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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强羌族刺绣纹样的转译与创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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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纹样是传统民间美术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而它的创新性演变却非常匮乏，单纯的提取无

法满足其在现代审美中的传播与发展。抽取出一种适用于“非遗”纹样的转译设计方法，使传统纹样更

好地满足时代特征的审美需求。方法 通过对陕西“非遗”宁强羌族刺绣传统纹样的分析，明确其典型

特征，提取核心纹样图案作为初始模型，利用转译原理生成新的纹样设计方案。基于转译原理的传统纹

样再设计，既保留了传统纹样的基因特征，又创新性的挖掘了其遗传因素，为传统刺绣业在现代文化中

的转型提供了巨大的创新设计源泉和方法。结论 某款宁强羌族刺绣的纹样再设计实验，论证了其方法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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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nd Innovation Design of Ningqiang Qiang Embroidery Patterns 

MA Jiao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raditional folk art form, but its innovative evolution is very scarce. Pure 

extraction cannot meet its propag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aesthetic. The paper aims to extract a kind of 

translation design method suitable for the "ICH" pattern, so that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can better meet the aesthetic needs 

of the times.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the Qiang embroidery in "ICH" of Shaanxi, this paper made 

clear its typical features, extracted the core pattern as the initial model, and used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 to generate a 

new design scheme. The redesig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preserved the genetic chara-

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the innovative mining of its genetic factors, which provided a great innovative 

design source and method for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mbroidery industry in modern culture. The grain appearance 

design experiment of a Ningqiang Qiang embroidery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t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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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颁发的多项关于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的保护及利用工作，对于如何让传统文化向时尚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及融合的工作更是重点。宁强羌族

刺绣是陕西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其刺绣织

物上的纹样既作为装饰同时又是羌族文化的载体。宁

强刺绣传统纹样受到现代时尚文化的巨大冲击，在这

场文化软实力战争中在逐渐失去自身的特征，并且传

统的纹样表现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的

转变。设计中需要从刺绣的纹样特征因子切入，再结

合现代图形学的理论，创造性转化出满足现代需求的

创新纹样。对有关传统刺绣纹样的创新性设计实践、

纹样元素的创造性转化、纹样的后期开发推广等研究

涉及甚少，主要研究还停留在图案的收集汇总、纹样

色彩内涵的分析及直接运用上[1-4]。这里利用形状文

法对宁强羌族刺绣纹样进行了再设计，提出了一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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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译原理的传统纹样的创新设计方法。 

1  宁强羌族刺绣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解析 

宁强羌族刺绣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内

涵，其纹样不仅是羌族人传统的生活的活化石，而且

也是其现实生活的折射[5]。宁强羌族文化背景与纹样

设计的结合分析，有助于更加明确纹样背后的深层基

因，能够更准确地提取出有用信息及图形，为纹样的

创新设计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了对羌族刺绣纹样进行

创新性转化首先必须了解其主题纹样的构成规律、构

成形式、构成元素等信息，这种对传统纹样的归纳、

分析、继承式的创新也是亟需的。 

1.1  内容丰富的构成元素 

羌族刺绣纹样题材内容丰富，首先源于对自然界

丰富物种的喜爱，其中包括动物纹样，如羊、凤凰、

蝴蝶、鱼、龙等；植物纹样，如牡丹、菊花、石榴花、

杜鹃花等；动物、植物与动物的结合纹样，如四羊护

菊图、蝴蝶戏花等图案，这些结合方式无不体现出羌 

 

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对幸福的祈愿。其次是抽象

的几何纹样，由形到意的传达，一方面是图腾崇拜、

对万物的信仰，对天地、日月的敬意；另一方面是宗

教信仰需要，如“万字纹”象征太阳，也是人们熟知

的大日如来神灵的代表。并且这些元素都具有抽象的

艺术特征，在视觉作用下形成多角度或反逻辑的空间

感，利用直线、斜线的重新组合来表现其特征[6]，羌

族纹样构成元素见图 1。 

1.2  构成形式的多样性 

羌族刺绣图形纹样一般运用复合的构图手法，将

多种图形进行组合，如植物石榴与花盆的结合代表了

多子多福、世代延续；另外由于特殊的历史、社会和

工艺技术的原因，羌族刺绣纹样具有很强的模式化格

局，一般单独使用的主图纹样构图可分为两类：一是

单独的纹样构成方式，二是重复或连续的纹样构图方

式。不管采用哪种构图方式，图面中的纹样在构图中

均呈现出一种分量的等同性、对称性、等量性，给人

一种稳重、均衡、严肃的感觉[7]。 

 
 

图 1  羌族纹样构成元素 
Fig.1 Elements of the Qia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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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组合的规律性 

羌族刺绣纹样一般由等量或者不等量图形以轴
线或中心点来进行排列，形成对称与均衡的秩序感。
如主体造型习惯运用花卉等、而边角装饰习惯运用如 

意、回字纹等，其他填充部分则选用蝴蝶纹、龙纹等。

而整体的构图骨架也遵循一定规律，如米字骨架、田

字骨架、井字骨架等。纹样严格呈水平、垂直走向，

斜线 45走向，羌族图案组合骨架见图 2。 
 

 
 

图 2  羌族图案组合骨架 
Fig.2 Frame of pattern combination of Qiang  

  

2  宁强羌族刺绣纹样创新方法与实践 

2.1  基于转译与形状文法的刺绣纹样创新方法 

转译原本是指生物按照从脱氧核糖核酸（DNA）

转录得到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上的遗传信息合

成蛋白质的过程，即以信使核糖核酸为模板，合成具

有一定氨基酸顺序的蛋白质的过程。而引入到创新设

计当中就是以某种初始形状为模板，按照一定规律，

将原有形状作为遗传特征合成新的形状的方法。其中

这种规律一般运用形状文法进行演变，形状文法由

George Stiny 和 James Gips 最先提出并应用于绘画

与雕塑创作，后来扩展到产品品牌识别与创新设计领

域，是一种以形状运算为主的设计方法[8]。在建筑艺

术设计、产品设计、图案设计等领域形状文法已经成

功被证实其合理性[9]。Cui 和 Tang 运用抽取原始图形，

通过形状文法计算系统，得到一系列图形模板[10]。     

根据 Stiny 和 Gips 的定义，形状文法语法关系

（SG）可以表示为：SG=(S, L, R, I)，其中，S 表示有

限的形状集合，L 则是有限集合的待料，R 是有限集

合的推理原理，I 是提取出的开始的形状[11]，那么 SG 

表示为 S 经平移、旋转、镜像等推理规则衍生的形状

集。下面以一个初始形状模型为例来说明不同形状依

据规则进行图形转译的过程。 

假设提取的初始图形形状为 A，A 中有被标记的

变换位置及轴线，经过 5 个欧几里德变换的形状规则

形成最后生成性推理规则，因此，将规则规定为 R1

平移，R2 水平镜像，R3、R4 分别是以边角 45旋转

和以 45为中心的旋转，R5 为垂直镜像。生成的新的

形状被看作一个整体进一步应用会产生更多衍生图

形形状，生成性规则与衍生性规则见图 3，R6 为倾 
 

 
 

图 3  生成性规则与衍生性规则 
Fig.3 Generative rule and derivativ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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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镜像，R7、R8 为不同方向的水平镜像，R9 为顺时

针旋转 90，R10 为垂直镜像。而在具体的纹样演变

过程中提取的初始形状为有代表性的典型图案，转译

过程也更为复杂。 

2.2  设计应用流程框架 

依据转译原理的相关应用流程，将形状文法在宁

强羌族刺绣纹样中的创新性设计模型归纳所示，应用

框架见图 4。该模型主要包括 3 个部分：（1）宁强羌

族刺绣纹样及相关文化背景的研究，选择能够反映羌

族当地文化内涵，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做为目标纹样进

行分析、提取；（2）根据所提取的目标纹样进行图形

转译，推演演变出新的单体单元，再利用衍生性规则

生成新的基本单元；（3）对衍生出来的刺绣纹样进行

筛选，选择符合美学规律和审美认知的进行合理重构

设计，从而得到创新的纹样设计方案。 

2.3  基于转译与形状文法的羌族刺绣纹样创新途径 

提取宁强羌族刺绣中具有代表性的纹样“菊花”、

“牡丹”、“如意”为基础图形，在原有特色不变的基

础上依据现代图案设计手法进行再创作，采用变换、

夸大等处理手法使得传统的纹样转变成符合现代人

审美开始形态[12]，三种纹样初始形状提取见图 5。 

宁强羌族刺绣纹样的整个转译过程分为两个阶 

 

 
 

图 4  应用框架 
Fig.4 Application framework 

 

 
 

图 5  三种纹样初始形状提取 
Fig.5 Initial shape extraction of three kinds of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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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一阶段为基本单元的生成，主要采取对处理

后的开始形状进行规则性推演，第二阶段为新图案

的诞生，针对第一阶段形成的基本单元进行衍生性

规则演化。利用形状文法推演的基本单元推演过程

见图 6。 

演化一由牡丹提取初始形状应用“规则一”两次，

形成单元一基本图形；演化二由菊花形状应用“规则

二”两次、“规则五”一次，形成单元二基本图形；

演化三由如意形状应用“规则三”七次，形成单元三

基本图形。 
 

 
 

图 6  基本单元推演过程 
Fig.6 Basic unit deduction process 

 
第二阶段以单元一的基本图形为例，使用衍生性

规则 6—10，单元一依据 R6→R8→R6→R10→R6→

R7→R6 的配合使用得出新的纹样，单元纹样 1 的衍

生性演化见图 7。 
 

 
 

图 7  单元纹样 1 的衍生性演化 
Fig.7 Derivation evolution of unit pattern 1 

当然，除了整体的单元纹样可以进行演化外，在

一幅完整的刺绣构图中组成纹样的最小结构单元也

可提取进行演化形成单元图案，如花瓣、心形等。对

转化的新图形，可根据刺绣色彩规律进行新的色彩搭

配，刺绣纹样最小单元设计过程见图 8。由此可见，

使用形状文法可以转译出大量的创新性纹样，以这些 

 

 
 

图 8  刺绣纹样最小单元设计过程 
Fig.8 Design process of the smallest unit  

of embroidery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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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为基础，结合之前对羌族刺绣构成形式、构成规

律的研究，便可得到创新性的羌族刺绣纹样方案。 

2.4  宁强羌族刺绣纹样创新设计实践 

从宁强羌族刺绣纹样中提取出的牡丹纹样通过

形状文法多次使用旋转、镜像等变换规则，结合刺绣 
 

中最小单元心形图形的设计得到新的纹样图案。而利

用此方法及羌族纹样的构图规律、色彩特征等也可演

变龙纹、云纹、回纹、如意等其它纹样。最终将其运

用到现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得到既符合现代人审

美又不失传统语言的新设计，基于形状文法的刺绣创

新设计案例见图 9。 

 

 
 

图 9  基于形状文法的刺绣创新设计案例 
Fig.9 Embroidery design pattern based on shape grammar 

 

3  结语 

传统刺绣纹样设计运用形状文法进行转译的意

义在于对传统纹样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同时又保留了

其特征因子，通过对宁强羌族刺绣纹样的转变及创新

设计应用可以看出此方法的可行性。当然这也为计算

机辅助传统纹样设计的转化与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其他更为复杂的传统图形设计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性。也使得宁强羌族刺绣的传承发展更多样、传播途

径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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