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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秦绣石榴纹样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丰富包装的视觉形态，并注入文化内涵，实现传统

刺绣纹样与现代审美的融合。方法 通过对秦绣传承人王玉娥所绣十二生肖系列绣品中石榴纹样的比较

分析，提取石榴纹样的图形和色彩基因从而生成纹样基本形，并借助形态位移设计原则对基本形进行衍

生设计，使再设计后的纹样成为符合现代包装审美需求的图形形式。结论 秦绣石榴纹样与包装设计相

结合，为现代包装设计提供灵感及价值源泉，传播并推广了秦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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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pply Qin embroidery pomegranate pattern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enrich the visual 

form of packaging, infus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embroidery pattern and modern 

aesthetic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pomegranate pattern in the embroidery works with the Chinese zodiac 

embroidered by Wang Yu-e (inheritor of Qin embroidery), the pomegranate pattern and color genes were extracted to 

generate the basic patterns. In virtue of shape displacement design principles, the derivative design of basic patterns was 

made and the redesigned patterns were made to be the graphic form that conformed to the aesthetic requirements of mod-

ern packaging. The combination of Qin embroidery pomegranate pattern and the packaging design provides inspiration 

and value for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and spreads and promotes the Qin embroidery culture. 

KEY WORDS: Qin embroidery pattern; shape translation design principle; cultural consumption; packaging design; 

pomegranate patterns 

秦绣是以纳纱绣（也可称为穿罗秀）为基础，广

泛吸收陕西民间多种绣种营养而形成的以多变针法

为核心的全新绣种，极具陕西民风特征，构图饱满、

色彩鲜明，具有强烈的识别性和内聚性[1]。秦绣与我

国四大绣种 大的区别在于，它依照经纬网眼施针，

形成不同走向，针法变换映出纹饰的层次与色彩的缤

纷，立体感强。石榴纹是 具生命崇拜的植物纹样，

它象征着古代人们对生命的繁衍和生殖的崇拜。将石

榴纹样视觉元素通过提取与再设计，应用于包装设计

中，提升产品的视觉文化内涵，传承并发展秦绣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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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消费”语境下的秦绣纹样 

“文化消费”是指通过对文化产品或者是文化服

务的使用，来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行为，而

文化消费则是文创产品的终端行为[3]。随着社会财富

的积累和个人对文化艺术需求的提高，文化消费日益

呈现出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探究文化消费语

境下秦绣纹样中石榴纹样的设计再生性，进而探索出

纹样视觉元素的提取与设计再生的当代性。 

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就肯定了秦绣的文化、历

史及市场价值[4]。在与陕西大荔刺绣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王玉娥的交谈中得知（见图 1），近些年，

她在思想和技艺方面日渐创新，融寓意、纹样、技艺、

创新于一体，形成新的结构形式，但由于秦绣材料昂

贵、制作时间久，仅凭传承人的个人努力创新是远不

够的。正如丹尼尔·米勒所说，“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

制文化的过程”[5]，将纹样应用于包装设计，为秦绣

文化增添活力、促进发展。 

2  秦绣石榴纹样的构成特点 

秦绣纹饰主要分为自然崇拜、生命信仰和镇妖辟

邪[6]三大类别。由于当时人们对生命的崇拜，渴望家

族兴盛的信念，植物纹样中的石榴纹样因外形圆润、

果实饱满、粒丰籽多的特点，成为秦绣纹样中 具有

代表性的纹样。绣品中石榴纹样传递着对生命崇拜的

图像信息和情感表达符号等形式语言[7]，而秦绣石榴

纹样的构成有以下特点。 

2.1  形态写实化 

秦绣石榴纹样造型具体，形态写实，为使纹样在

绣品中的外部轮廓、内部结构以及光色转变映射等形

态表现均与现实生活中石榴形态相形一致，因此通过

在绣片上的直接绣制来进行轮廓层次感的体现，见图

2。石榴纹样的构成包括圆润果实的轮廓、石榴花萼、

伴随装饰的绿叶，就连微小细节处的花蕊与石榴籽也

精尽细致，活灵活现。 

2.2  搭配多元化 

在农耕文化的影响下，秦绣石榴纹饰率性稚拙绣

稿的设计，往往率性而为、不受时空的限制，常出现

瓜果混杂齐聚一树、花朵跨期同时绽放的现象，为了

构图饱满，将石榴在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组织搭配在一

起。而石榴纹样在秦绣绣品中的构成也因此具有极大

的多元性。十二生肖中戌狗刺绣见图 3，6 种石榴纹

样共聚绣品画幅，形态各异、大小不一、色彩强烈，

构图饱满。多元化的搭配使绣品层次错落有致，形态

逼真写实、色调绚烂注目。 

 

 
图 1  秦绣传承人王玉娥 

Fig.1 Wang Yu-e 
inheritor of Qin embroidery 

图 2  秦绣绣品中的石榴纹样 
Fig.2 Pomegranate pattern 

图 3  十二生肖戌狗刺绣 
Fig.3 Dog embroidery 

 
2.3  寓意吉祥化 

秦绣石榴纹样的另一个构成特征为 “寓意吉祥

化”。石榴纹样因其圆润外形，饱满果实，而蕴含圆

满之意；果实中粒丰籽多，传达着多子多福、家庭

兴旺之意；其花蕊、花萼表征着生命之源的含义，

因此秦绣石榴纹样均以果实、籽粒、花蕊、花萼 4

个部分构成整体，各部分吉祥寓意的叠加使石榴纹

样以形象之圆、果实之丰、花期之满象征并寓意着

吉祥如意。 

3  研究流程构建 

在深入研究秦绣文化与石榴纹样的寓意内涵、构

成特点基础之上，梳理并构建出研究思路与流程，见

图 4，进而形成对秦绣石榴纹样的设计再生性分析与

应用。首先广泛采集资料并分类梳理、整理并归纳出

秦绣石榴纹样的构成特征；其次针对性的选择十二生

肖绣品中不同形态的石榴原纹，提取其图形与色彩基

因，运用形态勾勒手法简化原纹的线条与轮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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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流程 
Fig.4 Research process 

 

极简的符号化形态；再次将提取出的图形和色彩基因

在符号形态中替换转化，生成纹样基本形； 后利用

形态位移的设计原则对纹样基本形进行再生设计，并

应用于产品的包装设计中。 

4  石榴纹样提取及设计 

由石榴纹样基本形的生成和纹样衍生设计两部

分，来进行石榴纹样的提取与设计研究。纹样基本形

的生成源于石榴纹样图形、色彩基因的提取，在生成

石榴纹样基本形后借助图形形态位移的设计原则进

行纹样的衍生设计。 

4.1  石榴纹样基本形的生成 

通过对秦绣石榴纹样构成特点及十二生肖绣品 
 

的研究比较，选出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 4 副绣品进行

图形、色彩设计基因的提取，搭建纹样的基因库，并

在此基础之上，对石榴纹样进行基因元素的更替转

化，生成纹样基本形。 

图形和色彩设计基因提取过程见表 1—2。在所

挑选出的 4 副十二生肖绣品中，以不破坏纹样含义与

整体性为原则，选取单独石榴纹样并进行纹样形态的

勾勒；在石榴纹样与其传达意义的连接[8]中，找寻拥

有共性认知情感的图形元素并分析其传达语义（对应

认知情感分析见表 1）； 后在提取的认知基因中进

行图形设计基因的提取和转化。将表 1 中所提取的单

独石榴纹样进行色彩元素的提取、归类和整理，从中

筛选出纹样重复使用率较高的色彩基因进行色值标

注和整合，建立色彩设计基因库，如表 2。 

表 1  图形设计基因提取过程 
Tab.1 Extraction process of graphic design gene 

十二生肖绣品 

       

石榴纹样 

         

纹样形态勾勒 

        

认知基因提取                      
外形圆润     石榴花萼    粒丰籽多    石榴叶子     石榴花蕊       内部装饰 

圆满         生命      多子多孙    抓取福气     生命来源     三   多福多子 

图形基因 

矢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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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色彩设计基因提取过程 
Tab.2 Extraction process of color design gene 

石榴纹样 纹样色彩 色彩元素提取 色彩设计基因库 

   

   

   

   

   

   

   

   

   

   
 

   
 

   
 

   
 

    
 

  

 
石榴纹样基本形的生成过程为：首先从表 1（图

形设计基因提取过程）中提取 3 种生长状态（分别

为花苞、待熟、成熟）的黑白石榴纹样形态勾勒图；

其次将提取出的图形设计基因与形态勾勒图中的基

因进行替换转化，生成黑白纹样基本形； 后从表 2

（色彩设计基因提取过程）中提取冷暖、明暗不一

的色彩基因，来分别对应 3 种生长状态的黑白纹样

基本形进行色彩描绘，完成彩色石榴纹样基本形的

生成，见图 5。纹样认知基因在基本形中的更替转化，

使纹样基本形得以延续文化寓意，确保后续石榴纹

样在包装设计中的衍生设计图形具有高识别度和认

知感。 
 

 
 

图 5  彩色石榴纹样基本形的生成 
Fig.5 Generation of basic shapes of colored pomegranat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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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石榴纹样衍生设计 

形态位移指一个物体由初始位置到末位置的有
向线段，是有大小和方向的物理量。基于形态位移概
念而进行的设计原则是指以纹样基本形为单位一，纹
样在初始位置向何方向进行多少个单位一路径的变 

 

化。因为石榴纹样从属植物纹样，所以选用"flower"

与"F"来进行设计原则的演变过程说明，见图 6。 

将生成的纹样基本形基于形态位移的设计原则，

将花苞、待熟、成熟 3 种生长状态的石榴纹样分别进

行衍生设计，见图 7。花苞状态衍生设计是将一个基 

 
 

图 6  形态位移设计原则演变过程 
Fig.6 Evolution process of shape displacement design principles 

 

 
 

图 7  石榴纹样的衍生设计 
Fig.7 Derivative design of pomegranat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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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进行一次 45°旋转，在此状态下进行 F6 的顺时

针递减 45°旋转，得到由 8 个基本形组成图案；在此

图案基础上，分别进行 F4 右上单位一路径变化和 F5

左下 1/10 单位一路径变化，完成衍生设计，共 32 个

基本形原纹。待熟状态衍生设计将 5 个基本形向右进

行以 7/6 个单位一为路径的 F2 平移，在此基础之上

进行 F1 右上垂直镜像，将获得图形进行 45°旋转，

此时共 10 个基本形原纹。而后进行 F4 右上单位一路

径变化和 F5 左下 1/10 单位一路径变化，得到 30 个

基本形衍生设计图案。成熟状态衍生设计因其传达含

义为端庄、沉稳，选用 F3 进行以 7/2 个单位一为路

径的正负形平移和 4 次单位一路径平移、5 次垂直镜

像来进行衍生设计，由此可避免重色图案带来的单调

和乏味，使图案产生韵律感。完成衍生设计后的石榴

纹样完整美观，形态位移设计原则使图案更具有规

律，应用于包装设计中，独具韵律感的外观吸引用户

并提高用户黏性[9]。 

5  “石榴精萃”包装设计方案生成 

“石榴精萃”包装设计见图 8，是针对石榴纯露、
石榴香水、石榴精油等一系列化妆品而进行的包装设
计，包装图形中分别设计出石榴花苞形态、待熟形态、
成熟形态，来分别对应护肤品的功效，并通过冷暖与
明暗的颜色对比来象征护肤品中石榴提取浓度。整体
设计是依托石榴雏形运用图形形态位移设计原则生
成纹样整体，纹样充分融入秦绣文化中石榴的象征寓
意“福善吉瑞”的文化语义，来暗示女性追求“玲珑娇
花”的美貌。 

石榴纹样借助平移、旋转等形态位移设计方法在

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提升了包装外观的视觉韵律感，

增添了系列包装的活力。且秦绣石榴纹样在包装设计

中较少出现，独特的外观势必为产品包装增添了较强

的识别度，同时也为秦绣文化传播拓展了新路径，秦

绣文化承载于包装设计中，以产品的形式传播，形成

以受众为主体的传播模式[10]，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认
 

 
 

图 8  “石榴精萃”包装设计效果 
Fig.8 Packaging design effect of "pomegranate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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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接受并传播秦绣文化。 

6  结语 

秦绣石榴纹样地域性、民族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历史社会现状，也展现了同时期人

民的生活信仰，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其纹样视

觉元素的研究和提取、设计，以“石榴精萃”包装设计

为载体，使之与现代审美相交融，被大众广泛接受，

也为现代包装设计带来了新灵感和新思路，为设计增

添了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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