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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民族服饰是各民族本身特有的文化。每个民族文化不同，服饰上图案和剪裁也不同。图案

既是民族服饰的灵魂又是民族文化的灵魂。这里通过分析民族服饰图案的特点，探究民族服饰图案在艺

术设计中的应用方式。方法 分析民族服饰图案装饰语言的表达方式及其特点，然后以此为基础，结合

包装设计、服装设计和动漫设计探讨具体的应用方式，最后总结民族服饰文化的未来发展路径。结论 融

合了民族服饰图案的现代艺术设计，能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实现更高意义上的文

化传承与设计创新，是艺术设计获得长远发展的不二选择。将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一个切入点并运用到设

计艺术中，融合传统民族服饰图案的设计能体现民族文化，创作出更具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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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ational Dress Patterns in Art Design 

ZHOU Luo-jing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dress is the culture of each nationality. Each national culture is different, the design and tai-

loring on the dress is different. The design is the soul of the National costume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It ana-

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dress pattern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dress pattern in art de-

sign. It analyzes the express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ostume pattern decoration language. And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packaging design, costume design and animation design of specific applications, it finally 

summariz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ethnic culture. The fusion of modern art design pattern of national costumes 

can bring people a strong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design a higher sense of art 

and design, is to obtain long-term development choic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inds an entry point to be applied 

in the design art. The design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costume can reflect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create more artistic de-

sig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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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是人类的“第二肌肤”，是文明的象征。千百

年来，我国的劳动人民将自身的生活习俗、色彩爱好、

审美情趣、劳动成果、宗教观念等融入服饰中，以独

特的色彩搭配、别致的款型以及多样的图案，丰富了

服饰的艺术性、独特性、多元性和文化性特征[1]。在

多姿多彩的服饰文化中，民族服饰花样之繁、品种之

多、款式之奇，总是引得人们不由赞叹。其中，不得

不提的便是民族服饰中的饱满多变又独特的装饰图

案，它们不仅有着美化装饰的意义，而且还将少数民

族独有的历史文化融入其中，有的甚至还开放性地吸

纳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这些元素的吸

收与表达，使得民族服饰图案与现代艺术设计在某种

程度上找到了契合点，创造出了一系列融合了传统与

现代的艺术设计作品，并代代流传。从这一点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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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服饰图案恰恰与追求民族化与时代性相结合的

现代艺术设计存在一定的共通点，为广大设计师的设

计理念及方式的选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这

里即对民族服饰图案的特点及其在艺术设计中的具

体应用展开探讨。 

1  民族服饰图案的特点  

正所谓：“寸图之中，寓意无穷。”装饰图案虽然

只是服饰上的一种装饰方式，却凭借不同的装饰图

案，以及不同的主题、情调和风格，使原本平淡无奇

的服饰变得充满神韵[2]。具体来看，民族服饰的装饰

图案多采用绣、印、染、绘、织、刺等手法，配合疏

密有致的布局和绚丽淡雅的色彩、经典独特的造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饰图案。这些图案与民族生活习

惯、民族信仰、人生观、道德观、艺术观等紧密联系

在一起，表达了人们对最纯真的愿望。具体来讲，主

要包含 3 大类图案[3]。其一，自然崇拜。在少数民族

远祖眼中，世间万物都是充满灵性的，甚至具备一种

超能力，表达在服饰中便是各种动物、植物图案，借

助丰富的想象力展现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希望驾驭自

然的强烈愿望。其二，生命信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

的居民有着朴素、纯真、善良、憨厚的优良品格，在

他们的内心总是盼望着子孙繁衍，家族兴旺，因此，

在其服饰图案中很多都是以事物固有性格特征为核

心，配合情感与爱，让整个图案带给人一种生机勃勃、

天真纯朴的感觉，表达对子孙健康成长的期盼。其三，

镇妖辟邪。安康的生活是少数民族所追求的永恒主

题，因此，在民族服饰图案中，很多都表达着消除病

灾瘟疫、祝福辟邪的思想。比如阴阳八卦图、“虎镇

五毒”肚兜等，统统有着深刻的寓意。无论哪种图案

类型，其特点大多可以归纳为 3 方面：首先，地域性。

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居住

方式，且不同的地域所呈现的居住方式也多有不同，

受此影响，各民族服饰在图案的选择上体现出一种强

烈的地域性特点。其次，民族性。少数民族服饰图案

是其民族特点的代表，无论是南方的娟秀细腻还是北

方的豪迈大气，其图案总是本民族特点和风格的代

表。最后，多样性。每个民族的风格特点各不相同，

在我国这样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地域上，不同的文化

与服饰图案所营造出的独特特点相互交织，共同成就

了民族服饰图案的多样性。 

2  民族服饰图案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图案为现代艺术设计做了

全面的支持，不管是图案中精美的纹样、独特的造型，

还是丰富的颜色，都是现代艺术设计的灵感来源。只

要运用得当，便能为当前的艺术设计创造出更多艺术

精品，增强本土设计作品的竞争力。这里主要结合包

装设计、服装设计和动漫设计 3 方面探讨民族服饰图

案在艺术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2.1  民族服饰图案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对于商品来说，包装至关重要。合理的包装设计

总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商品，不仅防潮、防湿、防

高温，而且还能将运输中的挤压碰撞所造成的伤害降

到了最低[4]。只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精

神和审美需求也在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升，

因此，缺乏美感和审美价值的包装设计根本无法达到

预期的效果，极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失去优势。为

了引起人们对商品的关注和理解，同时也为了传承民

族传统文化，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对民族服饰图案

的借鉴，开创出多元化的设计潮流[5]。首先，形态的

应用。中国民族服饰图案的地域性、民族性特点决定

了形态的对称性和完整性。将这些变化统一又富含节

奏韵律的图案借助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和手法融入包

装设计，能够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呈现具备民族

特性的包装设计作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节日礼品的

包装设计上，借助丰富的传统文化意味，带来独特的

视觉表现形式，给人以亲切感。比如，月饼是中秋佳

节馈赠亲友的不二之选，但当前的月饼市场竞争激

烈，过于相似的包装设计使得消费者审美疲劳，即使

有的已经较之以往做了较大的改变与创新，仍然显得

不尽人意。其实，在对月饼的包装进行设计时，设计

师并不需要一味追求高大上，而要使设计直达消费者

内心，与其产生情感共鸣，如此才能从众多的同类包

装中脱颖而出。民族服饰图案中的植物、祥禽瑞兽等

形式都可以借助现代化的设计手法在展现文化内涵

的同时，表达美好的情感和祝福，将他们与传统的红

黄两种喜庆色进行搭配，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

引发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情感共鸣。其次，寓意的应用。

在包装设计中，民族服饰图案的吉祥涵义总是能为设

计师提供创新的源泉。经过全新构图的服饰图案不仅

能够展示商品的特性，而且还能体现企业的文化内

涵，可谓一举两得。以茶叶包装为例，设计师可以通

过全新的设计手法将牡丹、梅花等有着美好寓意的服

饰图案与商品包装进行重新变化与组合，延其形，富

其意，寓意饮茶人或企业文化的节气，为茶叶包装融

入全新的时代气息，使其更加符合大众的心理需求。 

2.2  民族服饰图案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一位服装设计师曾提到设计要去掉中国的形，留

住中国的魂。的确，在应用传统文化于现代艺术设计

时，如果简单堆积图形，只能给人带来肤浅的外在形

式，并不能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更不要说设计出

个性鲜明的中国风服装了。事实上，服装设计并不提

倡生搬硬套的挪用传统元素和过分出新出奇，只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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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的出发，结合实际需要选择民族服饰图案的色

彩、造型和工艺，进行贴合实际的改造，才能实现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传递出服装作品的个性

和内涵[6]。首先，色彩的运用。传统民族服饰图案一

般具有鲜艳、明亮、浓烈的特点，设计师在进行服装

设计时可根据实际需要，将其中的色彩进行点 或大

量应用，让服装的整体色彩既有着传统的特色又不失

时尚意味。其次，造型的运用。民族服饰中的花卉、

鸟兽等图案有着精美的造型，以及正方形、圆形、菱

格形等组成的带状排列边缘线条，是服装设计师丰富

的设计素材。或对图案造型进行节选、变形，或对各

种装饰图形进行搭配使用，都可以让平淡无奇的服装

焕发生机。再次，工艺的运用。现代服装设计可以借

助民族服饰图案良好的表达力对衣领、衣袖、肩、胸

或衣服边缘、下摆等细节之处进行装饰和美化，增添

一种民族特质，引起人们的好感。以土家族服饰图案

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为例，设计师常常从图案样

式和色彩两方面展开应用。在样式方面，设计师可以

采用变形夸张的手法，将土家族服饰图案的原样进行

打散重构，实现民族性和时尚型的统一。比如，土家

族织锦多用直线、几何形装饰图案，设计师可以结合

新式的设计理念，从实际需要出发，对其进行大小、

位置、色彩的变化，既保留了土家族图案的原有味道，

又强化了灵动感。在色彩方面，设计师可以将土家族

人们喜爱的蓝、黑、红、白等颜色进行直接或间接的

应用。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巴渝盛装就是对土家族服

饰元素的完美借鉴。设计师借助间接套用法将蓝、红、

白作为主色，再配合宝石绿和孔雀蓝，实现了时尚性

与民族性的统一，成功探索出了适合现代时尚美的新

形式色彩。 

2.3  民族服饰图案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在动漫人物的造型设计中，服饰的设计可谓是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出人物性格、展示角色魅力、推

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服饰图案的设计上，一些

以民族服饰图案为基本元素的动漫造型设计成为了

亮点[7]。其中，以湖湘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湘派动

漫之所以能在国内动漫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归功于湖

湘文化元素在动漫中的体现[8]。《蓝猫淘气 3000 问》、

《奇奇颗颗历险记》、《天降小子》等动漫作品从主题、

形式、思想、人物塑造、精神特质上都吸取了湖湘文

化的精髓，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特点。湖湘地区的民族

服饰图案作为湖湘文化的精髓之一，在动漫人物的服

装造型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比如，《花木兰》

的服饰设计简洁明了，将原本复杂艳丽的民族服饰图

案纹样删繁就简，呈现出了强烈的时尚感，与花木兰

的直爽性格相统一；《哪吒闹海》的服饰设计将粉色

莲花造型作为云肩，配合鲜绿色荷叶下裳，将“莲花

生莲子”的服饰图案的美好寓意展现的淋漓尽致[9]。

可见，在动漫人物的服装造型上，设计师要从人物的

性格出发，选择能够合理搭配展现鲜明性格的服饰图

案元素，为动漫设计增添光彩，给人更加直观的观看

感受，加深人们对人物的印象和理解。 

3  结语 

民族服饰图案在中国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积淀，有着极强的审美性、装饰性和文化性特征。

对于现代艺术设计而言，怎样使传统民族服饰图案在

现代设计中得到创新和发展，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

课题[10]。作为设计师，必须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并在

实际工作中不断深入挖掘和整理，筛选出具有鲜明民

族特点的服饰图案，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宣传、推广，

并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通过多赢的合作模式来强化

服饰审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让民族服饰图案真正成

为发挥创意的灵感源泉，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

设计作品，提升本土化设计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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