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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而且能够提升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地域传统图形得到更好的创新、发展以及传承。方法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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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ngolian Patter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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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mposition design rules and auspicious implications of Mongolian graphic 
patterns, to create patterns and reconstruction forms of Mongolian pattern. Exploring the expression of Mongolian pattern 
can not only make the designers deeply understand the Mongolian group graphic elements, but also enhance people's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o that the regional traditional graphics get better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inheri-
tance.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Mongolian pattern elements were collected to design the pattern 
by analysis element, type arrangement, implicature extraction, pattern derivation and combination change. Combined with 
the key words extraction of Mongolian pattern and the sense of image, uniqueness, national identity and plasticity of 
Mongolian pattern elements, Mongolian pattern elements were graded and screened to combine and design new Mongo-
lian graphics. The form and auspicious implication contained in the Mongolian pattern have been extracted.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process of pattern element score and extrac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sign method i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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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图案是由蒙古族人民生活中常见的形态

和对其他文化的吸收，而渐渐演变形成的具有独特艺

术形态和地域特色的图案，它给人们带来了对美的无

限向往和精神上的极大寄托[1]。弘扬蒙古族图案，对

蒙古族图案的传播有着重大的意义。以图案再创、重

构的形式创新蒙古族图案，使其迸发出璀璨的光芒，

传播蒙古族文化，给用户带来深刻美好的体验。 

1  蒙古族图案的文化内涵 

图案在蒙古族文化中是一颗带有璀璨光芒的明

珠，本身拥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蒙古族图案在

继承与发扬本地域图案文化的同时，借鉴及吸收其他

地区的优秀文化，将其他地区的图案文化变成发展己

【选题策划：区域民族文化视角下的产品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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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养料。从时间上看，蒙古族图案在继承北方草原

文化的过程中，保持着其原有的造型特点，又有着自

己的创新。相较于早期游牧民族时期，元朝时期的图

案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自然为主的描绘对象。

地域上对中原农耕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

等的吸收，使得蒙古族图案突破自身，向世人展现着

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蒙古族建立元朝的时代背景

下，蒙汉两者的文化出现了相互交融的现象，藏传佛

教的流入将其文化传入蒙古族境内，两者的文化在交

融时，很多属于藏传佛教的图案也随之流传到蒙古族

并受到他们的喜爱与欢迎，特别是盘肠纹最受他们的

喜爱。而蒙古族对中亚伊斯兰国家的征服，再加上身

处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抬头便是蓝色的天空，这些

因素对蒙古族产生着影响，让蒙古族对蓝色有着特别

的偏爱。而且它们构图风格相似，具有饱满构图、延

绵不断的图案特点，预示生命永在的精神追求，饱含

蒙古族对生命的渴望。 

2  蒙古族图案的分类 

蒙古族图案特点鲜明，蕴含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代表着很高的文化水平。蒙古族图案的种类繁多，按 

 

图案的属性分类，可将其分为 5 类，分别是图腾图案、

几何图案、植物图案、动物图案及宗教图案[2]。 

2.1  图腾图案 

图腾是记载神的灵魂载体，是古代原始部落因迷

信某种自然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等，

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象征[3]。蒙古族图腾图案主

要包括龙、狼、鹿、虎、蛇、鹰、太阳。龙在蒙古神

话的传说中与中原所流传的传说基本相同，有着强大

的神通；狼和鹿，根据《蒙古秘史》中的记载所述，

成吉思汗的祖先孛儿贴赤那的意思就是苍狼，他的妻

子，即豁埃马兰勒的意思是“白鹿”，因此留下了“苍

狼白鹿”的传说；虎，白虎星晨见东方，匈奴民族视

为“战星”，即“战神”，由此可知，匈奴先祖均为虎

神、战神的神格 [4]；而蛇在蒙古神话里，为龙的后

裔，也有着强大的神力，能保佑人们风调雨顺；鹰

是天的神鸟使者，它受命降临到人间和部落头领成

婚，生下了个女孩，它传授给女孩神术，后来女孩

长大后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渥都根”；太阳则源自于

古时蒙古人们对能给予它们温暖的太阳充满崇敬，为

了表达这份感情他们以图腾的方式记录与赞美太阳，

见表 1。 

表 1  图腾图案 
Tab.1 Totem pattern 

图腾图案 造型特点 象征、寓意 

龙 
游牧民族的龙，普遍具有上吻长， 

龙头小的造型特征 
尊贵、权力、威严镇守、美好生活，寓意幸福美好

狼、鹿、虎、蛇、鹰 
经过艺术处理使动物的形态 

升华为艺术图形 

狼象征强大不可战胜 
鹿和美具有神力，是长寿、富贵的象征[5] 

虎象征迅猛强健、权威无限 
蛇象征蒙古族生生不息、永生不灭、 

婚姻幸福、生息繁衍的寓意 
鹰是萨满化身的神物象征，也是北方狩猎民 

和游牧民英武吉祥的象征 

太阳 
中十字，外圆圈，大圆被分成四部分，

代表着四季如意 
古时，蒙古人民对能给予它们温暖的太阳充满崇敬，

为了表达这份情感以图腾的方式记录与赞美太阳 

 
2.2  几何图案 

蒙古族几何图案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将线条进行

简单的回折、抽象、变化后形成图案纹样，二是对常

见自然形态中的形象进行抽象模拟，升华后形成的图

案纹样。几何图案主要包括回纹、方胜纹、云纹、如

意纹、牛鼻纹、犄纹。回纹源自于水在流动时产生的

旋涡形态，表现人们对它的喜爱；方胜纹源自于古代

汉族神话中的“西王母”所带的发饰；云纹是由蒙古族

人民对白云的热爱而来，是从自然的形象中慢慢抽象

衍生出来的图案；如意纹是云纹的一种；牛鼻纹的来

源是传说，牛在刚烧完柴的地方拱灰，鼻子上的灰就

印在了毡包上；犄纹是一种以动物犄角为原型，通过

夸张与变化而得来的图案，见表 2。 

2.3  植物图案 

蒙古族植物图案主要是以植物果实及花朵为原

型描绘所得来的，这些图案多从中原地区传入，历史

上蒙汉杂居的环境使得两者在文化及喜好上相互受

到影响。植物图案主要包括桃纹、石榴纹、葫芦纹、

莲花纹、卷草纹、宝相纹、牡丹纹、桃花纹、菊花纹，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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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几何图案 
Tab.2 Geometric pattern 

几何图案 造型特点 象征、寓意 

回纹（方回单体型、简笔组合型、 
正反型、一笔连环型） 

形状像锤子一样的"T"字形， 
一正一反连续排列而成的图案 

吉祥安康、不屈不挠的寓意 

方胜纹 
是一种将两个几何图形相叠合 

组成的图案纹样的总称 
同心吉祥、幸福安康的愿望；对婚姻的美

满希翼及对生命的无限崇拜 

云纹（卷云纹、流云纹）、如意纹（心形

如意纹、祥云如意纹、灵芝如意纹）、 
鼻纹、犄纹（单犄纹、双犄纹、 

连续犄纹、边缘犄纹） 

回绕盘旋为主，富有动感和 曲线之

美。由写实的图案转 为抽象化 

云纹象征高升和如意；如意纹象征“平安

如意”、“吉庆如意”、“富贵、如意”等；

鼻纹象征吉样、如意、幸福美好、万寿无

疆；犄纹美丽矫健、雄壮威武、水草丰美、

五畜兴旺、牧野丰收，是幸福美好、富足

安康的象征[6] 

 
表 3  植物图案 

Tab.3 Plant pattern  

植物图案 造型特点 象征、寓意 

桃纹、石榴纹、 
葫芦纹 

以植物果实为原型进行 
描绘的果实图案 

桃纹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多福；葫芦谐音“福禄” 
是富贵的象征，其枝茎称为“蔓”，“蔓带”与“万代”谐音。 

“福禄”、“万代”便是“福禄寿”齐全，是吉祥的象征 

莲花纹、桃花纹、

菊花纹、牡丹纹、

卷草纹、宝相纹 

经过多次处理后排列为"S"形波

状曲线图案，花草的造型大部

分是曲卷圆润的 

莲花纹象征“净土”、纯洁；桃花有五瓣，寓意五福，即快乐、幸福、

长寿、顺利、和平，民间把它看作不老不衰的象征；菊花轻身益气，

令人长寿的象征；牡丹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卷草纹象征生生

不息、水草肥美、吉祥昌盛；宝相纹象征富贵、美好吉祥 

 
2.4  动物图案 

动物图案是对动物崇拜传承的根本特性，在蒙古

族图案的来源中，只有这种源自游牧文化的传承才是

一种最天然的传承[7]。除了传承，蒙古族也擅长借鉴

吸收其他文化，主要包括凤纹、蝴蝶纹、鱼纹、仙鹤、 
 

五畜、蝙蝠。凤纹传说来源于古时，铁木真在继承可
汗位前，天天都可以听到神鸟的叫声，而且叫声好像
是“成吉思汗”；蝴蝶纹、鱼纹、仙鹤、蝙蝠都是以谐
音或寓意对其进行想象所形成的图案，主要来源于其
他民族或地区。五畜是蒙古族为了纪念及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而创造的，见表 4。 

表 4  动物图案 
Tab.4 Animal pattern  

动物图案 造型特点 象征、寓意 

凤纹 
尾有鱼尾、燕尾、孔雀尾、鸡 尾， 

头是鸡首或孔雀首，躯似 鹤， 
蒙古族强化凤头鹰形特征 

寄托了人们希望蒙古勇士能够像 
凤凰神鸟般翔九天的美好期望 

鱼纹、蝴蝶纹、 
仙鹤纹、蝙蝠纹 

经过艺术处理使动物的完整形态 
升华为美术图形 

蒙古人以鱼纹图案象征生生不息、生息繁衍、纯

洁无暇、耳目聪慧、聪明伶俐、身手娇健；蝴蝶

纹代表幸福和谐、美满快乐；仙鹤喻意长寿，“鹤”
与“合”谐音；蝙蝠，幸福的象征，“蝠”、“福”是谐

音 

五畜 以马、牛、羊、骆驼的形态为图案原型 象征富足、如意、祥瑞及五畜兴旺 

 
2.5  宗教图案 

蒙古宗教图案是在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中形成 

的，宗教图案主要包括八宝纹、万寿纹、盘肠纹、宝

杵纹等，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寄托，见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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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宗教图案 
Tab.5 Religious patterns 

宗教图案 造型特点 象征、寓意 

八宝纹 由常见物品的形态夸张、变形而来 象征吉祥、福智圆满 

万寿纹 由曲直的线条构成，属于旋转对称的形式 
生息繁衍、五畜兴旺的寓意。最初， 

万寿符本是单纯的太阳或火的象征 

盘肠纹 
是由一条无头无尾、无终无尾的线盘曲环绕、

循环穿插、首尾两端相连而成 
寓意为幸福美好、万事胜意； 

象征永远吉祥安康、幸福永无止境 

宝杵纹 双头杵交叉成十字形 护持正法，斩除恶魔 

 

3  元素提取方法及设计 

整理分析蒙古族图案元素后，为了进一步对图案

元素进行再设计，首先需要对蒙古族图案元素进行评

分。通过对蒙古族图案提取及设计方式，理性分析得

出元素提取设计的流程，见图 1。 
 

 
 

图 1  图案元素的提取及设计流程 
Fig.1 Pattern element extraction and design process 

 
3.1  文化元素提取方法 

将元素的来源分类、象征寓意及谐音进行整理，同

时对整理的图案元素进行评分。元素评分方法见表 6。 
通过评分，可以将图案元素的得分分为 4 个等

级，分别是一级元素、二级元素、三级元素和四级元

素。整理得分后将分数最高的等级定为一级元素，其

他等级依次变低。 
 

表 6  元素评分方法 
Tab.6 Elemental scoring method 

特征 
评分

独特性 形象感 民族认同度 可塑性 

高 很强（3） 很强（3） 耳熟能详（3） 很强（3）

中 强（2） 强（2） 部分知道（2） 强（2）

低 一般（1） 一般（1） 个别知道（1） 一般（1）

 

3.2  文化元素提取过程 

评分时要先选定评分的标准，确保评分的准确

性。评分标准见表 7。 
 

表 7  元素选定评分标准 
Tab.7 Element selection criteria 

特征 评分标准 

很强（3）
在本地域内广为流传并具有 

浓重的地域文化特征 

强（2） 地域性相对较强，是本地常见图案独特性

一般（1）
地域性不明显，且多为其他 

地域流传而来的 

很强（3） 形态感强，造型特征明确 
强（2） 形态造型常见，且特征明显 形象感

一般（1） 形态造型普通，无明显特征 

耳熟能详（3）

在走访调研中得出，图腾图案、

宗教图案及动物图案中的一些图

案元素最得本地域人民认同 

部分知道（2）
民族性相对较弱，本地域使用广

泛，但人们对其文化了解 不深

民族 
认同度

个别知道（1）
在其他区域使用频率高于本地，

不具有太强的地域性文化特点 

很强（3） 形态可塑性强，适合图形再造 
强（2） 形态可塑性较强 可塑性

一般（1） 图形再造性差，不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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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素提取时，笔者将元素分为主体元素和辅助

元素。主体元素选定是通过对图案的分类、走访、资

料查找及主观分析了解到，将形象的选定范围划定在

图腾、植物、动物、宗教图案中，在通过评分后将得

分分为 4 个等级，并在等级高的图案中选择将其作为

主体元素。  
辅助元素选定则是根据走访及查阅资料了解到，

几何类图案多为辅助图案，具有蒙古族图案的典型特

征，因此使用频率高。元素选定评分结果如下。 
一级元素有五畜纹、卷草纹、盘肠纹、鹿纹、狼

纹、虎纹、鹰纹、龙纹、凤纹、万寿纹。二级元素有

凤纹、万寿纹、宝杵纹、太阳纹、蝴蝶纹、蝙蝠纹、

蛇纹、仙鹤纹、八宝纹、宝相纹、葫芦纹、莲花纹。

三级元素有鱼纹、牡丹纹。四级元素有桃花纹、石榴

纹、桃纹、菊花纹。 
笔者从蒙古族图案中经过评分结果，选出 5 个图

腾元素图案及动物图案中的五畜图案作为元素的提

取结果，并将它们作为形象设计的主体。 
1） 图腾图案。龙，寓意尊贵权利、威严镇守、 

祥瑞的象征，一级元素；鹿，鹿与禄、陆同音，同春

之意和富贵长寿之说，是长寿的象征，一级元素；狼，

象征着强大而不可战胜，一级元素；鹰，是萨满化身

的神物象征，也是北方狩猎民和游牧民英武吉祥的象

征[8]，一级元素；虎，象征的是迅猛强健、权威无限， 

一级元素。 
2）动物图案。牛，它通常象征的是族源、民心、

天意、兴旺、富足的象征，一级元素；马，象征万事

胜意、福寿祥瑞，一级元素；绵羊、山羊，象征吉祥

如意、幸福富足，也象征孝顺这种美好德行，一级元

素；骆驼，以役用为主，是役力的重要来源，通常象

征五畜兴旺，一级元素。 

3.3  蒙古族图案文化元素的设计方法 

在对蒙古族图案元素进行设计时，首先要对蒙古

族常见的图案特点有较深的了解，从表现形态和内在

的精神内涵深度进行传承开拓[9]。通过访谈及查找文

献得出蒙古族图案的特点，见图 2。 
在设计之前，笔者分析选定元素的特征和对图案

设计展开一系列的构想。造型上以动物形象为主体，

而后再提取其骨骼图，将动物的形象以骨骼架构来表

现并分析构图法。笔者运用适合纹样进行图案的排列

组合，将提取后的骨骼图进行抽象，在变化的图案元

素上进行设计，使之更加符合形象的骨骼架构，同时

也要与被提取图案元素的寓意、象征及常见组合图案

元素进行结合，来完成最终的图案创作，形成全新且

具有蒙古族特色文化内涵的图案。色彩上运用蒙古人

最为喜爱的蓝色作为再造图案的主色调，象征永世长

存、英勇无畏与诚实率真[10]，系列图案展示见图 3。 

 

 
 

图 2  蒙古族图案的特点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patterns 

 
3.4  具体的表现形式 

设计所呈现的图案为二维的平面效果图，给人带

来的视觉效果单一，只能在二维平面上体验图案的美

感，因此如何让设计图案更加具有视觉效果，给人更

好的感官体验，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笔者通 

过头脑风暴及调研后，将衍纸作为设计图案的三维载

体。衍纸，又称卷纸，其色彩丰富，形状饱满，有着

自由、灵活、多变、延绵不绝的特点。这些特点与蒙

古族图案的特点不谋而合，因此将其作为图案表现的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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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列图案展示 
Fig.3 Series pattern display 

 

4  结语 

蒙古族图案有着美与文化融合后所产生的特有

优点，从提取的整合与设计的构思出发，通过对蒙古

族图案发展的研究，将蒙古族图案的原有特点作为设

计的源泉，深入了解和挖掘蒙古族文化，使文化与图

案完美交融，设计的图案才能在被大众接受的前提

下，清晰地呈现出蒙古族图案的特点。设计时对蒙古

族图案进行元素分析、整理，而后对图案进行重构，

在原有图案特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拆分，整合再塑，

产生出全新的图案，并把蒙古族图案的造型、构成特

点及组合形式，运用到再塑图案中将图案进行完美升

华。塑造出的图案不仅有蒙古族图案的韵味，展示着

蒙古族特有的审美及文化，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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