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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剔犀漆器为例，探析传统云纹纹样的提取与设计应用研究思路，推动现代设计理念下对

传统装饰纹样的传承与创新。方法 首先，结合网络搜索和查阅文献的方式，收集、归纳传统剔犀漆器

文化的相关资料。然后，通过深入分析传统剔犀漆器云纹纹样的视觉效应，提取有效的图形设计元素，

并依据分解重构的设计法则对提取的图形元素进行衍生及再设计，实现传统剔犀云纹纹样与现代设计风

格的深度融合。最后，以产品包装设计实例予以检验。结论 剔犀漆器作为中国漆器文化中的一颗明珠，

拥有着独特的人文魅力和纹样特征。将现代设计构成法则运用到传统剔犀云纹纹样的提取与设计应用研

究中，既有利于提升目标设计的文化价值，又能够促进剔犀漆器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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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ion and Design of Cloud Pattern of Traditional Rhinoceros Lacquerware 

ZHAO Min-ting, ZHONG Jia-er, CHEN Dan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ideas of traditional cloud pattern extrac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by 
taking rhinoceros lacquerware as an example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under the modern design concept. The relevant data of traditional rhinoceros lacquerware culture were collected and 
summarized by searching and consulting the literature. Then, the visual effect of the cloud pattern of traditional rhinoceros 
lacquerware was analyzed in depth, and the effective graphic design elements were extracted.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rule 
of de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extraction elements were derived and redesigned to realize the deep fusion be-
tween the traditional texture and the modern design style. Finally, the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example was tested. As the 
pearl in Chinese lacquerware culture, the rhinoceros lacquerware has unique humanistic charm and exquisit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The modern design constitution principle is applied to the research on the extraction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hinoceros cloud pattern,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target design, but also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rhinoceros lacquerware; cloud pattern; element extraction; derivative design application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文化间的交

流 越 来 越 广泛 ， 以 文 化形 态 为 主 的软 实 力 已 然成  
为 增 强 民 族凝 聚 力 和 提高 国 家 综 合实 力 的 重 要因 
素[1]。在此背景下，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设计发展的主

要方向[2]。剔犀漆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

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装

饰纹样汇集了历代剔犀工艺匠人的审美精髓与精神

意向，因此，提取剔犀漆器云纹纹样和现代设计艺术

相融合，不仅可以提升目标设计的文化附加价值与 
市场竞争能力，而且能够实现传统装饰纹样的蜕变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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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剔犀漆器纹样概述 

剔犀是雕漆工艺的种类之一，明黄成在《髹饰录》
中有记载：“剔犀有朱面，有黑面，有透明紫面。或
乌间朱线，或红间黑带，或雕（黑户）等覆，或三色
更迭。其文皆疏刻剑环、绦环、重圈、回文、云钩之
类，纯朱者不好。”一般而言，剔犀漆器在胎体上会
用黑、红两种色漆有规律地分层髹饰，待漆层累积到
相应厚度后，即施以刀刻。由于其黑红相间的雕刻漆
层侧面与犀牛角横剖面层层相绕的肌理相似，故名
“剔犀”[3]。另外，剔犀漆器的装饰纹样比较古拙质朴，
不同于其他雕漆雕刻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它以
雕刻线条简洁流畅的各类“云纹”为主[4]，形成了舒卷
自如、回转灵动的独特的视觉效果，因此也被称为“云
雕”。据考究，剔犀漆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至今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宋元时期，它受程朱理学及
儒、道思想的影响，装饰纹样整体以卷云纹、云气纹、
朵云纹及心形如意纹为主。到明清时期，随着欧洲文
化的传入，其装饰纹样开始复杂起来，云头复古纹及
突出流线的“s”形云纹逐渐成为主流。 

2  剔犀漆器云纹纹样的视觉效应 

2.1  “简练婉转”的单元图案 

剔犀云纹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漩涡纹样，在中国文 

化中，云纹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人文气韵，是生

机美满、富贵祥瑞的载体和象征。剔犀云纹在吸收融

合传统云纹纹样的基础上，经过历朝历代工艺匠人的

提炼简化，逐渐演变出简洁抽象、婉转灵动的纹样特

征。在此背景下，剔犀云纹通过线条粗细、弯曲、长

短及疏密的变化来生动地展现自然界中云的万千形

态，给人一种端庄大气的视觉感受。剔犀漆器云纹纹

样见图 1，剔犀云纹的每个单元图案，几乎都表现为

对称的艺术形式，如图 1a，如意云纹是对称形式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它是以两边为对称式的卷云状曲线

与稍扁平的连接圆弧线组合而成，整体呈现出稳定、

均衡的艺术效果。另外，剔犀云纹也有采用不对等的

流线形骨架来生成纹样，如图 1b，该纹样是由两个

涡卷连接构成的云头纹，其中一个涡卷中心的涡卷线

呈分叉样式[5]，在细节的变化中充分展现了云纹舒展

的流动感。 

2.2  “秩序统一”的构图编排 

传统的剔犀漆器主要以制作日常使用的小器物

为主。在构成上，剔犀匠人一般会按器物的造形结构，

通过白描或拓印的方式来编排云纹纹样的形态和位

置[6]。依据器物的不同造形，盆、盘、盏托等平式体

结构多采用中心辐射或中心对称式构图，如这款剔犀

菱花式盘（见图 2）就是将如意云纹作为单元图案，  
 

 
 

图 1  剔犀漆器云纹纹样 
Fig.1  Cloud pattern of rhinoceros lacquerware 

 

 
 

图 2  蠡溪款剔犀菱花式盘 
Fig.2  Lixi Tidrome Rhombus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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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心辐射式的构图骨架布局于盘内，整体呈现出和

谐稳定、饱满精致的视觉效果；而瓶、壶、盒等立式

体结构多采用连续式构图，形式一般分为二方连续或

四方连续，其循环排列的云纹纹样会随着器形的转折

而延伸，传达出节奏和韵律的美感。这种秩序统一的

构图编排浓缩了历代剔犀工艺匠人独特的审美意识，

形成了剔犀云纹层次清晰、整体和谐的装饰效果。 

2.3  “厚重浓郁”的色彩搭配 

色彩是一种能充分调动人感知能力的情感语言，

不同的色彩搭配能带给人不一样的视觉感受[7]。剔犀

漆器通常运用黑、红两色进行髹涂，其余颜色仅作为

辅助色彩偶尔配合使用到漆器制作中。因此，剔犀云

纹常呈现出“乌间朱线”或“红间黑带”的视觉效果，红

与黑的漆层交相辉映[8]，在单纯且强烈的对比中增强

了云纹的层次感，体现了一种鲜明浓郁、沉稳质朴的

装饰特色。尤其是元代“张成造”的剔犀作品，其胎骨

上髹涂的色漆多达一两百层，在此基础上雕刻的云纹

浑厚圆润、色泽鲜亮，张成造剔犀如意云纹盏托见图

3。图 3a 所展示的如意云纹盏托就是“红间黑带”的典

形作品，通过图 3b 的局部细节可以看出盏托的装饰

云纹整体以朱红为主色面，其间点缀赭黑的色线，交

错并置的黑、红色调在视觉上达到了平衡统一。随着 
 

时间的流逝，这些色彩会愈加鲜艳富丽。 

3  研究框架的构建 

在深入研究剔犀漆器文化背景及其装饰纹样的
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流程框架。首先，收
集整理剔犀漆器云纹纹样的相关资料，通过分析其云
纹的视觉效应，提取相应的云纹元素。其次，利用分
解重构的相应法则，对提取的云纹元素进行再设计，
最后对设计元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并将适合的设计
元素应用到现代设计中。研究框架见图 4。 

4  剔犀漆器云纹纹样的衍生设计 

4.1  图形元素的筛选与提取 

剔犀漆器上的云纹纹样种类繁多，最常见的如意
云纹就有数十种不同的形态。为了从中选取最合适的
图形设计元素，先初步筛选各个时期的典形云纹纹
样，对比分析所选纹样的形态特征和认知属性。然后，
在保留其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提取出简化图形，进行
二次筛选。同时，设计一份调查问卷用以进行用户心
理需求测试。通过感性认知评价，挑选出具有代表性
的图形设计元素，并依据对问卷数据的整合、分析，利
用排名前五的简化图形，建立初始设计元素库，见表 1。 

 
 

图 3  张成造剔犀如意云纹盏托 
Fig.3  Calynaria with the cloud of the rhizoma ruyi made by Zhang Cheng 

 

 
 

图 4  研究框架 
Fig.4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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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始设计元素库 
Tab.1  Initial design element library 

 
 

 
 

图 5  色彩提取 
Fig.5  Color extraction 

 
4.2  色彩元素的归纳与提取 

崇黑尚红是剔犀漆器极为显著的色彩风格和用

色倾向。在传统剔犀云纹中，黑与红的色彩搭配既拥

有强烈的视觉辨识效果，又充分契合我国传统文化的

美学观念，呈现出独特的色彩韵味。除此之外，剔犀

云纹偶有黄、褐两种色彩的加入，在剔犀匠人的巧妙

搭配之下，流转变化、富于节奏。色彩提取见图 5。 

4.3  基于分解重构的图形创新设计 

分解重构是将已有的文字或图形拆分打散后，根

据新的构想、规律及一定的逻辑性重新组合、排列分

解元素，重构为符合现代审美且具有秩序感的结构形

态，其目的是延伸出新的设计生命和寓意内涵[9]。图

形分解重构演变流程（见表 2）展示了图形从初始形

态到最终图形的演变过程：（1）将杏叶形云钩纹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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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图形分解重构演变流程 
Tab.2  Graphic decomposi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evolution process 

 
 

 
 

图 6  创新图形 
Fig.6  Innovative graphics 

 
化图形有序地打散拆分成多个形态元素；（2）提取可

用的形态元素，运用旋转、镜像、翻转、复制等不同

的构成方式，将单个或多个形态元素组合排列成新的

设计图形。 
将杏叶形云钩纹的重构方式运用到初始设计元

素库的所有图形上，综合现代设计的审美需求得出了

剔犀云纹纹样的创新图形，见图 6。 
构图编排是图形应用设计中的重要环节，灵活的

组合构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图形的视觉感知

语言[10]。将分解重构的剔犀云纹创新图形，按照现代

设计的构图法则进行组合编排，得到了简约且颇具装

饰美感的设计图案，图形组合构图方法见表 3。 

5  设计运用 

“透真精华水”系列盒体包装设计见图 7。此系列

作品以传统剔犀云纹为设计要素，通过运用现代设计

理念提取云纹简化图形，进而对原有包装进行重新设 

表 3  图形组合构图方法 
Tab.3  Graphic composition method 

 
 
计。盒体包装图案分别运用三款不同的云纹创新图

形，以对应三种不同使用效果的系列精华水，并选用

剔犀漆器常见的四种颜色来加深剔犀文化中云纹“如

意、典雅”的精神内涵。整体设计以独特的云纹图形

和浓郁的东方色彩提升了品牌的文化价值。 
基于此次提取的云纹纹样，运用旋转、镜像、翻

转、复制等分解重构设计方法，获得新的图形元素。

将这些图形元素以疏密、虚实、繁简等不同的对比效

果重新排列组合，并应用到包装设计中。这不仅提升

了目标产品包装的视觉效应，而且也为剔犀文化的传

承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让剔犀云纹融入到包装设计

中，以创新的形式满足了人们在感性消费时代下的精

神追求和情感共鸣[11]，重现剔犀云纹在现代设计语境

下的文化设计价值。“透真精华水”产品包装效果见图 8。 

6  结语 

传统剔犀云纹纹样以独特的视觉效应和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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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透真精华水”盒体包装效果 
Fig.7  Packaging effect of “True Essence Water” box 

 

 
 

图 8  “透真精华水”产品包装效果 
Fig.8  Packaging effect of “True Essence Water” 

  
涵，彰显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将现代设计构

成法则引入剔犀云纹纹样的提取与设计应用研究中，

是现今社会飞速发展背景下剔犀装饰纹样能够蜕变

重生的可行性方法之一。历经千年的剔犀云纹蕴藏着

珍贵的民族文化，期望通过对云纹纹样的提取与设计

应用，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另一

方面也能够为其他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一套切实可

行的设计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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