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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陕西秦绣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

主要研究当代秦绣图案中抽象几何纹样的提取及衍生图案设计方法，并对其进行设计应用，验证相应的

设计方法和思路。方法 首先采用分析比较法、归纳总结法、聚类分析法、型谱分析法对秦绣图案的表

现题材、色彩、几何纹样、构成形式进行研究。其次，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典型秦绣样本图案中的色彩、

几何纹样设计元素。最后，利用形状文法对几何纹样进行推演及衍生图案设计。结论 将秦绣文化融入

到现代设计中，一方面有利于为现代设计注入新的设计文化语言；另一方面有利于秦绣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使秦绣文化在数字化时代能实现自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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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Abstract Geometric  
Pattern in Qin Embroidery 

SUN Fei 
(Xi'an Innovation College, Yan'an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Due to unique artistic form and strong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haanxi Qin embroidery has high 
practical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The work aims to mainly study the extraction and derivative pattern design method of 
the abstract geometric pattern in contemporary Qin embroidery, and conduct the design application, and verify the corre-
sponding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Firstly, the themes, colors, geometric pattern, and construction forms of the Qin em-
broidery were studied throug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generalization method, clustering analysis and shape spectral 
analysis method. Secondly, the design elements of color and geometric pattern in the typical Qin embroidery patterns were 
extracted through factors analysis. Finally, pattern inference and derivative pattern design of the Qin embroidery geomet-
ric pattern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shape grammar. Integrating the culture of the Qin embroidery into the modern de-
sign, on the one hand, helps to inject new design culture language into modern design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mote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Qin embroidery culture, so that self-innovation of Qin embroidery culture can be realized 
in digitized time. 
KEY WORDS: Qin embroidery; geometric pattern; factors analysis; shape grammar 

陕西秦绣源于历史悠久的民间绣种“戳纱绣”，

是当代刺绣的一种新绣种[1]。其格调典雅，形式精美，

地域特色浓郁，文化底蕴淳厚，且装饰效果鲜明、突

出，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

而且蕴含着极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秦绣将刺绣

工艺与构图设计紧密结合，装饰图案的题材内容广

泛，形象夸张生动，具有强烈的识别性和内聚性[3]。

意大利著名设计大师乔治·亚罗曾说过：“设计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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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文化[4]。”将秦绣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中，一方

面有利于为现代设计注入新的设计文化语言；另一方

面有利于秦绣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秦绣文化在数字

化时代能实现自我创新[5]。文章以秦绣装饰图案中的

抽象几何纹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及实

物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归纳与总结构图元素特征，用

因子分析法提取秦绣图案中的色彩、几何纹样等，利

用形状文法对几何纹样进行衍生设计，并将其运用到

现代平面图案创意设计中。 

1  秦绣图案特征分析 

广义上讲，秦绣是陕西地区民间刺绣的统称，其 
 

绣品精美高雅，种类繁多，表现题材广泛，艺术形式

独特，地域文化凝重，风格粗犷、豪放。狭义的秦绣

指由陕西工艺美术大师张漪湲在传统刺绣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一种当代新绣种，即文章的研究对象。当代

秦绣的表现内容丰富[6]，主要分为三类，即历史题材、

生活题材和自然题材。历史题材主要包括古文物和人

物故事；生活题材有装饰性较强的花瓶等器具；自然

题材有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等。折射出秦绣艺术家对

历史、生活和自然的解读和诠释。文章搜集了大量图

片资料和实物，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样本进行聚类整理

和分析，利用图谱分析法，对筛选出来的典型样本进

行特征归纳、分析，秦绣形象特征型谱分析见表 1。 

 

表 1  秦绣形象特征型谱分析 
Tab.1 Spectrum analysis on im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in embroidery 

秦绣样本 “伎乐图” “瓶菊” “青铜器” “飞鹤” “夫妻识字” 

形态特征 

     

题材内容 历史题材 自然题材、生活题材 历史题材 自然题材 历史题材 

色彩 
主色为红、棕、金

色，主要辅助色为

黑、白、绿色 

主色为白、灰、黑色，

辅助色有金、棕色 
主 色 为 金 色 ， 辅

助色为灰色 
主色为白、蓝色，

辅助色有金、黑、

棕、红色 

主色为白、棕、蓝

色，主要辅助色为

粉、红、金、黑 

几何纹样 

宝瓶纹、蝴蝶纹、

龙眼纹、小燕纹、

葫芦纹、尖波纹、

圆波纹 

城墙纹、小燕纹、枣

核纹 
城墙纹、竹节纹、

小燕纹 
回形纹、方块纹、

冰花纹、小燕纹、

城墙纹 

冰花纹、葫芦纹、

尖波纹、枣核纹、

回形纹、方块纹、

小燕纹 

纹样构成 
重复、连续、组合、

适合形 
重复、连续、适合形 重复、连续、 

适合形 
重复、连续、 
适合形 

重复、连续、组合、

适合形 

总结 
样本中的秦绣题材内容广泛，形象简洁、夸张，色彩鲜明、强烈，格调典雅，装饰性风格突出，具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及历史文化内涵 

 
 

2  秦绣设计因子的提取 

2.1  色彩因子的提取 

色彩作为图案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其视觉冲击

力强烈，性格特征明显。秦绣图案的色彩热情奔放、

富于理想化。动物、植物图案的配色对比强烈，装饰

性鲜明突出，利用色彩的渐变、明度、纯度等形式衬

托主体形象。历史文物和人物故事图案的配色设计典

雅、沉稳，体现出绣品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常用的

颜色有金色、蓝色、红色、绿色。花瓶等生活题材的

配色素雅、质朴，配上清新的花卉设计，整体图案令 

人赏心悦目。 
根据前期秦绣图案的整体特征分析和研究需要，

筛选典型样本，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要色彩，以期

获得最具代表性的色彩，秦绣色彩因子提取见表 2。 

2.2  几何纹样因子的提取 

秦绣图案以抽象几何纹样为特色，几何纹样随着

表现图案的不同灵活变化，以重复和连续的形式，或

单独或组合，构成千变万化的各式图案。对秦绣典型

样本图案中的常用几何纹样进行归纳，秦绣抽象几何

纹样因子提取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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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秦绣色彩因子提取 
Tab.2 Color factor extraction of the Qin embroidery 

秦绣 

色彩图例样本 

     

色彩一次提取 
浅蓝、金、白、黑、

棕、红 
红、粉、蓝、金、

白、黑、紫、浅绿

红、深蓝、浅蓝、

金、棕、白、黑、

绿、灰绿 

红、深蓝、金、米

黄、棕、浅棕、白、

绿、浅绿 
金、灰 

色彩二次提取 蓝、浅绿、白、金 
 

表 3  秦绣几何纹样因子提取 
Tab.3 Extraction of abstract geometric patterns in the Qin embroidery 

分类 样本 线条提取 分类 样本 线条提取 

大燕纹 
  

冰花纹 
  

尖波纹 
  

铜钱纹 
  

圆波纹 
  

龙眼纹 
  

回形纹 
  

飘带纹 
  

葫芦纹 
  

宝瓶纹 
  

E 字纹 
  

城墙纹 
  

瓦片纹 
  

水滴纹 
  

 

3  秦绣抽象几何纹样衍生图案的设计及应用 

3.1  基于形状文法的衍生几何纹样设计 

形状文法是一种基于形状的演化获得衍生化形

状的设计方法。这种方法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教授 George Sting 提出，现已成功应用于品牌形象设

计[7]领域。利用形状文法计算机系统，可自动生成新

的壮族刺绣纹样[8]。` 
形状文法依据特定的演变规则，使基本形态特征

通过移动、旋转、镜像等方式产生变化。这一方面可

以延续原有图案的特征；另一方面可以获得丰富的新

图案。以“飘带纹”为例，形状文法纹样演化规则见

表 4。 
首先，根据形状文法纹样演化规则，将提取出来

的部分几何纹样通过 1 次或多次移动、旋转和镜像，

生成基础纹样单元。基础纹样单元演化设计见图 1。

演化 1 执行 1 次规则 C1，以纹样中心为旋转中心旋

转 45°，同时按照规则 A3 做两次交错移动。演化 2
执行两次规则 A2，使纹样倾斜移动。演化 3 执行两

次规则 A2，使纹样倾斜移动。演化 4 执行 1 次规则

A4，使纹样垂直交错移动，另外，按照规则 B2 做垂

直镜像。演化 5、演化 6 和演化 7 各执行 7 次规则 C2，

以纹样底部为旋转中心旋转 45°，分别生成新的纹样

单元。 
其次，应用形状文法纹样演化规则对基础纹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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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进行进一步的衍生变化。基础纹样单元衍生设计过

程见图 2。演化 1 得到的基础纹样单元执行 1 次 B1
水平镜像、1 次 B2 垂直镜像、再执行 1 次 B1 水平镜

像，得到新的衍生化纹样。对演化 2 得到的基础纹样

单元执行同样的演化规则。演化 3 得到的基础纹样单

元则执行两次 A1 水平移动、1 次 A2 倾斜移动、再执

行 2 次 A1 水平移动。此基础纹样单元可根据需要执

行多次 A1、A2 演化规则，得到新的衍生化纹样。 
 

表 4  形状文法纹样演化规则 
Tab.4 Pattern evolutionary rules of the shape grammar 

规则 水平移动 倾斜移动 交错移动 垂直交错移动 水平镜像 垂直镜像 旋转 45° 旋转 45° 
编号 A1 A2 A3 A4 B1 B2 C1 C2 

图例 
 

   
 

 
 

 
 

图 1  基础纹样单元演化设计 
Fig.1 Evolutionary design of basic pattern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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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础纹样单元衍生设计过程 
Fig.2 Deformation design process of basic pattern unit 

 
3.2  秦绣抽象几何纹样衍生图案的设计 

基于以上色彩提取、衍生几何纹样设计的结果，

融合现代设计理念，完成秦绣抽象几何纹样衍生图案

的创意设计。衍生图案设计系列 1 见图 3。图案处理

上，此系列选取演化 1、演化 2、演化 3 得到的基础

纹样单元进行衍生变化，并根据图案设计需要进行适

当的简化、变形。配色设计以蓝色为底，图案颜色为

白色、金色和灰色的渐变。构图的形式灵活，通过图

案 的 动 势 取 得 画 面 的 平 衡 与 稳 定 。 衍 生 图 案 设 计 

系列 2 见图 4。图案处理上，此系列选取演化 5、演

化 6、演化 7 得到的基础纹样单元。配色设计以蓝色

为底，图案颜色为白色、浅绿色。不仅色彩对比强烈，

而且对称的构图形式也给人以强烈的秩序美与节奏

感。衍生图案符合秦绣抽象几何纹样简洁夸张的基本

形状。其配色展现了秦绣色彩鲜明强烈、格调典雅的

特点。因为图案是对秦绣抽象几何纹样的简化、提取、

变形、组合，所以它们具有一定的识别度，并且以新

的艺术形式再现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9]。 
 

 
 

图 3  衍生图案设计系列 1 
Fig.3 First series of deformation pattern design 

 

 
 

图 4  衍生图案设计系列 2 
Fig.4 Second series of deformation patt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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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计应用 

基于以上衍生图案设计的结果，运用现代的设计

方法，完成手提袋设计和文具套装设计。其设计特色

在于衍生图案的合理应用。手提袋设计见图 5。此设

计使用的图案选取“衍生图案设计系列 1”所得的图

案。色彩处理上，选取蓝色为主色，白色、金色和灰

色的渐变为辅助色彩。整体设计效果简约、时尚、典

雅。文具套装设计见图 6。套装包含记事本、自动铅 

笔和橡皮，其包装图案选取“衍生图案设计系列 2”

所得的图案。线圈本选取浅绿色和蓝色为主要色彩，

白色为辅助色彩；自动铅笔和橡皮选取蓝色为主要色

彩，浅绿色和白色为辅助色彩。自动铅笔和橡皮的图

案是通过对衍生图案的大小进行变化处理所得；记事

本的图案是通过对衍生图案进行移动、裁切所得。这

样使整体的设计效果达到了形、色、质的完美统一，

并在统一中有所变化，变化中求得统一[10]。 
 

 
 

图 5  手提袋设计 
Fig.5 Design of handbag 

 

 
 

图 6  文具套装设计 
Fig.6 Design of stationery set 

4  结语 

陕西秦绣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地域文

化特色。本研究以秦绣装饰图案为研究对象，提取色

彩、几何纹样等设计元素，结合现代设计原理，对秦

绣抽象几何纹样进行了衍生图案设计，并以手提袋、

文具为载体进行了设计及实践应用。不仅探索了新的

现代设计文化语言，而且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以新

的艺术形式再现，使传统文化实现在数字化时代背景

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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