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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整理、提炼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以传统文化元素为主题的文创产品的种类与

形式，满足消费者对传统文化主题文创产品的需求。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DFA 分析法、计算机辅助

设计等方法，对汉代漆器云纹纹饰进行研究。运用形状文法提取其中的基本形态元素，对其进行形态推

演（生成性推演和衍生性推演），形成新的纹样图形，经过细化，将其应用到合适的文创产品载体上。

结论 汉代漆器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形式，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云纹纹饰作为汉

代漆器中的重要文化元素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引入汉代漆器云纹

纹饰，并运用形状文法对提取的初始纹样进行推演设计，可以较好地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创产品设

计相结合，并创造出极具民族特色、符合中国人文化心理需求的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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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acquerware Moiré Patterns under Perspective of Shape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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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ort out, extract and purify, and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cultural, and enrich the varieties 

and style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as main themes, so as to satisfy consumers’ demand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theme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DFA analysis, computer-assist de-

sign were adopted to study the moiré patterns of lacquerware in Han Dynasty. The shape grammar was applied to extract the ba-

sic morphological elements and conduct morphological deductions (generativity deductions and derivative deductions), form 

new shape of patterns, refine them and use them to suitable carrier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Lacquerware in the Han 

Dynasty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ness modality of arts and crafts in ancient China, and contains plentiful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element of lacquerware of the Han Dynasty, moiré pattern has high values in art and 

study. In the design of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aking lacquerware moiré pattern of the Han Dynasty as reference 

and using shape grammar to extract the initial patterns for design deduction can properly combine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with design of modern creative culture products, and creat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containing great national feature and 

mee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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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符号在
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2014 年
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提出：“依

托丰厚文化资源，丰富创意和设计内涵，拓展物质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
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1]。”
与此同时，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如何挖掘、整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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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 有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何将
传统文化元素与产品设计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创造出

具中国特色、能满足中国人文化心理需求的文创产
品，也成为学术界和设计界关注的问题。在中国悠久
的工艺美术历史中，漆器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形
式。在中国古代漆艺史上，秦汉时期是 重要、 辉
煌的“黄金时代”[2]。汉代漆器装饰纹样不仅蕴含着
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拥有复杂而精湛的设计工艺，
对于现代文创产品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3]。云纹
的发展历史悠久，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针对
汉代漆器中的云纹进行研究的更少。本文以汉代漆器
中具有代表性的云纹为研究对象（或创意选取元素），
尝试以形状文法进行形态推演，将汉代漆器云纹的文
化符号和设计手法融入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从而为
丰富文创产品设计内容，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文
创产品需求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  

形状文法是一种以形状运算为主的设计推理方
法[4]。它将某一个或几个基本形状按照形状的文法关
系与规则，在一定空间关系中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形
成新的形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设计方案，同时又具 
有一定的延续性。它使产品设计的关注焦点从功能、 
 

结构、文化等转移到了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即形
式由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所决定[5]。  

“形状文法”由美国建筑学教授石坦尼在 1975

年提出。1980 年，他发表了《介绍形状和形状文法》

一文[6]。1982 年，他又提出集合文法概念，对形状文

法进一步统一，随后这一理论从建筑设计引用到了产

品设计之中，其可行性也被大量实际案例所证明。 

根据石坦尼的定义，形状文法表示为一个四元组

公式，即：SG=(S, L, R, I )。该式中，SG 代表 S 经比

例、旋转等操作衍生的形状集；S 代表形状的有限集

合；L 代表标记的有限集合；R 代表推理规则有限集

合；I 代表初始形状[7]。 

形状文法推理规则分为生成性推演和衍生性推

演两类：生成性推演包括置换与增删；衍生性推演包

括缩放、镜像、复制、旋转、错切、贝塞尔曲线变换[8]。 

置换，即用其他元素代替目标产品原有的元素；

增删，即增加、删除原始形状的局部形状或全部形状。

缩放，即拉伸或压缩初始形状的部分或全部形状；镜

像，即初始形状的部分或全部曲线沿某一轴线发生翻

转；复制，即对初始形状曲线进行复制、移动操作；

旋转，即更改初始形状的角度；错切，即对形状上每

个点按比例向某方向直线平移；贝塞尔曲线，即修改

曲线的节点[9]。其公式与举例见表 1。 

表 1  形状文法推理公式及举例 
Tab.1  Inference formulas and examples of shape grammar 

名称 公式 举例或补充说明 

置换 TS=S′ S＝{○,◇,☆}；TS＝{○,◇,□} 

增删 
增加：T1P=P○+ P1 

删减：T2P=P○− P1 

P={○◎□}，P1={○◎△}，T1P={○◎□△}； 

P={○◎□☆△}，P1={○◎△}，T2P={□☆} 

缩放  2

0 0

[   1] 0 0

0 0 1

x

Y

S

T S S x y S
 
    
 
 

 
当 λ>1 时，为扩大变换；当 0<λ<1 时，为缩小变换；当 Sx=Sy

时，为等比缩放；当 Sx≠Sy 时，为不等比缩放。 

镜像 2  

0 0

[   1] 0 0

0 0 1

x

Y

S

T S S x y S
 
    
 
 

 

当 λ<０时，若 Sx=–1，Sy=1，则为 S 沿 y 轴镜像；若 Sx=1，

Sy=–1，则为 S 沿 x 轴镜像；其他镜像变换可由这两种镜像

操作得到。 

复制 

1 0 0

( ) [     1] 0 1 0

1x y

N

TS N M S x y N

M M

 
      
 
 

N 为复制操作次数；M 为复制操作后形状位置的变动；N≥0

且 N∈Z。当 N=0 时，表示形状 S 未复制，仅在 x 和 y 方向

上的位移为 Mx 和 My。 

旋转 

 cos sin 0

sin cos 0

0 0 1

R
 

 

 
   
 
 

 其中 θ 为形状 S 绕坐标轴原点逆时针旋转的角度。 

错切 

1 0

1 0

0 0 1

x

y

H

R H

 
   
 
 

 
Hx 表示在 x 轴方向的横向错切量，Hy 表示 y 轴方向的纵向

错切量。 

贝塞尔曲线 
B(t)=P0(1–t)3+3Plt(1–t)2+3P2t

2(1–t)+P3t
3 

t∈[0,1] 

P0、P1、P2、P3，分别为定义 3 次方贝塞尔曲线的 4 个节

点。该曲线起始于 P0，终止于 P3，调整任意一个节点的位

置，都会改变曲线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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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应用设计流程 
Fig.1  Application design process 

 

2  应用设计流程 

第一步，收集现有汉代漆器云纹纹饰资料，通过

资料收集、文献综述、观察、分类比较、设计形态分

析（DFA）、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方法，对汉代漆器云

纹纹饰的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取出具有典型特

征的基本形态元素——初始形状 I；第二步，将提取

到的具有典型特征的基本形态元素录入数据库中，确

定形状推理规则，推理规则确定后再设定好形态设计

约束条件（主要考虑云纹纹饰的意象特征、色彩特征、

形态特征等因素）；第三步，运用形状文法对汉代漆

器云纹纹饰进行推演并生成若干种方案；第四步，结

合设计约束条件细化方案；第五步，将 优化的方案

应用到合适的文创产品载体上，制作成具有汉代漆器

云纹纹饰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的文创产品。 

3  汉代漆器云纹纹饰特征分析 

3.1  云纹纹饰意象特征 

我国古人有顺应自然、崇拜自然的习俗，这源于

生产生活对天气云象的高度依赖。在古人看来，云即

是天。《太平御览》卷八引《河图地通纪》曰：“云者，

天地之本也”[10]，可见“云”在古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云”符号的云纹，其所蕴含的密码和寓意对古

人精神的影响也就可见一斑了。 

作为中国古代 有代表性的艺术符号，云纹不仅
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也表达了人们对未
来的美好向往。在汉代，人们把云纹也称作“祥云”，
有吉祥、如意、高升的寓意。云纹也有寻求上天庇护
的寓意。《易经》有云：“云从龙，龙起则云生”，画

龙必有云。因此，云纹成为皇家纹饰必不可少的元素，
也成了普通百姓寻求平安的精神寄托。云纹的产生也
与我国早期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有关，是祈祷生命
延续的图腾纹样[11]。在古代神话故事中，祥云一直是
人与天、神联系的媒介。传说中的神仙都是踏云而来，
驾云而归。因此，云纹也寓意着人们对“仙境”的向
往和对“长生”的追求。 

正是云纹所蕴含的这些“意义”，使得它作为一
种特有的文化艺术符号，几千年来一直贯穿于人们的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受人们喜爱。本
文结合汉代漆器云纹纹饰的意象特征提取出四个关
键词：“吉祥”、“如意”、“平安”、“高升”。 

3.2  云纹纹饰色彩特征 

相对于秦代，汉代漆器的雕刻减少，彩绘增多，
色彩使用更加丰富。在色彩选取上，主要以黑、红、
褐三种传统色为主，其中，黑色因被赋予了博大、宽
厚、沉稳的内涵而 受推崇，使用也 为普遍，因此，
在汉代漆器中，一般以黑色为底，红、褐色描绘纹样，
同时配以黄、绿、蓝、白、金等颜色，并以调和而成
的蓝紫、粉绿、乳色、银色等颜色作为点 。在色彩
表现方面，比较注重大块面的色彩对比，强调富丽绚
烂的色彩效果。总体上变化更加丰富，视角效果更显
华丽大方。 

3.3  云纹纹饰形态特征 

汉代漆器云纹包括云头、云躯、云尾三部分。在线
条运用上，以阴阳线并用、粗细线混合等为特征；在造
型上，以单旋云纹、双旋云纹、S 形云纹等为基调[12]；
在设计上，以十字型或圆型结构为骨架，选取不同造型
单元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和重复排列。以此为基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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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不同饰品的内涵和用途与植物或鸟兽图案进行
嫁接。相对于秦代，汉代云纹更加精致且富有动感。 

汉代云纹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直线型云纹、流

线型云纹、带状云纹、茱萸云纹[13]。直线型云纹的云

躯由直线构成，云头和云尾由勾卷形曲线构成，线条

使用较抽象。流线型云纹由延长式卷云纹演变而来，

造型上的流动感更强，给人行云流水的感觉。以上两

种云纹在漆器、玉器上的运用较多。带状云纹的云躯

以双线勾勒，以密集而有序的线条组成带状图案，整

体造型较粗壮，流动感稍弱，但力量感较强。带状云

纹的运用除了生活中的普通器物外，棺椁的装饰亦有

所见。茱萸云纹的形制取自于茱萸的穗状形态，是将

茱萸与云气形象结合而成的纹样，呈块曲状，有“高

升”、“活力”的寓意。 

4  推演设计 

4.1  推演对象确定 

通过博物馆考察、文献期刊、互联网等途径，查 
 
 

找、收集、筛选较为典型、稳定的汉代漆器云纹纹饰
图案作为本文推演对象并建立图库（见图 2）。 

根据确定的推演对象进行云纹图片色彩整理，将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图 片 色 彩 进 行 像 素 化 处 理 。 使 用
Photoshop 等相关图片处理软件提取图片的主要色
彩储存至色彩库。色彩库中的主色及配色主要根据色
彩在漆器中上色面积的多少来确定（见图 3）。 

4.2  初始形状提取 

运 用 荷 兰 人 Warell 提 出 的 设 计 形 态 分 析 法
（DFA）对汉代漆器云纹形态的显性特征进行分析，
提取设计所需的云纹形态曲线，建立相应的形态特征
数据库，得到形状文法中的初始形状 I 集合。 

具体技术操作上运用计算机辅助软件 Photoshop
完成。操作步骤主要是将确定的推演对象图片导入
Photoshop，运用钢笔工具将纹饰的形态曲线勾勒成
路径，再将该路径转换为选区进行描线，线宽根据设
计需求自定。 后将勾勒好的形态曲线图片整理入图
库（见表 2），以备后续设计推演时从中选取相应的
初始形状 I。 

 
 

图 2  汉代漆器云纹纹饰图库（部分） 
Fig.2  Moiré pattern library on Han dynasty lacquerware (partial) 

 

 
 

图 3  汉代漆器云纹纹饰色彩提取库 
Fig.3  Color extraction library of Han Dynasty lacquerware moiré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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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汉代漆器云纹纹饰初始形状提取库（部分） 
Tab.2  Initial shape extraction library of Han Dynasty lacquerware moiré decoration (partial) 

 
 

 

 
 

图 4  汉代漆器云纹纹饰推演演示一 
Fig.4  A demonstration of cloud pattern of lacquer ware in Han Dynasty 

 
4.3  云纹纹饰推演设计 

运用形状文法对汉代漆器云纹纹饰进行推演设

计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4.3.1  第一阶段 

从云纹纹饰初始形状提取库中随机选取一组初

始形状 I1（见表 2，也可根据需要选取 I2、I3、I4……）。

应用形状文法中的生成性规则——置换与增删，将云

纹的初始形状 I1 生成为文创产品设计的基本图形单

元（见图 4—5）。 

在运用生成性规则过程中，可只使用置换或增删

（见图 4a—b），亦可同时使用这两种规则，还可以

针对初始形状 I 的局部或整体形态曲线进行单次或反 

复的置换与增删操作（见图 5b—f）。置换与增删的过

程是对初始状态的图形进行再生性加工与改造的过

程，这一过程需要对原有的图形线条进行取舍，然后

进行重新组合排列。置换与增删的过程也是新图形与

原有图形形成差异化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也是产

品创新设计的突破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新的图形

要确保汉代漆器云纹纹饰的基因和密码（基本结构要

素）不被修改。这样才能设计出既符合中国人文化心

理，又符合现代社会审美情趣的文创产品。 

4.3.2  第二阶段 

应用衍生性规则对第一阶段生成的基本图形单

元进行进一步推演，可产生更为复杂的新图形。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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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则中的缩放、镜像、旋转、复制、贝塞尔曲线变

换等方法可相互组合并多次操作。推演演示二中，先

使用贝塞尔曲线变换法确定某段曲线上的 4 个节点

（P0、P1、P2、P3）（见图 5a），通过改变 4 个节点的

线条长度和弧度形成新的线条形态，再使用复制规

则，复制出多个初始形状中的局部（或整体）形态曲

线（见图 5c—f），形成新图形（见图 5g）。为增强传

统文化元素的可识别度，新图形保留了较多原有的云

纹元素。 

4.4  方案细化与生成 

由于形状文法可以生成数量众多、风格统一、规

范有序的基本单元形，因此，在设计中需要筛选出

佳基本单元形。本方案选取的基本单元形为图 4c。 

在综合考虑汉代漆器云纹纹饰的意象特征、色彩

特征和形态特征 3 个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再次使

用复制、错切、旋转、镜像等规则对基本单元形进行细

化，利用计算机软件得到多样化的二维图形（见图 6b）。

二维图形构图上以十字型或圆型结构为骨架，色彩上 
 

 
 

图 5  汉代漆器云纹纹饰推演演示二 
Fig.5  The second demonstration of cloud pattern of lacquer ware in Han Dynasty 

 

 
a  基本单元形                                   b  云纹纹饰设计 

 

c  文创产品效果 
 

图 6  汉代漆器云纹纹饰设计平面图及文创载体应用 
Fig.6  The design plan of Han Dynasty lacquerware cloud patter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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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确定基本单元形的主色与配色、冷色与暖色，再配

以相应的底图色彩。在对基本单元形和二维图形进行

细化的基础上，通过象征生命与力量的红色、极富神

秘与魅力的黑色、代表财富与权力的黄色等颜色搭

配，设计出既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又蕴含传统文化符

号和“意义”（吉祥、如意、平安、高升）的图案。

后，将细化的图案运用到适合的文创产品载体上，

如文具用品、文娱产品、生活用品、电子产品或纪念

品等（见图 6c）。 

5  结语 

文创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从需求层面

讲，产品设计所选取的文化元素和艺术元素与需求者

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契合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

的吸引力。汉代漆器云纹纹饰作为我国古代 具代表

性的工艺美术形式和文化符号，注定会成为文创产品

设计的重要元素。运用形状文法的推演方法，将汉代

漆器云纹的文化符号和设计手法融入现代文创产品

设计中，可以设计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这也

为丰富文创产品设计内容、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创产品

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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