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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菱形纹样的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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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了找到服装菱形纹样长久演变生生不息的原因，促进服装菱形纹样设计更好的发展，以

不同的方面出发对服装菱形纹样的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进行梳理研究。方法 在研究服装纹样、菱形纹

样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的基础上，从服装纹样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入手，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和

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总结出了服装菱形纹样的 4 个美学特征和 3 个文化内涵。结论 4 个美学特征分

别是和谐之美、对称之美、节奏之美、变化之美，3 个文化内涵分别是“大”美思想、“合”美思想以

及“变”美思想，并试图挖掘服装菱形纹样中凝结的无限审美智慧与内涵思想，为现代菱形纹样设计提

供一定的思考，启发设计师从更深层次考虑纹样设计的传承及发展。在符合现代审美、精神的基础上发

展的保留其固有的美学特征与文化内涵，不仅能够体现服装本身的商业价值，更有利于提高服装菱形纹

样的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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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ZHANG Qian-yun, ZHOU Li-y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design, and analyze and study the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clothing patterns, diamond 

pattern literature information and data in kind, starting from the artistic quality and ideological content of clothing pat-

terns, four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re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were summarize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alytical induction method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our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re 

respectively the beauty of harmony, the beauty of symmetry, the beauty of rhythm and the beauty of change. Three cul-

tural connotations are respectively the thought of "big" beauty, the thought of "fine" beauty and the thought of "change" 

beauty. Attempts are made to excavate the infinite aesthetic wisdom and connotation thought condensed in the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to provide certain thinking for modern diamond pattern design. Meanwhile, the designers are inspired to 

consider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pattern design at a deeper level. Keeping its inherent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n the basis of conforming to modern aesthetics and spirit will not only be able to reflect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clothing, but also be more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the inheritance value of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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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作为记录本民族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载体，它

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随着人们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与当时代审美情趣、文化、社会风气

等相匹配的各种服装纹样开始出现，并借由这些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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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着某种设计思想，菱形纹样就是在不断的演变中

发展起来的一个纹样类型，从原始社会时期到当代的

服装设计上都可以寻觅到它的踪迹[1]。以往对菱形纹

样的研究有的是对其流变历程的梳理[2-4]，也有的是

对某一特定民族文化中菱形纹样的研究[5-9]，比如徐

梦泽专门研究了新疆哈萨克民族中的菱形纹样，通过

分析研究更好地解读了哈萨克族的文化传统，为哈萨

克族菱形纹样的保护和弘扬打下坚实的基础；孙海兰

等从 3 个方面研究了黎族传统织锦纹样的艺术特征，

反映出了黎族内部同一文化圈的特定属性及其作为

统一、稳定、单一民族的特定民族性；张羞月对台湾

地区纺织品菱形纹样与丝绸结合的尝试为菱形纹样

提供了新的展示媒介，同时增加了丝绸手绘作品的思

想深度与艺术表现价值。以上这些文献研究都是以特

定民族、地区作为切入点去研究菱形纹样的，其中部

分内容涉及服装菱形纹样，但更多的是呈现其与民族

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见菱形纹样从古至今的发展都离

不开自身魅力与文化的助推，因此，这里参考这一研

究思路，从服装菱形纹样的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入

手，以期找到其长久以来受喜爱的外因和内因，为服

装菱形纹样的良性循环提供一定的设计思考。 

1  服装纹样 

服装纹样是服装面料上呈现的花纹图案的统称，

是一种能够传达文化的视觉信息符号，运用不同的设

计形式，可以增添服装的视觉冲击力[10]。消费者在选

购服装时，纹样是能快速进入人们眼帘的设计元素之

一，和服装色彩一样具有面料材质、手感等设计元素

所不具备的、鲜明的视觉属性，消费者对服装产品的

第一印象往往受其影响，同时通过纹样所传达的潜在

信息，消费者可以快速地判断该服装是否符合自己设

定的心理形象。服装纹样设计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

因为其不仅具有一定的审美艺术性，而且在相当程度

上传达着设计的思想。 

1.1  服装纹样的艺术性 

《现代设计词典》将纹样解释为狭义图案的一

种，即装饰图案，同时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文学批评

家乔治·卢卡奇在他的《审美特性》一书中也对纹样

做了界定：纹样是审美的、用于感情激发的自身完整

的形象，其构成要素是由节奏、对称、比例等抽象的

反应形式构成的[11]。从众多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纹样

基本的功能就是装饰和美化，服装纹样亦是如此。服

装纹样艺术性不仅仅是现代设计的产物，纵情于诗歌

山水的古人对服装纹样审美情趣的追求甚至优于我

们现代人，从鱼纹图腾抽象化的菱形纹样到战国、秦

汉时期简洁的菱纹；从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隋唐菱纹

到宋朝严谨规整的菱格纹，以及明清时期繁缛复杂、

极富装饰性的菱形纹样，各个时期的服装菱形纹样虽

变化丰富[12]，但都展示了那一时期服装纹样独一无二

的艺术性和古人卓越的设计才能，完美地实现了服装

纹样设计的基本功能。 

1.2  服装纹样的思想性 

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艺术的审美对象是人，故

具有艺术性的纹样设计也是为人服务的，起到传达人

思想、精神和意识的作用，使人的心理与外部世界相

统一。纹样的思想性在古代服装纹样设计上表现得尤

为突出。中国是一个讲究“礼”的国家，古人借助服

装纹样表达对“礼”这一思想的狂热追求，比如服装

纹样中的十二章纹衮服见图 1，再比如明清时期官员

服装上的补子图案，文官补子见图 2，这些纹样 早

都只是装饰在服装上的吉祥纹样，后来随着纹样思想

性的发展逐步成为区分人们等级的服装标志和人意

志的物象表现。相较于今天较为自由的设计环境，古

代服装纹样的异同则代表着身份的差异，传递着阶级

的思想，不同地位人们可使用的纹样有着极大的差

别。正是服装纹样这种明显、阶级的思想性才决定了

章服制度一直是封建礼仪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并一直延用了近两千年。由此可以看出服装纹样

传达的思想内容才是设计师内心真正的表达。 
 

 
 

 
 

图 1  十二章纹衮服 
Fig.1 Formal dress with twelv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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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文官补子 
Fig.2 Civil servant's buzi 

 
服装纹样的思想性是其艺术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美的欲望得以满足后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精神层次。思

想决定着美的走向，不论是在礼法严格的封建时期，

还是在以人为本的当今社会，服装纹样都在潜移默化

的影响着着装者的心理。 

2  服装菱形纹样的美学特征 

从上节可以看出，艺术性是纹样 基本的属性。

作为常见的几何纹样，菱形纹样的经久流传必定来源

于人们对其美学价值的肯定。为更加突出、直观地展

现服装菱形纹样的美学特征，本小节选取经典服装菱 
 

形纹样作为主要范例进行叙述。服装菱形纹样的美学

特征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2.1  和谐之美——融合感 

服装菱形纹样的美学特征中 重要的就是和谐

之美。和谐统一是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在服装纹样设

计上，处理好纹样排列的角度、密度、布局、装饰图

案等，使其有序而美观地与整体设计形成一个和谐的

有机体固然重要，但和谐统一不仅表现在视觉审美

上，更重要的是其背后强烈的人文环境融合感。经典

服装菱形纹样的发展历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纹

样 早是苏格兰阿盖尔家族的传统格纹，经典的线条

装饰和不可改变的家族配色都昭示着其独一无二的

家族身份，后来经过普林格品牌的设计推广，带有浓

重政治色彩的阿盖尔菱格纹拥有了丰富的配色，极大

地满足了现代多元化的审美需求，成为了深受人们喜

爱的经典服装菱形纹样。和谐美在我国服装菱形纹样

的设计上也有体现，比如宋朝时期，文人士大夫备受

尊崇，其独有的清雅气质造就了独特清新的服装审美

视角，宋朝服装菱形纹样在菱形骨骼的基础上辅以雅

致的花纹装饰，虽简单、规整但又不失审美趣味，与

前朝设计有极大的区别。试想若将上述两种纹样互相

替换，迥异的人文环境使其必不能和谐相处，因此，

可以说和谐之美是服装菱形纹样美学特征中 重要

的一点，与环境相融合的才是 合适的，经典服装菱

形纹样和宋朝菱形纹样见图 3。“和”是人们不变的

追求，形式与思想上的和谐统一，强烈的环境融合感，

才是服装菱形纹样被人们长久认同的根本。 

   
 

图 3  经典服装菱形纹样和宋朝菱形纹样 
Fig.3 Classical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and Song Dynasty diamond pattern 

 

2.2  对称之美——均衡感 

服装菱形纹样的结构基础是有一组邻边相等、轴
对称的平行四边形，因此，可以说菱形纹样的对称美
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对对称之美的喜爱源自于对称所
产生的稳定感和均衡感，相较于花纹图案的自由多
变，菱形纹样更有一种严密规整、有条不紊的理性美，

体现了一种“安静”的严肃感。除了自身结构的对称
感外，服装菱形纹样的对称美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比如借助色彩实现对称，这点在配色丰富的经典菱形

纹样服装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各种色彩区域的灵活运

用呈现出了不同的对称效果，满足了各类服装风格的

需求，服装菱形纹样的色彩对称见图 4，借用菱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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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服装菱形纹样的色彩对称 
Fig.4 The color symmetry of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样对称美的属性带给人们一种专业感、信任感与优雅

感，同时第三个服装特殊的旋转对称还为服装带来另

一种“动”的严肃感，这种对称美虽然打破了四平八

稳的设计格局，以动求变，是对传统对称服装纹样的

突破性改变，但是服装菱形纹样的均衡感依然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既保留了菱形纹样 初的设计之美，又

有所创新。 

2.3  节奏之美——律动感 

在视觉艺术中，节奏是通过有规则的重复元素的

相关变化而创造的[13]，节奏之美能催生一定的律动

感。菱形本就是一个个规整的独立单元，其艺术美的

展示多是通过连续设计来实现的，这样产生的纹样经

过合理的设计变化就具有了一定的节奏美。经典服装 

 

菱形纹样固定的设计结构无法产生更多的变化，所

以其上 突出的节奏美就是利用色彩实现的，菱形

色彩的间隔出现，仿佛是律动的音符，给人一种跳

跃的快感，比如服装菱形纹样的节奏美之色彩节奏

见图 5a。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节奏美，比如

大小菱形的嵌套出现，带给人们富有层次感的节奏

美，这是纵向视觉上的节奏呈现，比如服装菱形纹

样的节奏美之层次节奏见图 5b，再比如菱形单元跳

跃 式 的 排 列 组 合 同 样 可 以 打 破 经 典 菱 形 纹 样 的禁

锢，带来一种轻松时尚的节奏美，这是横向视觉上

的节奏呈现，比如服装菱形纹样的节奏美之排列节

奏见图 5c。服装菱形纹样节奏美的出现有一定的必

然性，因为无意义的几何单元结构，所以具有了跳

跃排列和着色的可能性。 

     
 

a 色彩节奏                 b 层次节奏                   c 排列节奏 
 

图 5  服装菱形纹样的节奏美 
Fig.5 The rhythmic beauty of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2.4  变化之美——丰富感 

因为菱形单元没有花纹图案的具象意义，所以只

有通过变化的设计，才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因此

丰富的变化性也就成为服装菱形纹样深受大众喜爱

的一个原因。服装菱形纹样的变化之美可以从内外两

个方面去寻找。从内看，菱形自身角度、密度等的变

化可以带来迥然不同的视觉效果，服装菱形纹样内部 

结构变化效果见图 6。从外看，菱形单元的配色及内

部、四角等部位的装饰都为纹样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

作空间，这种设计变换可以满足不同着装风格的需

求，带来丰富的审美效果，服装菱形纹样外部丰富的

变化效果见图 7，这也正是多元化现代设计 看重的

一点，以变求和才是更高层次的统一，服装菱形纹样

的变化设计既是美的起点又是美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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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服装菱形纹样内部结构变化效果 
Fig.6 The change effect of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s internal structure  

 

   
 

           
图 7  服装菱形纹样外部丰富的变化效果 

Fig.7 The exterior rich change effect of clothing diamond pattern 
 

3  服装菱形纹样的文化内涵 

纹样的跨时空传播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服装菱形

纹样经久不衰的流传有其外部美学特征的作用，更重

要的是来自于人们对其背后文化内涵的认可。单从绘

图的角度来说，菱形纹样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再多

装饰的添加也只是美化的过程，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

流逝、人们审美的改变而消亡，人们认可的文化内涵

才是其长久流传的内因。 

3.1 “大”美思想 

有研究认为菱形纹样的雏形是原始社会某种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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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礼仪图腾，由于当时文化思想发展的落后，对人

们来说巫术是“大”的（这里的“大”属于儒道美学

思想范畴，其中的一层美学含义就是能引起主体对于

对象的一种敬畏之情[14-15]），与天地一样充满未知与

神秘感，因此在面对装饰有菱形图腾的服装时，人们

会不由自主地将其与 初的神秘内涵相联系，将其看

作是天地权利的象征，这种情感在阿盖尔菱格纹上也

有明显的体现，特定的家族印记及严格的使用界限使

这种菱形纹样成为了 直观的身份象征。不难看出，

服装菱形纹样上的“大”美思想使这种冷抽象的图案

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及严肃感，变成了使用者

权利的象征，引发了人们的敬畏感。 

3.2 “合”美思想 

“和合”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菱

形纹样中的“合”取和睦、美好、吉利之意。除了礼

仪图腾外，菱形纹还被认为是鱼纹的演变产物，因为

鱼繁殖较快，所以寄托了先民生生不息、多子多孙的

“合”美思想，菱形纹也在向我们传达着人们对幸福

生活的希冀、对生命的无限崇拜和对吉祥的恒久期

盼。在这其中 典型的变体菱形纹就是方胜纹，方胜

纹服装见图 8，套连、重复的组织形式代表长长久久、

同心相连的“合”美之意。向往美好是人们共同的夙

愿，因此，具有“合”美思想的菱形纹样在服装上颇

受喜爱也就不难理解了。 
 

 
 

图 8  方胜纹服装 
Fig.8 Clothing with Fangsheng pattern 

 

3.3 “变”美思想   

“变”这一思想来源于管子，强调的是与变随化。

从之前的论述可以看出服装菱形纹样的设计形态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丰富的、随时代更迭而发生的变化

目的在于求融，随时代变，与文化融，形式和思想的

双重认同是服装菱形纹样发展延续的基石。同时服装

菱形纹样背后的“变”也是符合现代审美的，求美、

求新是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变求融才能经受住市

场的考验。 

纹样本无情，正是由于人们经意或不经意间赋

予其的文化内涵，才推动了它的长久发展，人们

初可能会被其美丽的外表所吸引， 终打动人心的

还是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寄情于纹样和诗人寄情于

山水一样都是创作者感情 真挚的表达，是艺术家不

变的追求。 

4  结语 

服装菱形纹样作为一种具有悠久流传基因的纹

样，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凝结了人们无限的审美智

慧及设计思想，并与时代的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相

适应，散发出独特迷人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对其

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服装菱形纹样发

展传承的思考，传统中蕴藏着“美之为美”的普遍价

值，只要善加借鉴，完全可以为现代创作提供灵感[16]。

服装菱形纹样的美学特征是其再创作的设计法则，文

化内涵是其发展的背后支撑，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美

学特征，如何在新时代下有选择地延续其深厚的文化

内涵，是每个设计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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