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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以宝相花为例的中国传统纹样的抽象化衍生思路，以实现传统装饰纹样的传承与创新。

方法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揭示其发展脉络和构图特征规律，结合现代视觉元素的抽象化图形的创

新方法，对提取的基本图形进行抽象化衍生实验。结论 传统纹样大多是以物像的具象化而产生，现代

抽象图形则是对物象的创新和夸张的表达，两者者的结合不仅可以赋予现代抽象图形文化内涵，还可以

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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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Abstract Derivative Design of the  

Tang Baoxiang Pattern 

LI Xuan-gui, YANG Xiao-yan, JI Gang, LI Xue-qi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h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ttern of abstracts derived from Baoxiang flower, so as to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Based o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bstract, combined with modern visual elements of the abstract 

graphics of the innovative method, the extraction of the basic graphics abstract derived experiments. The traditional pat-

tern is mostly produced by the concrete image of the object, the modern abstract graphics is for the image of the innova-

tion and exaggeration of the expres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an not only give modern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b-

stract graphics, but also can achieve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pattern; Baoxiang flower; abstract graphics; derivative design 

图形纹样自古就有民族、时代、传统、习惯的差

异，因此其形态变化多端、形态各异，同时反映了各

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化和美学等观点[1]。中华文化

产生初期，强调纹饰、图形的作用，并以各种形式存

在，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传承与发展，甚至成为一

个时代的标志[2]。唐朝是我国历史上 为开放与繁荣

的时代，各种文化大量涌入、兼收并蓄，装饰纹样也

受到时代的影响，融合了大量的动物、植物装饰纹样

元素和装饰风格，逐渐变得繁复奢华，形成了诸多具

有时代特色的装饰纹样。 

1  宝相花纹样的来源与发展 

“宝相”是对佛像的尊称，宝相花又叫做“宝仙

花”、“宝莲花”，其原型来源于莲花，但又不拘泥于

原型，结合诸多其他元素，可以根据载体的性质和

内涵而改变、添加和替换其中的纹样元素。宝相花

纹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传入了中国，其造型源于

莲花。在古埃及，莲花被人们称为“圣洁之花”，受人

们的尊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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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莲花被佛教寓意为圣洁和吉祥，是圣人、

佛陀和修行者理想圆满涅槃的象征。唐朝时期广泛吸

收外来文化，莲花的运用达到了极致，造型更佳饱满，

花瓣层次排列，整体显得雍容华贵[4]。 

北朝时期的莲花纹样多选取以正面的俯视角度，

圆形莲蓬多在中心处，花瓣向四周放射排列。隋代的

宝相花纹样开始融合其他多种花型，除莲花外，还融

合了牡丹、梅花、菊花、葵花等，造型更丰满。到了

唐代，宝相花多以平面团花的造型出现，有时也结合

其他纹样，组合成为新的团花，例如回纹宝相花，宝

相花纹演变分析见表 1。 

表 1  宝相花纹演变分析 
Tab.1 Evolution analysis of the Baoxiang pattern 

时期 北朝 隋 唐 

纹样 

  

名称 
莲花纹 

高脚瓶 
莲花瓦 

洛阳莲 

花方砖 

三彩宝 

相花纹盘

 
从以上的发展历程来看，纹样从简到繁，随着时

代特点融入了新元素[5]，但其基本构成一致，对称、

发射和连续的图案使得莲花造型纹样充满魅力。 

2  现代抽象图形 

抽象绘画是抽象图形语言的前身。20 世纪开始，

画家脱离了“模仿自然”的风格从而转向更能够表达

复杂情感和寓意的抽象绘画，之后逐渐发展到简练抽

象的构成主义，乃至点、线、面的艺术。例如代表人

物康定斯基就被誉为抽象艺术的开山鼻祖。 

现代图形普遍具有抽象的概念，同时又突出了抽

象图形的象征概念[6]，简练、几何化的造型同时又具

有丰富的语义与内涵，类似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

念。现代图形艺术不仅包含线条、形状、色彩和构成

等抽象因素，还包括情感因素。现代设计审美强调情

感视觉，往往强调人们从感官上将情感转化[7]，也就

是说，现代艺术创作的概念往往是增加了创作者的情

感因素，将其主观情感赋予作品意象和语义。现代印

刷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更快捷、灵活的体验特点使得相

互模仿的行为愈演愈烈，图形设计的文化语义渐渐流

失，这是创作者本身的情感因素缺失的机械化理解。

图形作为平面设计的元素，如果加以产品的思维方

法，把设计因子提取的过程作为一种设计语义的探寻

方式[8]，就会变成一种摆脱模仿设计的方式。在此基

础上，结合现代艺术的抽象因素，就能赋予图形设计

独特的造型和思维[9]。 

3  研究框架 

首先进行资料搜集，从宝相花的传统纹饰和现代

图形设计两个方面找到契合点。从典型纹样中分析规

律，结合现代图形审美，进行图形的抽象衍生研究与

设计，研究框架见图 1。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Study framework 

4  宝相花纹特征韵律的研究分析 

4.1  宝相花的纹样特征 

宝相花在唐朝极为盛行，这离不开唐朝经济的开

放和繁荣， 突出的特点是其有着丰富的变化，饱满

圆润的形态，花瓣多呈层次排列。造型以某种花卉作

为主体，再镶嵌其他花卉或纹饰图案，雍容华贵、层

次丰富、形态饱满，象征着唐朝的繁荣盛世，宝相花

纹样见图 2。 

 

图 2  宝相花纹样 
Fig.2 Baoxiang pattern 

宝相花是一种发射型的造型纹样，花瓣可分为侧

卷瓣、云曲瓣、对勾瓣和正卷瓣。主要有两种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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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四瓣花造型，十字结构，造型简约；第二种

是多层花瓣或团花造型，花瓣碎小繁多，有石榴花的

特征。整体结构是以忍冬纹、石榴纹、牡丹纹等多种

纹样为一体的复合结构。 

4.2  基本形态框架构成 

有机体存在一种秩序感，知觉活动也被划分为一

个规则的框架[10]。对视知觉的秩序构建过程就是对审

美心理的构建过程，传统纹样也以一种秩序感而存

在。宝相花形态的秩序感遵循了形式美的法则，即对

比与统一、对称与均衡、重复与渐变。在框架结构的

基础上按照一定规律组合[11]，以一个中心点为原点向

外发射，构成不同形态规律。 

4.3  宝相花的形态构成分析 

提取 4 种典型的宝相花花纹，进行整理与归类，

建立形态特征分析框架，从结构方面探寻纹样的构成

规律。宝相花形态特征分析见表 2。 

4.4  色彩提取分析 

在盛唐时期，女性服饰的色彩明艳亮丽，多采用

明快鲜艳的红、黄、蓝、绿等具有高纯度和对比度的

色彩，其风格浓重艳丽，对比鲜明。色彩多使用对比

色和补色，有时也用明暗对比和冷暖对比的手法，有

鲜明的视觉对比[12]。 

色彩提取自唐代绘画中的服装色彩，大多从唐代

张萱和周昉的仕女图、汉阳陵壁画的服饰色彩和陶俑

服饰中提取，色彩丰富艳丽，冷色与暖色，浓色与淡

色形成对比。色彩提取见图 3。 

表 2  宝相花形态特征分析 
Tab.2 The analysis of morp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oxiang pattern 

纹样图案 
结构

类型 
隋 唐 寓意 规律

 

十字

型 
云曲瓣 

 

吉祥 

对称

发射

重复

连续

复杂

交错

共鸣

 

米字

多层 
云曲瓣 

 

端庄 

 

多层

瓣型 
侧卷瓣 

 

圣洁 

 

团花

型 
侧卷瓣 

 

美满 

 

图 3  色彩提取 
Fig.3 Color extraction 

5  宝相花的抽象衍生研究 

5.1  图形的提取与抽象化流程 

对纹样进行提炼、概括，抽取部分瓣型的造型，

简化其中的单个元素，形成一个基本单元。基础单元

提取过程见图 4。第一步，选取纹样规律进行编号，

见图 5； 第二步，依据构成规律，进行图形的重构

组合，构造有机或无机形态的抽象图形；第三步，重

构图形，赋予肌理和色彩，见图 6。  

 

图 4  基础单元提取过程 
Fig.4 Basic unit extraction process 

 

图 5  规律编号 
Fig.5 Rule number 

 
图 6  基础单元变形过程及图形衍化过程 

Fig.6 Basic unit deformation process and graphic  
deriv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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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图形语义的演变分析 

设计艺术的设计语义是设计行为对人文精神的

挖掘[13]。艺术创作都是意生象或象生意的设计，图形

及语义是图形语义化以及语义图形化的过程[14]。图形

语义一般是从原始的具象到抽象再逐渐意象的过程，

是随着图形逐渐演变，语义不断变化的过程。莲花作

为宝相花的来源，具有丰富的形态和美好的语义。这

里假设宝相花的演变推算过程见图 7，设初始莲花造

型为 A，其代表语义是圣洁、高雅、清净、超然，分

别设为 a1，a2，a3，a4；代表花型牡丹的造型为 B，

其代表语义是富贵、美满、华丽、吉祥，分别设为

b1，b2，b3，b4；X 代表其他花卉的造型。选取 A

花卉的造型及语义 a1 和 a4，加 B 花卉的造型及语义

b1，b2，b3，b4，再添加 X 花卉的造型及语义 x2 和

x4。按照这样的步骤，逐渐演变形成宝相花图形，

后得到的综合语义是圣洁、超然、圆满、繁荣、吉祥。 

 

图 7  图形语义演变推算 
Fig.7 Graphic semantic evolution 

5.3  图形抽象衍生设计 

通过研究宝相花的特征语义，对衍生图形进行语

义化，赋予衍生图形 “圆满”、“开放”、“繁荣”的寓

意，表达世人追求世界和平、繁荣的希望。此次抽象

衍生研究以现代视觉的方式进行抽象衍生实验，将传

统纹样语义化与现代视觉方式相结合，实现跨语言和

文化的交流传递。宝相花的抽象衍生设计见图 8。 

 
图 8  宝相花抽象衍生设计 

Fig.8 Abstract derivative design of Baoxiang flower 

6  结语 

图形反映了时代历程，不同时代文化的变迁赋予了

图形新的结构和语义。对宝相花的抽象衍生研究，是赋

予纹样新的现代视觉语义的过程。传统文化与现代视觉

语言相结合是设计的趋势，也是文化发展交融的表现，

图形则是 能够展示深刻文化和语义的一种视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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