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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保护羌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高羌族文化产业经济价值，提出一种基于形状文法的羌

绣纹样创新方案。该纹样方案既包含羌绣传统民族特征；又与时俱进，符合当代审美。创新纹样与设计

产品有机融合形成具有羌族特征的文创产品，传播羌族民族文化，建立民族自信。方法 首先，将收集

的羌绣纹样资料进行提取、筛选、组合；然后，提取核心纹理，运用形状文法设计基本图形元素；最后，

运用形状文法对基本图形元素进行演变，设计出新的纹理方案。结论 基于传统羌绣纹理，运用形状文

法产出纹理创新方案。以不同形式的设计产品为应用载体，使纹样创新方案和其有机融合，形成具有文

化内涵的文创产品，由此增加传播羌族文化的媒介和途径，提升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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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Qiang Embroidery’s Innovation Pattern Design  

Based on Shape Grammar 

LIU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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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pose an innovation pattern scheme based on shape grammar to protect Qiang minority 

culture’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value of Qiang’s cultural industry. The pattern scheme 

includes both Qiang embroidery’s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Blending innovative pattern and 

design products organically could for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Qiang characteristics, propagate Qiang’s culture 

and build Qiang’s confidence. The collected Qiang embroidery data were extracted, filtered and combined. The core pat-

tern was extracted and the basic elements were designed by shape grammar. Finally, the evolvement of basic elements was 

conducted by shape grammar to create the new innovative pattern. The innovation pattern scheme is made through shape 

grammar and traditional Qiang embroidery patt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are formed by 

blending innovative pattern scheme and different kinds of design products in order to increase methods to propagate 

Qiang’s culture and increase their 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value. 

KEY WORDS: Qiang embroidery; Qiang culture; shape grammar; pattern desig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羌绣伴随羌族发展已有几千年历史，常用于羌民

族服装及配件，具有高度的装饰效果，富有文化、宗

教内涵，主题丰富，极具传承意义。其中部分纹理为

米字型布局形式，适合做规则性图案演变。形状文法

可以根据设计师输入的基本形状按照演变规律衍生

出有规律的复杂图形，并广泛用于建筑设计、工业设

计、产品设计等领域[1]。在羌绣纹理创新研究中引入

形状文法，以求创作出包含羌绣传统特征和符合当代

审美的纹理新方案。 

1  研究背景 

羌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该民族只

有语言，没有文字[2]。羌族源自于古羌，是位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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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经历漫长的历史长

河，羌族的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表现

形式多样。羌族刺绣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

用于服装、腰带、头帕、鞋子等。不仅满足实用性，

而且反映了其文化、生活、宗教信仰，富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 

目前，羌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不容乐观。

主要因为新一代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前往其他地

区工作和生活，愿意从事传统文化工作的人寥寥无

几，人才断档，所以传统民族文化面临后继无人的局

面，难以传承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各

民族的交融越发明显，而少数民族的文化继承在其年

轻一代却越发弱化。如何保护、传承、抢救文化，成

为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形态文法

的设计模型来改进羌绣传统纹样以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并把再设计出的新纹理方案应用于如枕套、茶杯、

帆布包等文创产品上进行验证。文创产品具有高经济

附加值和文化内涵，以文创产品为载体传播羌族文

化，能提高羌族知名度并创造经济价值，让羌族儿女

回归故里为家乡服务，从而达到良性循环。 

2  研究现状分析 

形状文法由 StingG[3]提出，他将其原理定义为一

个集合。该集合包含基本图形、演变规则，以及通过

规则演变生成的新的图形。演变规则可以通过第一

层、第二层……第 n 层不断演变递进形成新的有规律

且更为复杂的图形。演变规则包括置换、增删、缩放、

镜像、复制、旋转、错切、坐标微调等 [4]。演变规

则反映出形状文法是一种以运算规律为主的设计方

法[5]。目前形状文法还被广泛用于建筑设计、工业设

计、产品设计等领域[1]。Cui 和 Tang 以壮族刺绣图案

为基础，由形态文法生成了新的图案[6]。王伟伟等人

从新疆和田地毯的传统图纹出发，运用形态文法设计

出了符合现代审美的地毯图案[5]。张欣蔚等人运用本

体和形态文法设计出了快速实现复杂图案的方法[1]。 

3  研究框架 

研究内容包含三个层次：（1）收集大量羌绣的纹 
 

样资料，归纳、分析、总结羌绣的纹理样式主题、形

状特征、颜色特征、纹理布局形式、民族文化内涵、

宗教文化内涵等；（2）提取核心纹理，运用形状文法

和现代设计规律，以当代审美品味为导向，设计形成

基本图形元素；（3）运用形状文法对基本图形元素进

行演变，形成纹样创新方案并应用于相关文创产品上

从而形成富有羌族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研究框架见

图 1。 

4  研究流程 

4.1  羌绣的纹理样式与文化内涵 

羌绣历史渊远流长，伴随着羌族文化发展，源头

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7]。羌绣具有深厚的文化

内涵，是羌族民族文化载体之一。羌绣主要应用于羌

民族服饰，体现在服装、鞋子（云云鞋）、腰带、头

帕、香包等物品装饰上。除了装饰作用之外，刺绣密

麻的针脚也增加了物品的耐用性，满足使用需求。刺

绣针法[8]丰富多样，包括挑花绣、扎花绣、锁绣、织

字绣、撇花绣、拼花绣、手绣等。羌族妇女经常把各

种针法混合使用，线条粗与细、柔与刚的有机融合，

视觉效果对比强烈，形成了独具一格、丰富多彩的羌

绣风貌。 

羌绣图案体现其宗教文化和生活文化。主题包括

花卉瓜果、飞禽走兽、字符纹理等，都有其对应的文

化内涵。例如羊在羌族宗教文化中是族人崇拜的图

腾，在羌绣中也是重要的图案，反映了羊主题纹样在

羌绣中的宗教文化。羌绣部分纹样主题对应文化内涵

见表 1。除了包含文化内涵的纹样外，羌绣中还有纯

装饰纹样主题，见表 2。 

4.2  提取核心纹理与基本图形元素形成方案 

核心纹理和基本图形元素是进行形状文法演变

的重要基础形状。以原始纹理为基点，从文化内涵、

纹样形态及其骨骼结构几个维度进行探索和分析，综

合设计出核心纹理图案。再以核心纹理为基础，以形

状文法相关规则组合操作从而完成从核心纹理到基

本图元的演变过程[9]。再次运用形状文法相关规则组

合形成最终纹样方案。设计流程见图 2。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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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羌绣部分纹样主题对应文化内涵 
Tab.1  Qiang embroidery pattern them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种类 主题 图例 文化内涵 

牡丹 寓意幸福 

杜鹃花 象征姻缘 
花卉 

蔬果 

石榴花 寓意多子 

鸟—凤凰 有保卫含义 

羊 
羌族图腾， 

宗教文化象征意义 

鱼 
 

寓意富余 

飞禽 

走兽 

孔雀 
 

象征美丽与尊严 

其他 

灵物类 
太阳 

崇拜自然神：火、太阳，

宗教文化象征意义 

字符类 万字纹 
 

寓意驱邪避凶，保持圣洁，

亦可作男女定情之物等

 

4.2.1  提取核心纹理 

羌绣纹样主题种类繁多，文化内涵丰富。除了具

象表达某些动植物（凤凰、石榴花、鸡、猫等）外，

其他纹理的纹样布局多以米字格对称或左右对称为

主。选取杜鹃花纹样提取核心纹理。杜鹃花，又叫羊

角花，在羌族文化中象征姻缘。其形态在羌绣中已被

抽象成几何化的形式，其骨骼结构是规律性骨骼，即

按照排列方式和几何关系形式组合，一般是基本图案

的重复构成，在羌绣的几何图案运用中比较常见。杜

鹃花纹样和骨骼分析见图 3，两种杜鹃花纹样都为米

字型骨骼。 

对图 3 中纹样 1 进行元素拆解，首先按米字型的

X 型拆解，分为四瓣花瓣，再按米字型的十字形拆解，

将花瓣分为两部分。原始纹样中花蕊由四个正方形组

成，基本组成元素为独立正方形。杜鹃花纹样 1 拆解

过程见图 4。 

表 2  羌绣部分纯装饰性纹样主题 
Tab.2  Qiang embroidery pure decorative pattern themes 

种类 主题 图例 

菊花 
 

草本 
 

桃 
 

花卉 

蔬果 

金瓜 
 

蝴蝶 
 

鸡 
 

飞禽 

走兽 

猫 
 

星星 
 

山水 
 

锁子 

狗牙 
 

其他 

灵物类

穗子 
 

云纹 
 字符类

回字符

 
图 3 中纹样 2 按照颜色进行区分，可以分解为四

个基础形状，均为米字型对称。按照米字型的 X 型

对上述基础形状进行拆解，得到对应花瓣的形状。杜

鹃花纹理 2 拆解过程见图 5。 

对羌绣杜鹃花纹样 1 和纹样 2 拆解出的图形编

号，以便于后续的使用和描述。杜鹃花纹理拆解元素

编号见表 3。 
 
 

 
 

图 2  设计流程 
Fig.2  Design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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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 1 纹样 2 纹样骨骼 
 

图 3  杜鹃花纹样和骨骼分析 
Fig.3  Analysis of azalea pattern and skeleton 

 

 
 

图 4  杜鹃花纹样 1 拆解过程 
Fig.4  Disassembly process of azalea pattern 

 

 
 

图 5  杜鹃花纹理 2 拆解过程 
Fig.5  Disassembly process of azalea pattern 2 

 

表 3  杜鹃花纹理拆解元素编号 
Tab.3  Number disassembled elements from azalea pattern 

编号 1 2 3 4 5 6 7 8 

拆解 

形状      

 
杜鹃花特征分析见图 6，可以看出，自然界中真

实的杜鹃花花瓣颜色常为红色、浅红、杏红、紫色和

白色等。花瓣易出现颜色渐变现象，以红色到白色的 

 
 

图 6  杜鹃花特征分析 
Fig.6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Azalea 

 

  

图 7  核心纹理方案 1 
Fig.7  Core pattern scheme 1

图 8  核心纹理方案 2 
Fig.8  Core pattern scheme 2

 
渐变为主。花瓣边缘因生长原因经常凹凸不平呈现出

锯齿状。图 6 椭圆框中是花瓣中部斑点花纹，矩形框

中为花瓣边缘锯齿形状。 

自然界中杜鹃花常数朵簇拥形成花簇，花瓣外侧

凹凸不平呈现锯齿状，花簇整体给人的视觉效果为花

瓣外侧最远部分为锯齿状。羌绣中的杜鹃花纹样是对

真实杜鹃花的抽象描绘。结合羌绣杜鹃花纹样和真实

杜鹃花形态综合分析，确定核心纹理为单片花瓣形

状，并且将花瓣最外侧设计为锯齿状。花瓣内部分别

添加水滴形状和菱形条纹，体现杜鹃花瓣颜色渐变和

斑点花纹特征，最终形成两种核心纹理方案，见图

7—8。核心纹理提取过程见图 9。 

4.2.2  基本图形元素方案形成 

核心纹理方案 1 体现斑点状花纹特征，核心纹理

方案 2 体现花瓣颜色渐变特征。从核心纹理出发，运

用形状文法进行镜像、旋转操作，形成创新的杜鹃花

纹样，该纹样即为基本图元。基本图元与羌绣杜鹃花

纹样一致，为米字型纹理布局。基本图形元素演变过

程见图 10，得到两个基本图形元素。 

4.2.3  依据形状文法生成新的纹理方案 

按照形状文法的实施规则，以基本图形元素为基

础形状，演变出新的图案，谓之基本单元。对两个基

本图形元素按步骤实施旋转、镜像、平移等操作，会

形成新的有规则的图案[10]，基本单元生成过程见图

11。在此图案上再实施形状文法，继而形成更复杂的 
 

 
 

图 9  核心纹理提取过程 
Fig.9  Extracting process of cor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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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基本图形元素演变过程 
Fig.10  Evolving process of basic elements 

 

 
 

图 11  基本单元生成过程 
Fig.11  Building process of basic units 

 
 

规律图案，见图 12—15。 

通过衍生过程不难得出结论，使用形状文法的不

同规则组合搭配可以得到多种规律性衍生结果[11]。 

基于羌绣杜鹃花纹样 [12]和真实杜鹃花的形态特

征，多次运用形状文法中的镜像、平移和旋转等规则，

得到基本图形元素 1 和基本图形元素 2。按照形状文

法的衍生思路，以羌绣杜鹃花纹理的米字型骨骼为基

础，将基本图形元素 1 置于纹样图案中心。基本图形

元素 2 按米字型布局于周边，并多次移动、缩小、旋

转基本图形元素 2 的组合图案，得到最终纹理样式方

案。基于形状文法的创新纹理方案设计过程见图 16。

最终纹样为杜鹃花花朵簇拥形成花团的效果。施以不

同明度的粉红色，对羌族杜鹃花的“姻缘”之意对应，

象征“姻缘”如春天般生机盎然，具有吉祥寓意。文

创产品效果见图 17，清新雅致，符合当代审美，亦

符合羌绣杜鹃花“姻缘”主题。 

 

 
 

图 12  单元 1 衍生过程 
Fig.12  Derivative process of Un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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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单元 2 衍生过程 

Fig.13  Derivative process of Unit 2 

 

 
图 14  单元 3 和单元 4 组合衍生过程 

Fig.14  Derivative process of Unit 3 and Unit 4 

 

 
图 15  单元 5 衍生过程 

Fig.15  Derivative process of Unit 5 

 

 
 

图 16  基于形状文法的创新纹理方案设计过程 
Fig.16  Innovative pattern’s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shape grammar 

 

   
 

图 17  文创产品效果 
Fig.17  Pictur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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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立足羌族文化，探索羌绣特征和内涵，基于形态

文法创造一套羌绣纹样创新方案，并应用于文创产品

设计之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创产品结合的实践

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形状文法的规则性演变图

案可由计算机软件和算法实现，也为少数民族文创产

品设计和计算机自动生成图案的结合发展提供了一

种探索方向，实现了基于羌绣杜鹃花纹样的再创新设

计。不难得出，通过形状文法还可以设计出更多复杂

有趣的纹样方案，来适应和满足不同消费者多样化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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