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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延川布堆画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它兼具美观性与实用性，在悠悠岁

月中逐渐与陕北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体现了黄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交汇融合，同时

也体现延川地区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心灵手巧。为了推动布堆画的发扬与传承，针对其造型、色彩、纹样

等方面，通过文创设计探索延川布堆画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历史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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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nchuan cloth paint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haanxi Province, is a unique folk art 
form, which is both beautiful and practical, and has gradually been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life 
customs of the local people in northern Shaanxi. It embodies the integration of loess culture and 
Yellow River culture, as well as the hard work and ingenuity of the people in Yanchuan are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Budui paint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
tural implication and historical remains of Yanchuan Budui painting through its shape, color, pat-
tern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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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布堆画历史悠久，它是男耕女织的产物，伴随着棉布而产生。延川布堆画初步形成于陕北地区农村

婆姨日常中的针线活中，从妇女们给衣服打补丁中发展而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布堆画不仅作为实用品

使用，它经过贴块、拼接、镶花、堆叠等步骤，作为一种装饰出现在衣物的肩部、口袋、鞋面、裤腿等

地方，图案更是丰富多彩，寄予了人们驱邪纳福、生殖崇拜等美好祈愿。作为陕北地区富有代表性的民

间艺术，布堆画无论是从丰富的内容还是饱满的色彩来说，其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而让大众更进一

步了解延川布堆画的文化底蕴，领略其独特韵味的方法便是不断地积极创新，在提高布堆画在大众间知

名度的同时，继续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扬传承。 

2. 延川布堆画的文化渊源 

2.1. 延川布堆画的起源与成因 

延川布堆画在民族多元性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起源与发展，它所存在的陕北地区由于地处草原游牧文

化和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处，一直以来都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赵丰，2005) [1]。这

也致使延川布堆画的造型放荡不羁、随性自然，题材图案直接明了，色彩鲜艳夺目，形成这种豪放粗狂

的艺术特征与陕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有密切联系。 
延川县位于孕育了大量民间艺术种类的黄河沿岸，历史上黄土高原长时间的交通和文化闭塞使得丰

富多彩的文化得以留存，布堆画艺术也包含其中。在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繁重的农活使人们

的穿着衣物经常磨破，不光是大人，孩子们在绵延崎岖的地势上打闹玩耍，长此以往衣服也极易磨损，

因此当地心灵手巧的妇女们想到缝补衣服时可以在衣物破口处用各种图案花纹来进行补贴，既能起到补

丁的作用，还给衣物增加了美观性。随着这种手法发展流传出去，成为延川地区劳动妇女人人皆会的一

种技艺，造就了延川地区一项独有的民间艺术。 
此外由于延川地区道路闭塞交通不便，导致物资较为匮乏，人们的生活十分贫苦，在不能随意更换、

添置新衣物的情况之下，在衣服上反复缝补便成了常态。当地妇女在衣服上补了又补，这种补丁叠补丁

的情况引起了布堆画民间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图案堆叠缝补在一起，形成延川布堆画独有的韵味。 

2.2. 延川布堆画的题材溯源 

劳动力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延川地区人民对劳动力有很大的需求，也由此导致当地民

间艺术表现中最常见的题材便是生殖崇拜。延川布堆画很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我国传统的带有繁殖含义

的文化符号，比如莲花、鱼、蛇、兔子等，并且这些图案通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鱼戏莲和蛇盘兔这类

图案十分常见。布堆画中最经典的作品《抓髻娃娃》形象在陕北地区民间被誉为生育之神，上面的图形

皆是男性女性的象征，同时“髻”的谐音为“鸡”，在我国民俗文化中也有生命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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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邪纳福是延川布堆画的另一主要题材。陕北地区是灾难多发地区，旱灾饥荒较多，地理环境与自

然条件比较差，再加上战争的原因，各类天灾人祸使得人们将和平、健康这类美好愿望寄托于神明，渴

望能得到上天的庇护。人们将这种希冀表现在布堆画这类民间艺术之中，将愿望具象化为各种图案，寻

求心理慰藉。延川人民以粗布为画纸，手中的剪刀为画笔，塑造出财神、门神、灶神、雨神这类神明形

象，寄托了他们的信仰与祈愿。延川布堆画作品中有很多元宝、铜钱、龙、牡丹等元素，都象征着富贵

与平安，意韵深远，回味无穷。 
劳作是延川人民的常态，农业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所谓靠天吃饭，靠地求存，土地对当地人民有着

非凡意义。因此布堆画中有很多耕地、农作的场景，画面中的土地以莲花纹为装饰，辅以蝴蝶、喜鹊这

类纹样，为画面添加生机与活力，也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黄牛是当时人们最重要的劳动帮手，

延川人民将黄牛的形象呈现在布堆画作品中，是农耕丰收题材作品中最常见的元素。 
为了表达当地文化的原始与质朴，延川人民会在布堆画作品中表现我国民间的传统风俗，例如描绘

回娘家，新婚时长辈为新娘梳头等场景(吴一萍，2019) [2]。画面中的人物形象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男性头戴白巾，腰部系着红色的布条，脚穿黑色布鞋；女性衣服鲜艳，头戴花色头巾，活灵活现。作品

除了主要的人物表现以外，还会在画面上增加一些动物形象以此烘托欢快气氛，这些都体现了延川人民

对幸福美满的家庭和和谐社会的期盼。 

3. 延川布堆画的艺术特征 

3.1. 自由组合的造型 

作为陕北地区人民独有的艺术符号，延川布堆画的造型变化多端而又十分完整。它的造型观念不同

于文人画中的散点透视或是西方的焦点透视，而是着重表现本原文化中完整的造型(邱春婷，吴婕妤，2023) 
[3]。用俯视和平视的角度结合表现画面是延川布堆画很多作品中常用的呈现手法，其中物体的角度变化

多端，物体与物体之间互不遮挡，它们本身或许处于不同的空间，但当他们处于同一副作品中时总体又

显得格外完整，这也体现了延川人民追寻探索完整宇宙造型的观念。此外，布堆画的造型还具有超越时

空的特点。布堆画《三只虎》中描绘了一只怀有身孕的老虎，观者可以透过老虎的肚子看到腹中的小老

虎以及被吞入腹中尚未消化的兔子形象，在震撼于画面生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延川人民不局限于事物表

面，开拓思维，抛开表象，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创作方式。延川布堆画的图案与构图十分随性自由，创

作者会将不同时空、不同造型的各类动植物甚至是器物堆叠拼合在一起，陕北延川布堆画的独有造型特

征正是这种不合乎常理，违背自然规律的图案表现，再加以主观的处理，不受约束自由自在的创作，将

人民质朴纯真的生活与美好祈愿呈现于布料之上，深刻体现当地人民的智慧与才能。 

3.2. 厚重浓郁的色彩 

中国传统色彩缤纷绚丽，意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色彩即人的视觉感受，人们通过色彩可以联想

到冷暖、强弱、刚柔，感受到不同的性格、民族、文化等。中国传统五色观认为：“青、赤、黄、白、

黑”五色为正色，在《周礼·考工记》中也曾记载：色彩的组合中，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

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这些代表了我国古代人们对于宇宙时空的观念想法(白晓，梁

昭华，2014) [4]。延川布堆画中使用的色彩就符合传统的五行色彩观念，使用青色、赤色、黄色、白色、

黑色为画面主要颜色。在布堆画作品中，背景颜色使用最多的就是红色，它代表着热情奔放、充满张力，

同时当地人民认为红色是驱邪赈灾的颜色，与太阳和火焰相对应，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受推崇的色彩。

其次布堆画画面中出现最多的颜色是绿色，绿色代表着生机代表着生命，由于延川人民地处遍地黄沙的

陕北地区，强烈的生存意识被恶劣地貌所激发，他们迫切想改变现状，因此这种心理也被呈现在了布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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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品之中，他们使用绿色来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除此之外画面中会使用中黄、蓝

绿、桃红等饱和度较高的颜色相互搭配，同时巧妙融入黑白两色，让对比强烈的艳丽颜色变得柔和和谐，

产生强烈视觉效果的同时也能让观者感受到浓重的地域民俗特色。 

3.3. 古朴豪迈的纹样 

和南方民俗文化艺术中的纹样特征不同，陕北延川布堆画属于黄河流域相对原始的民俗文化，因此

它具有独特浓烈的西北风情。再加上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定影响，布堆画中的事物比例往往脱离现实，延

川妇女们使用肌理感明显、厚重粗糙的布匹裁剪出随性自由、放荡不羁的形状线条，使得布堆画整体古

朴又豪迈。她们手握剪刀，结合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延川布堆画，不论

是裁剪下来多变的造型，五彩纷呈的用色，亦或是层层堆叠的画面厚重感，无一不表达了当地人民骨子

里的韧劲与满腔热忱。动物、植物、人物是延川布堆画中主要的表达对象，主题也十分宽泛，例如日常

劳作、神话传说、民间历史、节庆喜事等，充斥着人们对繁衍生命的渴望以及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在画

面中出现的各类纹样也都寓意吉祥，代表着延川人民除了奔放豪迈的一面，也有细腻温和的心思，例如

动物纹样中常出现的龙、鸡、鱼、麒麟；植物纹样中的莲花、牡丹……此外布堆画的构图主要是对称式

构图，能够在视觉上达到稳定平衡的效果。 

4. 布堆画在文创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4.1. 设计中的材质与形式 

文创设计的材质和呈现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进，为了迎合消费者们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

文创设计迎来了更多的挑战，同时也在强化文创产品行业之间的竞争力。正因如此，设计师们应当合理

运用现有设计资源素材，摒弃过时老套、审美落后的文创，将实用性与文化性完美结合，从而设计出具

有创新意义的产品来引起消费者兴趣。如何让文创产品具有特色脱颖而出已然成为设计师们所关注的重点。 
如今市面上很大一部分都是布包、文化衫这类文创产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已经不符合当下的

流行趋势，因此设计师们需要在选择呈现形式以及材质方面做一些创新，比如为了让产品更贴近人们的

日常生活，可以选择耳机壳、礼物盒、杯具、背包、笔记本、丝巾等设计载体；若是想要推进文创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文化产业产品的质量，也可以选择书签、盲盒、唱片、贴纸、徽章、挂件这类产品(见
图 1)。 

在设计延川布堆画文创产品的时候，可以将其中装饰性较强的图案，例如抓髻娃娃、老虎、各类神

明等刻在或印在陶瓷杯具上，这样既有浓郁的地域性，有旅游纪念意义，同时装饰性强的文创产品能进

一步提升其本身的文化内涵，进而提高销售量，推动延川当地经济发展。 
对于延川布堆画文创产品的材质创新，可以将与布堆画相关的元素图案提取出来，应用在金属书签，

亦或是直尺、金属书立之上，在改变原有材质的同时，丰富了文创产品的种类，对延川地区布堆画艺术

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盲盒作为一种潮流消费品，它的精神属性决定了它的垂直性质，国潮方向是盲盒的垂直分类之一。

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布堆画和盲盒相结合，将从延川布堆画中萃取出的丰富视觉元素塑造成具有故事性的

人物或动物形象，与现代场景结合，再加上一些工艺处理，比如用塑料制成半透明渐变的云雾配件，用

喷漆做出星光效果等，展现延川布堆画独有的风格，符合当下年轻群体的喜好。 

4.2. 设计中的图形纹样 

图像是一种非文字的形态，它可以被引申成具有说明意义的视觉存在形式。通常图像被视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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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ultural and creative application 
图 1. 文创应用 

 
介于文字和艺术之间的一种可视化的表达方式，它可以用纸质媒介和其它媒介进行大规模的复制和传播。

它以特定的符号和表现形式来表达创意，把设计概念直观地呈现出来，从而使得设计形象具备某种传递

资讯的能力。作为设计中与其它基础元素相结合的一种符号，它能满足各种应用场合的需要，具有较强

的视觉氛围和较强的视觉表达能力，因此缩小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加强了对应的文化渗透，使设计出

的作品更为完美，更加巩固了文创产品。 
陕北延川布堆画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精彩纷呈、形式多样的创作题材，大多以民间生活、戏剧人物、

花鸟传说等等为主，因此可以提取其中相关的纹样与现代元素相结合。譬如可以从布堆画《胖娃娃》、

《鱼戏莲》、《小老虎》、《蛇盘兔》等作品中提取表达祈求神仙庇佑、渴望美好生活、尊崇生命繁衍

的思想意志的纹样，运用到设计中，极具独特美感(见图 2)。亦或是将提炼出来的图形打散重组，将其几

何化进行创意设计，也别有一番风味(见图 3)。 
 

 
Figure 2. IP image design 
图 2. IP 形象设计 

 

 
Figure 3. Pattern extension 
图 3. 图案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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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计中的色彩表现 

色彩可以让观众在视觉上产生各种情绪上的反映。搭配和谐的颜色可以让顾客进一步感受到图案内

涵，平衡结构，传达情绪，从而更好地理解画面。每一种颜色都有其特有的语言和情绪，文创设计中也

不例外，恰当的颜色选用和组合可以为文创的整体设计增添光彩。当地人民长期居住在缺少红花绿树的

地貌之中，与山光岭秃的黄土相伴，在进行布堆画创作时只能借用高度饱和的色彩抒发心中烦闷，然而

色彩浓郁饱满的布堆画作品却给人们带去了轻松与自在。 
在色彩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创设计中，特殊的代表色是一种识别符号，可以让观者一眼就能识别出延

川布堆画的文化特征。过去的人认为青、白、赤、黑、黄分别是代表东南西北和天地的颜色，这便是中

华民族群体的五行色彩观，布堆画符合此观念，从色块占比再到颜色搭配都反映了陕北地区浓烈的民族

风味，整体极具张力的同时又做到了画面统一。延川布堆画文创设计可以继承这一用色理念，整体采用

红色、黄色、绿色为主，其余颜色为辅，色彩鲜艳，充斥着生命的张力，这样不但增强了消费者对于布

堆画艺术的色彩识别能力，也进一步提高了延川布堆画的辨识度(见图 4)。 
 

 
Figure 4. Color matching 
图 4. 色彩搭配 

5. 结语 

文创的创新表达是消费者对其产品产生新认知的符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人文精神的融合。传

统与现代的碰撞是延川布堆画不可避免遇到的状况，在不断传承的进程中既赋予了非遗时代价值，也赋

予当今主流文化历史底蕴。越来越多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关注到了延川布堆画，年轻人不断向布堆画传

承手艺人学习技艺，对外推广宣传，这是国家、民族的一大突破(胡思琪，刘静，赵妍，2021) [5]，更重

要的是加强了各国的文化交流碰撞，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必要的贡献。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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