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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布老虎是中国传统民间玩具，是现存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旨在提取民间布老虎主要色彩语言及色彩

组合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文创产品的设计实践，以验证色彩提取方法的适用性和易用性。方法 首先通过桌

面调查、用户访谈、实际操作等调研方法，了解现今民间布老虎制作的手法工艺及布老虎手艺人的生存现状；再

结合现有的图像识别技术，选择中值切割颜色量化算法（MCCQ）进行民间布老虎的色彩特征分析，以罗列出布老

虎前二十四个主要色彩搭配。结论 总结归纳了传统布老虎形象的典型色彩语言和文化特征，提炼出了民间布老虎

色彩搭配规律并形成了可视化的配色图谱，为后续基于民间布老虎的相关设计创作和开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

值，同时对于民间手工艺品色彩提取与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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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Feature Extraction of Folk Cloth Tigers and Design  
Practice Based on MCCQ Algorithm 

CHEN Deng-kai1, WANG Yao2 
(1.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86, China; 2.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Cloth tig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toy and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existing folk art. The work aims 
to extract the main color language and color combination rules of folk cloth tiger, and on this basis, carry out the design 
practice of relat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verify the applicability and ease of use of color extraction method.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desktop survey, user interviews, practical operation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folk cloth 
tiger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loth tiger artisan survival were known. Then,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he median-cut color quantization (MCCQ) algorithm was selected for the folk 
cloth tiger color spectrum analysis to list the first 24 major color collocations of cloth tiger. The typical color language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traditional cloth tiger image are summed up. The folk cloth tiger color collocation rule is ex-
tracted and a visual color map is formed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subsequent related design creation and de-
velopment based on folk cloth tiger, and new ideas and reference methods for the color extra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folk handicrafts. 
KEY WORDS: folk cloth tiger; folk color features; color map of cloth tiger; median-cut color quantization algorithm 

布老虎是供幼儿游戏玩乐的传统民间玩具和佩

戴的小物件，如虎头鞋、虎头帽、虎头枕等，其象征

着吉祥如意、驱邪避灾和长辈对晚辈的关心爱护之

情，也蕴含着传统阴阳五行的概念。民间布老虎的色

彩搭配，体现了传统民间美术色彩的使用规律和设色

口诀，让人在视觉上更直观地联想到民间艺术品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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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特征。 
目前对于传统色彩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光谱分

析测量法、提取法、文献计量法、聚类算法、颜色量

化算法等。王丽琴等人共同撰写的《光谱分析技术在

彩绘文物颜料分析中的应用》，描述了 X 荧光光谱分

析法、激光拉曼光谱法、光导纤维反射光谱等技术，

在壁画色彩研究方面的应用[1]。刘梦雨撰写的《基于

显微分析技术的山西陵川吉祥寺中央殿彩画历史信

息解读》，通过剖面显微和偏光显微的实验室方法，

进行了微损采样的色彩检测[2]。刘肖健等人在《传统

纹样的色彩网络模型及配色设计辅助技术》中，通过

二次聚类的方法，从纹样图库中提取了特征色[3]。龚

斌等人研究了基于直方图约化方法的自动分割图像

颜色的算法，在针织纹织提花、印染以及陶瓷印花等

图案设计上的应用[4]。然而，目前关于布老虎民间色

彩的研究较少，吴婉莹等人在《探析民间色彩在布老

虎中的运用》里，对布老虎的颜色特征进行的文字概

括 [5]，关于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色彩提取和统计的实

践，依旧处于空白。 
本文以北方布老虎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中值切

割颜色量化算法（Median-cut color quantization，简

称 MCCQ）提取布老虎的色彩特征，将传统布老虎的

色彩语言进行整理归纳，研究结果可以被广泛地使用

在布老虎产业加工的配色标准、布老虎相关的文创产 
 

品设计、以及消费电子类产品开发等多个方面，为设

计师在进行相关产品设计时提供参考依据。同时补充

了现有布老虎色彩研究的进展，丰富了布老虎设计研

究的色彩语言，为民间色彩提取提供了新思路。 

1  民间布老虎概述  

1.1  布老虎的文化象征 

老虎在历代有“山君”、“于菟”、“大猫”、“大虫”、

“李耳”、“伯都”、“封使君”等多个别称，在汉朝时期，

老虎就被赋予专食恶害之鬼的寓意。东汉《风俗通

义·祀典》中记载：“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

搏锉锐，噬食鬼魅[6]。”因此布老虎形象被赋予了驱

邪避灾、勇猛刚毅的象征意义。在我国北方的农村地

区，在“小乖乖，你别哭，妈妈给你做个布老虎，白

天拿着玩，夜里吓麻猢”的民谣中，就得以体现。同

时赠送布老虎具有一定的仪式属性，如端午节期间长

辈会送给晚辈装有艾草的布老虎香囊，幼儿满月的时

候，家中长辈有制作布老虎的习俗等。 

1.2  布老虎的地域特征及发展现状 

我国民间布老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如北方地

区多以红黄两色为主，配合色彩风格多样的布贴面料

和刺绣。布老虎的地域特征见表 1。经过对陕西户县 

表 1  布老虎的地域特征 
Tab.1  Regional features of cloth tiger 

名称 图示 区域 特征 

河南淮阳布老虎 

 

河南淮阳 
河南布老虎风格古朴粗犷，虎身极少使用刺绣装饰，

多以颜料手绘为主 

陕西户县布老虎 

 

陕西户县 
陕西布老虎多为立足布老虎，制作精美，装饰性强，

造型端庄丰满 

山西黎城布老虎 

 

山西黎城 
山西布老虎重视色彩搭配的丰富性，彰显出跳跃、喜

庆的性格 

山东潍坊布老虎 

 

山东潍坊 
山东布老虎十分强调动态感和力量感，人们常夸大其

头部特征，强化双眼的刻画和“王”字，以彰显老虎的威

武气魄 

江浙印花布老虎 

 

江苏浙江 江浙布老虎多采用蓝印花布制成 

西南蜡染布老虎 

 

西南地区 西南布老虎多采用蜡染布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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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丰镇布老虎制作现状进行调研，走访了周围多家布

老虎售卖和制作的工坊后发现，目前布老虎的发展面

临的主要问题为：手艺传承人群体较小，生产量小难

以形成产业合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或因大批量的

生产造成布老虎粗制滥造、质量下降、纹饰敷衍、千

虎一面的问题[7]。 
布老虎色彩和纹饰是其主要的差异化特征，民间

手工艺人因为生活环境和审美形态的差异，决定了布

老虎的制作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同时布老虎形象在

具有共同形态的基础上，又存在着丰富的个体差异。

布老虎鲜亮的色彩搭配独特的纹饰符号，相对于其他

的手工艺品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因此本文选用民间布

老虎的色彩特征作为研究对象。 

2  民间布老虎民俗色彩特征采集及数据分析 

2.1  MCCQ 

颜色量化算法目前被广泛应用在数字图像处理

中，其主要方法包括中位切分法、八叉树算法、聚类

算 法 、 直 方 图 量 化 和 神 经 网 络 [ 8 ] 。 本 文 采 用 的 是

MCCQ，其原理是将图像颜色映射到 RGB 色彩空间

中，从而得到一个包含所有颜色的立方体，每条边的

长度为对应分量 R/G/B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以立

方体中最长的一边为根本，根据该分量对颜色进行排

序，形成该分量的梯度变化，从而将分量较高和较低

的像素，根据分量的中值进行切割，使得到的两个立 
 

方体所包含的像素数量相同并且颜色相近。重复上述

步骤，直到最终切分得到立方体的数量，等于定义的

颜色数量为止。 
MCCQ 通过机器提取布老虎的色彩，能够在色彩

信息的精度和色彩范围的广度上，优于人工提取的方

式。同时能够快速匹配色彩对应的 RGB 值和 HEX 值，

再采用 Echart 开源可视化库的形式，将分析得到的色

彩数据搭建成色彩引擎，使数据得以可视化呈现。 

2.2  基于 MCCQ 的布老虎色彩提取 

本文对于布老虎色彩规律的获取主要使用 python
爬取，采集了从清代、民国、建国初期到如今电商平

台中共计 1 478 张布老虎、老虎帽、虎头鞋的图片，

其中可用图片 1 024 张，精选 838 张。 
通过 MCCQ 对采集到的布老虎图片进行颜色提

取，把每一张图片的像素投射到一个长方形的色彩空

间，首先找到最长的一边进行切割，保证切割后的两

个长方形内包含的像素数量相同，不断地重复，直到

把一个色彩空间分割成二十四份，每份长方形包涵的

色彩像素数量相同，而提取出来的二十四个长方形

的颜色，就是布老虎色彩的二十四个主色。由于传

统民间布老虎大多是采用布块拼接，以及在必要位

置添加繁复的刺绣而成，所以将传统的 DMC 绣线颜

色作为颜色对应，更能保留传统布老虎的色彩属性[9]。

最终提取得到布老虎配色中常用的二十四种颜色，

见图 1。 

 
 

图 1  民俗布老虎常用色 
Fig.1  Common color of folk cloth tiger 

 
2.3  基于数据可视化的布老虎配色引擎搭建 

布老虎配色图谱的建立，主要关注的是布老虎颜

色的配色比例及颜色搭配之间的关系，将 1 478 张布

老虎图片，根据余弦近似值找到布老虎映射在 DMC
绣线中的相对应的 RGB 值。然后使用 word2vec 算法，

计算每个颜色的向量。如（3852，3852，62）表示颜

色 id 为 3852 的颜色，使用次数为 62 次，节点越大，

表 示 颜 色 使 用 的 次 数 越 多 。 颜 色 间 的 映 射 关 系 如

（3852，3347，1），表示色彩标签 3852 与对应标签

3347 之间的匹配次数为 1，连线表示目标颜色和匹配

颜色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得出传统布老虎的主要颜

色和色彩搭配图谱，见图 2，选择主色时，就会自动

连线出与其匹配的颜色信息和范例图片，为布老虎创

意设计中的色彩搭配提供多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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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民俗布老虎配色图谱 
Fig.2  Color map of folk cloth tiger 

 

2.4  民间布老虎色彩分析 

从配色图谱中可以体现出，布老虎形象通常是先

以一到两种主色来确定画面的整体基调，以红色和黄

色（北方）或者花布与蓝印花布为主（江浙）。再用

紫色、蓝色、绿色等辅色来进行小面积的对比、呼应、

反衬，从而达到视觉和谐，也从侧面体现了民间“红

靠黄，亮晃晃”的配色口诀。而少面积的绿色、紫色

等冷色的加入，起到了恰当的反衬与呼应的视觉效

果，符合了民间“红搭绿，一块玉”和“紫是骨头，绿

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的谚语，充分体现了色相、

明度、形状和面积的对比，带来的视觉上的律动性和

跳跃感[10]。同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清代、民国、

建国初期的布老虎色彩，在主体色彩选用上较为多

样，如黑色、绿色、白色等，充分验证了西汉刘安《淮

南子》中“西方金也，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

白，其兽白虎”的描述。我国民间素有崇拜白虎的信

仰，以黑虎为天、为父，白虎为地、为母的习俗，黑

与五行中的水相对应，而水与财富相连接，从侧面反

映出阴阳五行的文化寓意[11]。而如今随着布老虎产业

化的发展，布老虎的主体颜色趋于单一的大红色，这 
 

和如今人们对传统色彩的情感意义的了解不深入，具

有密切联系。 

3  民俗布老虎色彩设计应用 

在户县布老虎游戏开发的设计实践中，将经过算

法提取得出的布老虎配色引擎和主题颜色与传统的

布老虎纹饰图案组合，创作出布老虎游戏角色[12]。在

游戏角色设定阶段，首先根据配色引擎，在选定主色

之后，设计师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范例图片，进行其

他配饰色的自主搭配，进而确定布老虎角色设计的基

础色板。然后结合布老虎面部独特的造型元素和纹

饰，在此基础上创作出角色形象。如游戏默认角色的

面部设计，以色彩标签 666 红色为底色，以绿色、黄

色为辅色，角色的眼部以传统的白色为底色，黑色为

主，辅以黄色绣线的圆形传统乳钉纹，鼻子由彩色绣

线缠绕而成的圆锥体构成。服装以色彩标签 502 绿色

为主，装饰以卷草纹饰来呼应传统民间设色口诀，见

图 3，达到选材可考可究，确保角色具有实证性，从

而减少对儿童造成的误导[13]，进而将传统布老虎的真

实文化寓意，传达给游戏中的儿童。 

  
 

图 3  民俗布老虎色彩设计应用 
Fig.3  Color design application of folk cloth tiger  

 
4  结语 

基于 MCCQ 来提取布老虎的色彩特征，有助于

丰富现有布老虎在色彩资料库方面的设计研究，同时

能够为民俗产品的传统色彩提取提供借鉴意义。本文

总结归纳出传统布老虎形象的典型视觉元素和文化

特征，提炼出布老虎民间色彩搭配规律并形成配色图

谱，可以为后来基于布老虎的相关设计实践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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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传承和延续布老虎手工艺提

供资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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