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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中国传统纹样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价值与应用途径，推动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设

计中的传承与创新。方法 从中国传统纹样的类型与艺术特点入手，结合纤维艺术分析中国传统纹样在

拓宽艺术设计内涵方面的作用，并根据相关案例阐述纤维艺术在设计思维、符号元素、装饰技巧、创新

设计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纹样的借鉴，总结中国传统纹样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经验。结论 纤维艺术

设计自传入伊始，在我国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民族特征，而传统纹样则是凸

显地域色彩与民族特征最为关键的要素，在现代纤维艺术设计中传统纹样依然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设

计师应善于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实现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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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Fiber Art Design 

WA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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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approa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fiber art de-

sign,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in modern art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types and artis-

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combining with fiber art, the ro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broadening the connotation of artistic design was analyzed. Based on relevant cases, the reference of fiber art to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design thinking, symbol elements, decorative techniques and innovative design was expounded, and 

the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fiber art design was summarized. Fiber art design has a his-

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our country and has formed distinct regional color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ong 

course of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pattern is the key factor to highlight regional color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ill have a wide application space in modern fiber art design. Designers should be good at drawing nutrients from tradi-

tional art to realize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rt and modern art. 

KEY WORDS: traditional patterns; fiber art design; application study 

中国传统纹样历史悠久，形式多样，不仅体现了

我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特点，而且蕴涵了丰富的人文情

感。纤维艺术设计自古有之，且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

占据重要位置，而将中国传统纹样融入到纤维艺术中

来，对于弘扬传统艺术以及创新现代纤维艺术设计都

有着重要意义。 

1  中国传统纹样概述 

传统纹样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彩陶绘画，从中华民

族 原始、 朴素的艺术创作开始，纹样图案在上千

年的传承与创新中逐渐成为工艺美术中的一朵奇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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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纹样在历史的沉淀中不仅成为传统文化无声的承载

者，而且也成为现代艺术设计中 重要的灵感源泉。 

1.1  中国传统纹样的类型与特征 

传统纹样作为工艺美术的一种类型，来源广泛，

有的起源于民间，如陶瓷、刺绣、编织、剪纸、印花、

雕刻等，这类纹样充满了生活气息，张扬着健康、粗

犷、朴实的艺术美感；有的来源于统治阶级，如建筑

物、工艺品中代表权威的纹龙、麒麟等，记录统治阶

级狩猎、宴赏、杂戏、歌舞等场景的图案，这些纹样

设计精致、严格，凸显了统治阶级的高贵、威严与庄

重[1]；有的来源于宗教艺术，如庙宇、佛堂供器上具

有宗教色彩的各种纹路，佛龛、壁画、佛像上的装饰

物等，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我国流传甚广，我国民间

工匠将古印度佛教中的艺术设计纹样与中国传统纹

样图案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且充满浪

漫主义色彩的纹样图案。 

中国传统纹样在经久不衰的千年传承中主要呈

现出以下特点：（1）地域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风

俗迥然，各地区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在纹样图案设计中

有着明显的体现，例如剪纸艺术中呈现出的纹样，南

方细腻精致，北方则粗犷简练；（2）寓意美好，传统

纹样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色彩，凸显着深刻的人文情

怀，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如“连

年有余”中的莲花和鱼的纹样，“喜上眉梢”中“喜

鹊”和“梅花”的纹样，“多福多寿”中“蝙蝠”和

“寿字”纹样等；（3）民族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

家，各民族文化传统、艺术理念不同，在纹样设计上

也迥然有别，如维吾尔族的地毯图案，苗族的蜡染图

案，傣族的纺织图案，瑶族的刺绣图案，这些别具特

色的纹样图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并为纤

维艺术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1.2  中国传统纹样的艺术性 

传统纹样出现的 初目的就是为了装饰与美化，

因此，不断挖掘并丰富其艺术审美价值是中国传统纹

样传承与发展的内在需要。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

型传统纹样的分析，中国传统纹样的艺术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多元化的构成形式，中国传统

纹样在设计中会下意识地向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倾斜，

多样统一、对等平衡、对称呼应、对比协调等成为了

纹样呈现的主要形式，例如在“喜上眉梢”的剪纸中，

艺术家将喜鹊、梅花等纹样局限在一个圆形的框架

内，从整体上看圆润而对称，充满了传统文化意蕴；

（2）充满夸张与想象的纹样设计，客观阐述无法满

足艺术设计需要，在传统纹样设计中，设计师丰富的

想象配合夸张的手法形成了多变而丰富的设计作品，

如“狮子顶枕”刺绣设计，对狮子的头部进行了艺术

夸张，在视觉上呈现出憨态可掬、活泼天真的形象，

激发了欣赏者的喜爱之情；（3）富有装饰性的色彩搭

配，传统纹样在色彩运用中善于夸张，如在刺绣中手

工匠人乐于采用对比强烈的色彩搭配，或者通过颜色

的借用来达到色彩的协调，以便于纹样图案更加鲜

明，从而强化视觉效果。 

2  纤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纤维是指天然或者人工合成的具有细丝状或者

呈现线性外形结构的物质，如棉、毛、麻、玻璃纤维、

涤纶等。纤维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材料，如御寒的衣物、书写的纸张、木材等。纤维

艺术起源于古代的编织艺术，原始人类为了生存需

要，将各种纤维缠绕、连接、缝制、粘贴，并在发展

与演变过程中逐渐延伸出审美功能，进而成为一种艺

术形式，现代纤维艺术已经成为艺术设计体系的一个

重要分支。 

追根溯源，从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习惯运用动植

物的纤维来制作和装饰服饰。春秋战国时期，印染技

术初步发展，从出土文物来看，当时的丝织品已经达

到了一定的技术高度，并且在艺术上也具备了鲜明的

审美特点，如手工匠人不仅能够在丝织物上织出细密

精致的平纹，而且还能够织出斜纹和提花。在封建王

朝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汉唐盛世，宋元明清时期政府

设置了专门的刺绣、编织机构，以供应贵族阶层。正

是由于政府的支持，封建社会的纤维艺术发展也逐渐

完善、成熟，并不断创新。进入到现代社会，纤维的

地位依然不可替代，我国在纤维艺术的应用范围也逐

渐拓展，且在专业的纤维艺术展览中，中外纤维艺术

不断交流、融合，推动了我国纤维艺术优秀作品不断

出现。 

3  中国传统纹样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价值 

从古代起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将各种纹样图案

运用到纤维艺术中，如精美的刺绣、印染的花布、编

织的地毯等，因此，在现代纤维艺术中运用传统纹样

也是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我国传统纹样内

容丰富、意蕴深远，且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但

在西方艺术理念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纹样在纤维艺术

中的应用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艺术的发展需要

呈现民族性特点，将中国传统纹样融入到纤维艺术中

需要打破西方艺术设计框架，这是实现中国传统艺术

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讲，中国传统纹

样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价值可以从以下几点加

以分析。 

3.1  中国传统纹样为纤维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各个国家、地域由于文化起源、社会习俗的不同，

对纤维艺术的理解也千差万别，不同的纤维艺术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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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发展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文化的呈现与表达。

在现代纤维艺术发展中，如何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吸

收传统民族工艺手法，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完美结

合是中外纤维艺术家们需要集中思考的问题。我国纤

维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就

是其建立在牢固的民族文化根基之上。从原始社会开

始，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将纹样融合到纤维艺术中来，

两者在文化内涵上的一致性为各自的发展创造了新的

空间[2]。现如今，纤维艺术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实用功

能，成为一种欣赏艺术，而将传统纹样融入到纤维艺

术创作中能够让艺术表达在造型、颜色、韵律上更好地

体现民族文化，从而为纤维艺术的创新注入新的元素。 

3.2  中国传统纹样的应用丰富了纤维艺术的情感内涵 

传统纹样的载体丰富多样，如刺绣中的纹样，其

载体为绢布丝绸等；剪纸中的纹样，其载体为彩纸箔

片等；各种容器上的纹样，其载体是陶瓷器皿等。这

些纹样虽然在载体形式上千差万别，但是在情感表达

上却殊途同归[3]。现代纤维艺术在创作中也需要丰富

的情感表达，即作品不仅要呈现形式美，而且应该赋

予欣赏者丰富的情感体验，进而从中体会到传统文化

的审美性。中国传统纹样在图、形、色、工艺等角度

都体现了成熟艺术的特点，因此，在纹样中借鉴文化

元素以体现其情感内涵是现代纤维艺术发展的重要

思路。例如在第三届国际纤维艺术展览中，作品《禧》

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它将传统的剪纸纹样与刺绣艺术

相结合，在针法和图案上充分凸显了刺绣艺术的特

点，不仅呈现出了流畅、对称的艺术美感，而且彰显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3.3  中国传统纹样的应用推动了现代纤维艺术的实

践发展 

随着对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纹样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虽然中

国传统纹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研究者从刺绣

纹样、剪纸纹样、陶瓷纹样等设计中总是能够总结提

炼纹样的设计特点，并结合不同工艺美术创作技巧，

将纹样设计还原为一个动态装饰的过程，而纤维艺术

设计则能够从这一过程中获得启示与借鉴。例如刺绣

工艺就是传统纹样与纤维艺术的完美结合，在现代刺

绣工艺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有意识地根据现代

纤维艺术的发展规律，探索传统纹样的应用效果，而

在不断的实践创新中，传统纹样也成为了纤维艺术发

展取之不竭的资源。 

4  中国传统纹样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途径 

4.1  运用符号元素，装饰设计艺术作品 

中国传统纹样中可供纤维艺术设计选择的素材

多种多样，人物、花鸟、走兽、汉字、几何图形等，

这些符号形象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充满文化内涵[4]。

设计师在纤维艺术设计中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直接将

符号运用到设计作品中来，以呈现鲜明的民族特点，

刺绣艺术是纹样图案应用在纤维艺术设计中 典型

的体现，设计师可以根据设计理念，将人物、动物、

植物、水波、祥云等符号元素融入到刺绣作品中，以

彰显传统刺绣文化的特色[5]。这样的设计创作简单直

接，更能够体现传统纹样在纤维艺术中的融合与传

承，也是纤维艺术创作中 重要的体现。 

4.2  借鉴设计思维，拓宽纤维艺术语言 

从思维层面进行借鉴，是现代纤维艺术从本质上

把握中国传统纹样艺术特色的关键[6]。思维的创新是

艺术设计的关键，单纯的模仿只能让艺术设计陷入千

篇一律的尴尬。传统纹样对于现代纤维艺术设计的价

值不在与盲目的模仿与照搬，而在于对其核心设计思

维的理解与学习[7]。创新是中国传统纹样经久不衰的

关键，在历代的传承中，人们都能够延续传统，并且

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新的表达素材，并创新性地将其

融入到纹样的设计中来，进而形成别具特色的设计效

果。基于此，设计师在纤维艺术设计中应从思维层面

积极转变，从具体的纹样中挖掘其背后蕴涵的设计理

念，运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解读，形成新的纤维艺

术风格。例如现代旗袍设计与传统旗袍虽然都惯于使

用传统纹样，但是在审美上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效果，

设计师通常会在现代旗袍中采用刺绣工艺和新式剪

裁方式，让旗袍在浓郁的民族风情中洋溢着时尚气

息，赋予旗袍新的时代审美。 

4.3  借鉴设计技巧，丰富艺术设计手法 

中国传统纹样在现代纤维艺术应用中，需要从材

料、肌理、色彩、结构等角度实现对技术手法的运用

与创新。设计师在渗透中国传统纹样的过程中应拓宽

思路，从传统设计技巧中寻找灵感[8]。例如传统纹样

中存在一些简约抽象的符号形象，这是对客观事物的

高度概括，而在纤维艺术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采用这

一手法，去除一些不必要的装饰，让设计作品呈现出

简洁、直观的艺术效果；再如传统纹样在设计中经常

会采用变形、重组、夸张等构图手法，设计师可以在

纤维艺术作品中对不同的材料、纹饰、色彩进行拼接

与碰撞，以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此外，设计师还

可以利用移植、嫁接等方式对纤维作品加以融合，以

拓展现代纤维艺术的表现形式。 

4.4  把握艺术精髓，推动纤维艺术创新 

将传统纹样渗透到纤维艺术中，能够推动艺术设

计回归民族文化，引导设计师从传统纹样中获取养

分，在千变万化的造型中、丰富和谐的色彩、严格和

谐的形式中推动纤维艺术的继承与发展[9]。此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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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纤维艺术在审美功能上逐渐强化，而将传统纹样运

用到纤维设计中是创新文化载体、推动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纹样在纤维艺术设计中的

应用不应该是简单的照搬，而应该是在提炼传统纹样

艺术精髓的基础上的再创造。模仿与重复是艺术创造

的大忌，在现代纤维艺术设计中，设计师一方面要从

中国传统审美的角度探索纹样艺术精髓，加工、提炼、

再造，并结合现代艺术特色，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

中来；另一方面还应把握传统纹样的文化内涵，赋予

艺术设计新的情感寄托。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传统纹样的综合阐述，以

及对现代纤维艺术发展的分析，我们不仅发现了传统

纹样的特点和艺术价值，而且了解了传统纹样在历史

传承中经久不衰的文化原因[10]。随着时代的发展，现

代纤维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人们审美的需要

也更加多样，对于传统纹样在纤维艺术中的应用，我

们要做的不只是继承传统图案纹样以及其表现手法

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做到如何在保持传统纹样艺术风

格和潜在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进而促进现代纤维艺术的创新发展。 

将中国传统纹样应用到现代纤维艺术中来，使得

纤维艺术作品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文化特色，这

一 点 需 要 设 计 师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深 刻 感 知 与 认  

识[11]。在纤维艺术创作中，单一的艺术处理与应用是

无法全面展现民族文化内涵的，因此，设计师还应遵

循传统纹样设计规律，从中挖掘出能够凸显传统文化

特色的艺术元素，并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和人们的审

美习惯进行创新应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传统纹样

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分析，并在纤维艺术作品中传达传

统纹样的时代感和民族性[12]。 

中国传统纹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传统文化

艺术的具体呈现，在现代纤维艺术发展中，传统纹样

在设计思路、装饰元素、设计手法、艺术理念等层面

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设计师在纤维艺术研究中，应该

立足民族文化，一方面要积极从传统纹样中获取灵

感，另一方面还要敢于对传统艺术大胆创新，只有这

样才能彰显传统纹样的艺术设计价值，实现传统艺术

与现代艺术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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