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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耀州窑牡丹纹饰抽象化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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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牡丹纹饰为例，探索宋代耀州窑装饰纹样的抽象化衍生图形设计及应用方法，实现传统

文化的创新与传承。方法 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宋代耀州牡丹纹饰兴盛的社会背景、造型特征及表

现手法，然后利用聚类分析法将纹饰按照花冠的表现形式分为：单层三瓣式、双层多瓣式和塔形楼台式，

按照构成形式又可分为：缠枝式、交枝式、折枝式、瓶插式，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图形构成方法与形式

美法则，展开牡丹纹饰抽象化衍生图形设计，并应用于明信片的设计实践中。结论 抽象图形具有独特

的造型性和象征性，在现代构成方法与形式美法则的指导下，将传统纹饰从具象图形逐渐演变为抽象化

衍生图形，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与初始图形的相似性效果，又使得图形具有现代审美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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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ny Decorations Abstract Design of Yaozhou Kiln in Song Dynasty 

ZHANG Hong-yan 
(Xi’an Innovation College of Yan’an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bstract derivative graphic design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of decorative 
patterns of Yaozhou kiln in Song Dynasty with peony decoration as an example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ocial background,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expression 
techniques of the peony decorations of Yaozhou Kiln in Song Dynasty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hen, the pattern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ccording to the form of corolla by cluster analysis: single-layer triple-flap, double-layer 
multi-petal and tower-shaped tower table. According to the composition form, the patter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wining branch type, intersecting branch type, folding branch type, flask type.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modern 
graphic composition method and formal beauty rule, the peony decoration abstract derivative graphic design was devel-
oped, and applied to the design practice on postcard. Abstract graphics have unique stylistic and symbolic featur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formal beauty rules, gradual evolvement of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
terns from figurative graphics to abstract derivative graphics not only guarantees the similarity effect with the original 
graphic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makes the graphics have the modern aesthetic meaning. 
KEY WORDS: Yaozhou kiln; peony decorations; abstract graphics; formal beauty 

瓷器的设计赋予了器物以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

后者集中体现在瓷器的装饰上[1]。纹饰不仅是装饰艺

术的重要组成元素，而且也是民族共同体在文化上的

一种表现，并成为特定时代的标志。宋代是植物纹饰

发展的兴盛期，类型齐全、风格多样、构图形式基本

定型[2]，形成了诸多凝练这一时代特色与文化内涵的

纹饰。著名设计师靳埭强认为：“对传统承传的意义，

其关键在于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使传统具有新

的生命力。应吸收、消化传统图形的精粹，以自己的

生活体现，用现代视觉语言塑造中国当代的新传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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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文章拟以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宋耀州窑牡丹纹

饰为对象，结合现代图形构成方法与形式美法则，将

牡丹纹饰从具象图形逐渐演变为抽象化衍生图形，使

传统纹饰转化为现代视觉语言[3]，同时赋予衍生图形

新的文化语义内涵。 

1  宋耀州窑牡丹纹饰特征分析 

1.1  牡丹纹饰兴盛的社会背景  

“牡丹”一词源于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的著

作《本草纲目》：“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

其花红色故谓‘丹’。”明代介绍植物栽培的著作《群

芳谱》中记载：“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

长安。”唐代刘禹锡的诗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

时节动京城”，描绘了这一时期对牡丹举国同好的狂

热。牡丹作为装饰始见于晚唐画家周昉绘制的《簪花

仕女图》。到了宋代，“牡丹热”更盛于唐，“牡丹尤

为天下奇”几乎是宋人的共识，牡丹被称为“富贵花”，

象征幸福美好和繁荣昌盛[4]。牡丹是耀州窑青瓷装饰

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植物题材，构成了百余种变化多 
 
 

样、形象优美的纹饰。 

1.2  宋耀州窑牡丹纹饰分类及特征分析 

宋耀州窑中所见的牡丹纹饰，均叶茂花繁、生机

盎然[5]、造型具体，形态以写实手法为主，与宋人追

求“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美学观念相吻合。

将牡丹纹饰按照花冠的表现形式进行聚类分析，主要

有单层三瓣式、双层多瓣式和塔形楼台式三种，见表 1；

按照构成形式进行聚类分析，又可分为缠枝式、交枝

式、折枝式、瓶插式等，见表 2。宋耀州窑牡丹纹饰

以圆形为主的团花造型形式居多，此造型寄寓了人们

希望生活幸福美满的美好祝愿。 

2  牡丹纹饰抽象化衍生图形设计 

2.1  现代抽象图形 

具象图形和抽象图形是人类认知过程中两个不

同的阶段，抽象与具象相对，是从具体事物中提取出

来的超脱自然现象之外的相对独立的概念[6]，是更深

层次的视觉言语。抽象图形语言源于 20 世纪初出现 

表 1  牡丹纹饰花冠表现形式 
Tab.1  Corolla expressive form of peony decoration 

单层三瓣式 双层多瓣式 塔形楼台式 

   
 

描绘了牡丹初开时灵动有致、 
招人怜爱的形象，叶子衬托 

出花的无限娇媚 

 

从俯视的角度描绘了牡丹盛开时 
浑圆柔美的形象，叶子向 

周围自由舒展 

 

从侧视的角度描绘了牡丹盛开时 
妖娆富贵的形象，花朵形似宝塔， 

叶子多迎风招展 

 
表 2  牡丹纹饰构图形式 

Tab.2  Composition form of peony decoration 

缠枝式 交枝式 折枝式 瓶插式 

   
团花造型，花叶穿插于灵活起

伏的枝茎间，富丽精致、生动

自然，寓意生生不息 

团花造型，轴对称表现形式，

左右形象相同或近似，整体具

有均衡、和谐之美 

团花造型，一整枝牡丹闲卧在

叶片之中，尽显芳容，体现出

生动、自然、隽雅之美 

花瓶里插着牡丹， 
寓意“富贵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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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艺术。抽象艺术采用形体、线条、色彩的形式

组合或结构表现美感内容，强调主观精神世界的表

达。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是世界公

认的现代抽象艺术的创始人[7]，他指出：“纯粹的颜

色、线条和形状足以表达一种思想，它们是能唤起感

情的独立的视觉语言。” 
现代图形设计与抽象艺术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

联系，抽象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思想赋予图形设计一

种独特的造型性和象征性。康德曾说：“只要是属于

美术类的视觉艺术，最主要的一环就是图样的造型，

因为造型能够以给人带来愉快的形状去奠定趣味的

基础。” 

2.2  牡丹纹饰抽象化衍生图形构成 

抽象图形的设计主要来源于以几何形为基础的

变换设计和对自然、生活中的形态的提炼与抽象。在

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形与形之间的构成方式主要有几

种形式：分离、接触、覆盖、透叠、减缺。以黑色和

灰色四分之一圆环为例（见图 1），分离指形与形之

间有一定距离，相互不接触；接触指形与形之间的边

缘刚好相遇；覆盖指形与形之间相互遮挡，产生大小、

前后的空间关系；透叠指将形与形之间相互交叠的 

 

部分镂空；减缺指用一个形修剪另一个形而产生减缺

现象。 
对单层三瓣式、双层多瓣式和塔形楼台式三种

形式的宋耀州窑牡丹花冠纹饰进行提炼，抽取初始

形状的概括性线条，将形状以对称的形式按照分离、

接触、减缺构成，得到三个抽象化基础图形单元，

见图 2。 
基础图形单元可作为一个单独的图形在具体的

设计中使用，也可以再以此图形作为造型要素，进行

方向、位置、大小等变化的组织与编排，如移动、镜

像、旋转等，构成视觉层次效果更丰富的衍生化图形，

见图 3。单元 1 执行一次垂直镜像及四次水平移动，

形成二级图形单元，以此图形单元的中心为旋转中

心，水平中线为轴，以 45°和 30°为角度，各旋转三

次、五次，得到以覆盖的方式构成的图形，最后按照

透叠的构成方法将形与形之间相互交叠的部分镂空，

得到两个新的抽象化衍生图形。单元 2 分别以图形外

的上端和下端为旋转中心，垂直中线为轴，以 60°为角

度，各旋转五次，采用覆盖、透叠构成方法，得到新

的抽象化衍生图形。单元 3 分别以图形内外上端为旋

转中心，垂直中线为轴，以 45°为角度，各旋转七次，

采用覆盖、透叠构成方法，得到新的抽象化衍生图形。 

 
 

图 1  图形构成方式 
Fig.1  Ways of graphic composition 

 

 
 

图 2  基础图形单元 
Fig.2  Basic graphics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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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抽象化衍生图形（部分） 
Fig.3  Abstract derivative graphics (partial) 

 

3  设计应用 

宋耀州窑牡丹纹饰抽象化衍生图形生成过程中，

利用同一个基础图形单元的重复旋转、覆盖、透叠等

现代设计构成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与初始图 

 
 

图 4  明信片设计 
Fig.4  Postcards design 

 
形的相似性效果，又使得图形具有现代审美意味。抽

象化衍生图形整体具有强烈的节奏和韵律感[8]，点、

线、面设计元素灵活多变，透叠效果使得图形形成疏

密、虚实、大小对比效果，重复的图形元素带给人秩

序统一的审美体验，对称的结构形式给人以平衡、稳

定的视觉效果，重复旋转获得的团花式造型，赋予图

形“圆满、繁荣”的象征语义，形意相结合，从而表

达世人对生活幸福美满与国家繁荣昌盛的美好憧憬。 
基于以上衍生结果，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完成耀州

窑文化主题系列明信片设计，明信片整体设计风格以

精致、典雅、内敛为主，见图 4。每张明信片上的图

形采用由同一初始形状演变得到的两个相似图形。图

形处理方面，将左边的图形缩小，右边的图形裁切，

形成图形大与小对比、曲与直对比、完整与残缺对比。

色彩搭配方面，以白色为底，主色提取宋代耀州窑青

瓷特有的橄榄青色，辅色选用沉稳、内敛的深蓝色。

整体设计统一中不失变化，沉稳中不失雅致，蕴含着

独特的人文情怀。 
宋耀州窑牡丹纹饰借助覆盖、透叠、移动、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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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等现代设计方法生成抽象化衍生图形，将新图形

应用到文创产品中，可以为文创产品注入新的生命

力。且宋耀州窑牡丹纹饰抽象化衍生图形在文创产品

中应用较少，独特的装饰势必会增强文创产品的识别

度，同时也为耀州窑文化传承与发展拓展了新路径，

文创产品作为耀州窑文化的物质载体，形成以受众为

主体的传播模式[9]，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认知、接受

并传承耀州窑文化。 

4  结语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

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宋代耀州窑装

饰纹样不仅带给后人丰富的图形视觉审美体验，而且

也是当今人们与古人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传统

文化与现代视觉语言相结合是设计的趋势，也是文化

发展交融的表现，图形则是最能够展示深刻文化和语

义的一种视觉语言[10]。融合现代设计手法在对传统纹

饰进行概括、提炼的过程中，使“形”与“意”相结

合，才能够创作出传达视觉信息的完整图形，赋予传

统纹饰新的生命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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