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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设计符号学解析苗族银饰，建立苗族银饰元素素材库和知识库并将苗族银饰元素运用

到旅游纪念品开发设计中，提升产品的民族文化内涵。方法 运用设计符号学对苗族银饰从语义、语构、

语用、语境 4 个维度进行解析，并从外延语义、内涵语义、构成法则、表现方式、认知习惯、审美标准、

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的角度归纳总结苗族银饰元素的素材和知识；根据问卷调查从素材中挑取合适的元

素运用形状文法等设计手段对其进行设计开发。结论 通过设计符号学对贵州苗族银饰的解析与整理，

为设计师开发具有苗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知识，推进了苗族文化在现代设计应用中

的发展，提升产品的内涵价值，促进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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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Souvenirs Design of Analysis and Evolution of the  

Miao Silverware Based on Design Semiotics 

XIAO Hua-liang, LIN Li, YAN Long-hua, CHEN Zhi-ang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Miao silverware by the design semiotics, the materials base and knowledge base of 

the Miao silverware are set up and the Miao silverware are appli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products. With the use of design semiotics, the Miao silverware are ana-

lyzed from the 4 dimensions of semantic, linguistic, pragmatic and contextual, and the materials and knowledge of the 

Miao silverware are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notation, connotation, constitution, expression, cognitive hab-

its, aesthetic standards, historical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the appropriate elements are 

picked up from the materials to design and develop them with shape grammar and other design methods. By analyzing and 

sorting out Guizhou Miao silverware through design semiotics , it provides rich material and knowledge for the designers 

to develop the tourist souvenirs with Miao characteristics,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ao culture in modern 

design application, enhancing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Guizhou 

Miao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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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苗族是贵州人数

多的少数民族，保持着原始的民族特性和独特文

化，并保留着许多独特的民间工艺。苗族传统民间工

艺以苗族银饰为代表，其纹样图案精美绝伦，是堪称

世界一绝的精品。在“多彩贵州”的旅游背景下，苗

族银饰极具开发旅游商品的潜质 [1]。苗族银饰的种

类、造型、纹样多种多样，其中造型及纹样是苗族银

饰的核心内容，苗族银饰的造型以及纹样等元素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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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本文以整个银饰为研究

对象，通过对大量实物、图片及文献资料的收集分析，

运用设计符号学的理论对苗族银饰进行语义、语构、

语用、语境 4 个视角的解析，获取出苗族银饰的外在

的形态和内在的文化等，并提取文化内涵认知度高的

元素运用到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中，进而探索苗族银饰

文化新的发展空间。本文将蕴含独特民族魅力苗族银

饰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对于拓展苗族传统银饰的展示

形式，丰富贵州旅游纪念品市场、提升旅游纪念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以及促进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和

保护都具有现实意义。 

1  研究现状 

贵州苗族特色旅游纪念品客观上需符合纪念性、

民族性、艺术性、实用性等特点[ 2 ]。苗族银饰是苗族

文化艺术的核心与灵魂，其造型及纹样丰富多彩[3—4]。

苗族银饰作为苗族传统民间造型艺术极具开发价值。

对苗族银饰的开发利用已有不少开拓者，有学者提出

将苗族银饰的图腾文化等应用到包装设计中的途径[5]。

然而，对于如何将苗族银饰文化应用在现代产品设计

中的探讨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具有现实意义。类似的

文化元素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探讨研究正兴起，

但对于如何将苗族银饰文化应用在现代产品设计中

的探讨较少。类似的文化元素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

用探讨研究正兴起，朱上上[6]在文献中为研究文物元

素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提出了文物元素的设计

符号学解读模型。贺雪梅[7]提出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唐

代仕女造型中提取设计元素并以形状文法进行形状

推演， 终将其运用到现代陶瓷茶具设计中。前人对

于文化元素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探索，为苗族文化与

现代设计的融合提供了借鉴。苗族银饰是苗族的一种

识别度高的文化符号，而设计符号学对文化符号的分

析可由造型深入至文化层面。运用设计符号学理论对

苗族银饰进行解析，并将解析的成果应用到现代产品

设计中是对苗族银饰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可行探讨。 

2  研究思路 

在调研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设计符号学对苗

族银饰进行解析，并将解析成果归纳总结。通过调研

得到产品特点和苗族文化意象，根据产品特点和苗族

文化意象从解析成果中提取具有文化内涵价值的素

材，结合现代设计手段进行具有苗族特色的旅游纪念

品创新设计研究。研究思路见图 1。 

1）对苗族银饰及相关资料进行调研整理，大量

收集苗族银饰图像，并进行处理和整理。 

2）运用设计符号学理论，以图像描摹和形态学

分析法为手段，对苗族银饰进行解析，将解析成果以

图表的形式呈现。 

3）通过问卷调研提取合适形态，运用形状文法

和形态创造学，对苗族银饰的轮廓和纹样特征进行演

化，并将演化结果应用于 终的产品设计中。 
 

 
 

图 1  论文研究思路 
Fig.1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thesis 

 

3  苗族银饰的设计符号学解析 

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物，是信息交流的介

质。人类用符号作为一种载体来交流信息并采取行

动，研究这些符号的学说叫符号学[8]。设计符号学是

在符号学的理论上发展而来的，它用符号学的原理和

方法探讨产品设计的本质[9]。苗族银饰作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已经成了苗族的一种传统符号，代表了苗族

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对苗族银饰的设计符号学解

析，可近一步理解苗族银饰所蕴含的苗族文化，并将

苗族文化通过现代设计手段融入到产品创新中。根据

前面收集的苗族银饰的资料，论文选取 3 个具有代表

性的苗族银饰作为研究样本，分别为 1 号银发簪、2

号银角头饰、3 号银压领，用设计符号学的方法对它

们从语义、语构、语用、语境 4 个维度进行解析，见

图 2。 

3.1  语义维度 

语义维度的解析主要从苗族银饰的外延语义和

内涵语义展开。外延语义从造型（形、色、质）上反

映出苗族银饰的基本功能；苗族银饰的质地和色彩是

相同的，均为低纯度银和银色。苗族银饰形态上的解

析通过计算机图形处理软件将银饰进行矢量化处理，

并运用形态学分析法将矢量化图形分解为造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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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纹样，同时对造型特征和纹样进行编号，解析过程

以 1 号银发簪的解析为例，见图 3。解析后将所有银

饰解析结果进行归纳，见表 1。内涵语义所表达的内

容是主观且抽象的，表达了隐藏在外延语意之下的苗

族银饰所蕴含的当时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在材质

上，银象征着财富与平安。在对造型轮廓和纹样方面

寓意的解读上，主要从宗教信仰、民间传说、自然崇

尚 3 个方面着手[10—11]。本研究解析的部分造型及轮

廓的对应寓意见表 2。 

 
 

图 2  苗族银饰的设计符号学解析思路 
Fig.2 The design semiotic analysis model of Miao silverware 

 

 
 

图 3  银发簪的形态解析过程 
Fig.3 The Analytical process of the form of silver hairpin 

 

表 1  苗族银饰的造型以及纹样解析 
Tab.1 Analysis of Miao silverware based on design semiotics (part) 

样本编号 样本图片 矢量图 造型特征 装饰纹样 

1 号 

银发簪 

  
 

1-1 

 
1-2 

 
1-3 

2 号 

银角头饰 
  

 
2-1 

 
2-2 

 
2-3 

 
2-4 

3 号 

银压领 
 

 
3-1 3-2 3-3 

 
3-4 3-5 3-6 

 

表 2  造型及纹样的寓意 
Tab.2 The meaning of shape and pattern (part) 

编号 造型及纹样 寓意 编号 造型及纹样 寓意 

1-2 

 

蝉纹样寓意吉祥 3-2 
 

寓意吉祥、幸福以及体

现对祖先的崇拜 

1-3 

 

水波纹样一方面体现自然

崇拜，另一方面表现对曾

经民族迁徙经历的缅怀 

3-3 

 

双鱼 纹样 寓意 多子 多

福 

2-1 
 

造型轮廓寓意一说为牛角

图腾，另一说为对月亮崇

拜 

3-4 

 

寓意吉祥、幸福以及体

现对祖先的崇拜 

2-3 

 

喜鹊纹样寓意祥和、自由 3-5 

 

鹿纹样寓意和平 

2-4 

 

太阳纹样寓意生命不息兴

旺发达 
3-6 

 

麒麟纹样寓意祥瑞 

3-1 
 

寓意吉祥、幸福以及体现

对祖先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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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语构维度 

苗族银饰语构维度的解析主要从苗族银饰的表

现方式与元素之间构成关系展开。苗族银饰以装饰为

主，还带有象征意义，其制作过程虽充满创造性但却

也有些许规律可循。造型及纹样是苗族银饰的核心元

素，对于造型及纹样的表现方式和构成法则主要从纹

样造型比列、视觉中心、排列方式、造型形式等等方

面进行分析整理，部分成果见表 3。 

3.3  语用维度 

苗族银饰的语用维度解析主要从苗族人的认知

习惯和审美标准展开。苗族对于银饰的认知习惯有：

（1）苗族崇尚大自然相信万物有灵，通过银饰来表

达了对大自然的崇敬；（2）苗族在古代的时候认为

银能驱邪治病；（3）银的多少能展示财力，是一种

夸富的心态；（4）锋锐尖利之物能驱邪保平安，所

以某些银饰较为尖锐。苗族对于银饰的审美标准有 
 

3 点：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对于苗族人

对银饰的认知习惯和审美标准的挖掘有助于对苗族

银饰文化的理解，有助于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 

3.4  语境维度 

苗族银饰的语境层面的解析主要从苗族的历史

文化、宗教信仰等开展。历史文化方面：苗族是一个

迁徙的民族，为躲避战乱一路迁徙，由于没有自己的

文字，他们对于战乱和迁徙的记载都依靠图案，所以

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迁徙文化；根据苗族古歌的记

载，苗族将蝴蝶、枫树、鶺宇鸟等作为民族的图腾符

号，将这些图腾符号大量用在服饰以及银饰和其他地

方，形成了苗族图腾文化；在古代苗族人口稀少，所

以苗族对于鱼等多子动物十分崇拜，将像鱼这样的多

子动物的形态运用到银饰上，这就形成了生殖崇拜文

化。在宗教信仰方面，苗族崇尚巫术，苗族信鬼好巫

的文化渗入各个领域，苗族银饰在古代多为祭祀时佩戴。 

表 3  表现形式及构成法则 
Tab.3 Form of expression and constitution (part) 

样本编号 银饰样本图 纹样与造型的比例 视觉中心 （纹样）排列方式 造型形态 

1 号 

银发簪 

 

纹样完全覆盖造型，且与

造型视觉中心重合 
居中 环状排列、轴对称 

圆形，圆形由外

向内凸起 

2 号 

银角头饰 

 

纹样覆盖 70%造型，纹样

与造型视觉中心重合 
居中 中心对称 

牛角或月牙的轴

对称形 

3 号 

银压领 

 

纹样完全覆盖造型，纹样

与造型视觉中心重合 
居中 中心对称 

蝴蝶形态的轴对

称形 

 

4  基于苗族银饰设计符号学解析的旅游纪

念品的设计展开 

将通过设计符号学解析银发簪、银角头饰、银压
领而获得的造型特征和装饰纹样制作成以“ 具苗族
文化识别度的元素”为题的调查问卷， 终获得有效
问卷 60 份，并对问卷进行数据处理，见图 4。从处
理的结果可知 2-1 号元素在所有的元素中得分 高
（绿色代表造型特征，蓝色代表装饰纹样），表明以
2-1 号造型要素为主要素材展开设计获得潜在消费者
喜爱的可能性更高。 

在以 2-1 号造型要素为素材进行设计构思之前，

需要从上文解析中回顾该造型要素所对应的语境、语

义、语用等内容以便于理解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回顾

上文已了解其造型似牛角似月牙，是苗族对于日月的

崇拜，更深入理解为苗族同胞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对光

的崇敬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在理解其文化内涵后，结

合对苗族特色旅游纪念品市场的调研，发现其文化内

涵的表达与灯具设计较为契合，所以选取灯具为设计

的载体。为使灯具这种工业气息浓重的产品更加饱含

苗族色彩，故又从图 4 中选取得分靠前的 2-4 号元素

作为装饰元素对造型进行补充修饰。  

4.1  形态的演变 

为了保留造型元素及装饰元素的苗族韵味，结合

对造型等的语构分析，运用形状文法的基本法则如剪

切、替换等法则[12]以及形态创造学对灯具造型要素以

及装饰元素进行形态的演变，演变的过程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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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计结果 

在演变结果的基础上，针对产品的客观需求，运 
 

用现代设计手法对产品展开进一步设计， 终得到设

计结果见图 6。产品造型简洁美观并很好地传承了苗 

 
 

图 4  造型元素的问卷结果 
Fig.4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modeling 

 

 
 

图 5  演变法则及造型 2-2 和 2-4 的形态演化 

Fig.5 The deformation rule and evolution of pattern 2-2＆2-4 

 

 
 

图 6  设计案例 
Fig.6 Design of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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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银饰的形态特征，产品造型以及产品灯光的效果是

将古代苗族人民的思想诉求通过新的方式进行演绎。

终该产品是一款新颖且符合大众审美的苗族特色

旅游纪念品。 
 

5  结语 

通过设计符号学对贵州苗族银饰的解析，为贵州

苗族特色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与知识，使得设计师能更好地去感受苗族银饰以及文

化内涵。运用现代的设计理论，以灯具的设计为例，

将苗族银饰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审美相结合，构建贵州

苗族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语言之间的对话，使苗族银

饰传统文化内涵以新的艺术形式再现。这种传统与现

代的碰撞，不仅推进了苗族文化在现代设计应用中的

发展，更是对贵州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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