

3.1  谱式因子提取 

马勺社火脸谱的谱式概念是民间手工艺人经过

无数代人摸索和经验提出的。艺人在绘制大量脸谱时

为了便于记忆，按一定规律总结出不同谱式，形成类

型化、程式化的绘画方法。社火脸谱谱式依据角色身

份和性格等不同可将脸型分为对称型、破型、旋型、

固定型、立体型五大类，马勺脸谱谱式因子提取见表

2。在马勺脸谱中，一般多采用对称型谱式，形成了

马勺脸谱左右高度对称的艺术特色。 

3.2  色彩因子提取 

色彩是社火马勺脸谱最重要的视觉元素之一。它

不仅能够给观者以强烈视觉冲击力，而且还是用来表

现所塑造角色身份、性格的重要工具。色彩处理上，

民间多以大红、大黑、大绿、大黄为基调，间以粉红、青

紫等色，或以黑、白两色为各鲜艳色彩的间隔介色[6—7]。

马勺脸谱色彩象征性意义鲜明，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伦

理内容：红为忠勇白为奸，黑为刚直青勇敢；黄色猛

烈草莽蓝，绿是侠野粉老年；金银二色色泽亮，专画

妖魔鬼神判[8—9]。  

 根据研究需要以及前期特征整体分析，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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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较典型的马勺脸谱作为样本，对这 30 个样本运

用聚类分析法进行色彩分析。 

根据对样本的分析及对相关资料的研究，可以发

现红花脸是马勺脸谱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进一步运用

观察法、比较法、和因子分析法对红花脸马勺脸谱中

的主要色彩进行提取，以期取得最具特点的色彩，红

花脸马勺脸谱色彩因子提取见表 3。除此之外，渐变

色在马勺脸谱中的运用也是一个显著特点。一些纹样

采用同一色系中几个层次的色彩，形成有变化的色

阶，马勺脸谱渐变色见图 1。 

表 2  马勺脸谱谱式因子提取 
Tab.2 The type factor extraction of Mashao facial 

对称型 破型 旋型 固定型 立体型 

  
 

包公 
关羽 

赵公明 
 

 

忠正            刚强             凶恶             固定             凶恶 
庄严            勇猛             残暴             特定             狰狞 
尊贵            不稳重           卑贱                              怪兽 

表 3  红花脸马勺脸谱色彩因子提取 
Tab.3 The color factor extraction of red Mashao facial 

 红花脸马勺脸谱 

色彩图例样本 

  

色彩一次提取 红/深蓝/浅蓝/白/黑/
中黄/绿/粉 

红/深蓝/浅蓝/白/黑/
中黄/绿/橘 

红/深蓝/浅蓝/白/黑
/中黄/绿 

红/深蓝/浅蓝/白/黑/
中黄 

色彩二次提取 红/黑/蓝/绿/黄/白 

 

图 1  马勺脸谱渐变色 
Fig.1 The gradient ramp of Mashao fa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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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纹样因子提取 

纹样是马勺脸谱另一重要因素。马勺脸谱纹饰、

图案使角色具有更高辨识度，也使马勺脸谱色彩纹饰

更为丰富，并具艺术观赏价值。陕西社火马勺脸谱纹

样稚拙、造型夸张豪放，既细腻柔和，又粗犷雄壮。

陕西马勺社火脸谱以其特有的符号形式，给人以强烈

的视觉冲击，展现着当地的文化 [10—11]。基于前述典

型样本，对马勺脸谱常用纹样加以归纳，马勺脸谱纹

样因子提取见表 4。 

表 4  马勺脸谱纹样因子提取 
Tab.4 The pattern factor extraction of Mashao facial 

宝珠纹 
 

佛手纹 
 

太极图 
 

火苗纹 
 

梅花纹 
 

梳子纹 
 

 点纹 
 

 旋纹 
 

金钱纹 
 

月牙纹 
 

 兽头 
 

 云纹 
 

 

4  马勺脸谱造型因子设计应用 

4.1  造型因子选择 

马勺脸谱不仅是图案设计，而是更加整体的展示

其造型思想和理念、整体色彩的搭配和个性的塑造。

根据以上对色彩、纹样因子的分析和提取，并基于形

状文法对基本图案进行推衍。最终，以马勺半型为谱

式，选取红、黄、蓝、绿等色彩因子，提取旋纹、宝

珠纹等具代表性且较简洁的纹样并加以变形，得到造

型因子衍生基本元素，见图 2，后续图案构成即是这

几种元素的不同组合。根据马勺脸谱中不同部位常用

的图案习俗对基本元素加以组合，最终得到马勺脸谱

衍生图案，见图 3。所确定的图案符合马勺的基本型，

其配色展现了马勺豪放、夸张且绚丽的特点。图案有

较高的辨识度，是对传统马勺图案概括的简化、提取。 

 

 

图 2  造型因子衍生基本元素 
Fig.2 The basic elements deduction of form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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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马勺脸谱衍生图案 
Fig.3 The patter deduction of Mashao facial 

4.2  设计应用 

基于以上衍生结果，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完成马勺

文具套装设计，文具套装设计见图 4。该套装产品内

含线圈本 1 册、便签 3 本、笔记本 1 本、信封 1 沓（10

个）、笔盒 1 个、钢笔、铅笔各 2 支、胶带 3 卷。套

装使用黑、白两色为主要色彩，红、蓝、黄、绿及其

相似色为辅助色彩。由于文具产品造型设计的约束和

限制，设计实践重在衍生图案的合理应用。在线圈本、

便签、笔记本及胶带的设计中，主要是对衍生图案的

分割、重组，使设计效果充满生气、活泼、灵动。同

时便签与胶带使用相同辅助色，即马勺中主色：红、 

 

图 4  文具套装设计 
Fig.4 The design drawing of stationery set 

蓝、绿，为了使色彩不致突兀，更为柔和，降低了其

明度、纯度。信封、笔盒、笔的设计主要是基本元素

及衍生图案的线型排布，符合产品的形体。产品整体

朴实大气，却又注重细节、精致优雅。成套系的文具

设计使得产品更具品质感、档次更高。 

5  结语 

从陕西马勺脸谱入手，提取马勺脸谱造型因子,

并运用于现代文具设计中，结合大众审美需求， 以

创新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运用图案学、构成学的知

识，并考量传统文化中色彩、纹样的情感象征，以文

具为载体，重现民间传统文化与民族情感的光辉。探

索当代社会背景下文创产品的发展，以及传统艺术与

现代设计思想方法的结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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