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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侗族纹样作为传统民族纹样，其蕴含着独特的民族艺术特征。为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实现侗族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文章对侗族纹样的类型以及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内涵。运用形状文法提取并转

换侗族纹样符号，运用色彩理论提取侗族纹样的色彩，对提取的相关元素进行创设计。运用现代设计理

念，对侗族纹样进行再设计，并将其运用到现代文创产品中，探寻侗族纹样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路。侗族

纹样与产品设计相结合，使产品具有更强的文化特征，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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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ethnic pattern, Dong ethnic patterns contain unique ethnic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promote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and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Dong 
cultur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ype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Dong ethnic patterns, summa-
rizes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extracts and transforms the symbols of Dong ethnic patterns us-
ing shape grammar, uses color theory to extract the colors of Dong ethnic patterns, and creates and 
designs the extracted related elements. Using modern design concepts, it redesigns Dong ethnic 
patterns and applies them to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exploring new idea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Dong ethnic pattern development. The combination of Dong ethnic patterns and 
product design enhanc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s and enhances their add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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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侗族主要分布在湖南、广西、贵州交界带，其纹样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紧密相连，侗族纹

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特有的符号特征，对于侗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开发是我们

应该予以重视的。侗族纹样虽然有着多年的历史，但对于其纹样的创新并不多见，通过查阅各类文献，发现

大多对于侗族的研究为其历史文化，少部分为侗族服饰纹样的研究。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创意产品有机

融合，从而创造出符号现代审美的文创产品，已经成为设计学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运用形状文法将侗族

纹样为文化符号与现代产品结合，产出具有侗族特色的创新设计方案，有助于推动侗族纹样的文化价值传播。 

2. 侗族纹样的类型 

侗族纹样有以下几种类型，分别是龙纹、鸟纹、鱼纹、太阳纹、井纹，形态各异，或抽象或具象(见
表 1)。龙纹在侗族中有着具象纹样与抽象纹样，龙身整体呈“S”状，首尾描绘清晰，给人一种弯曲流畅

之感。而抽象龙纹则是以螺丝纹的形态出现，用卷曲的形态描绘龙身。侗族服饰中具象鸟纹的这些图案

通常是由双鸟围绕着混沌花组成，图案中流畅的描绘了将双鸟的轮廓，尽显活泼可爱[1]。侗锦中常有抽

象鸟纹的形式，线条弯曲呈角状，用简单的线条描绘出鸟的身躯。侗族鱼纹同样也有具象与抽象之分，

具象鱼纹一般用于服饰、童帽中，用线条描绘出鱼的轮廓，有着活泼与流动之感。侗族童帽中的鱼纹为

几何纹样，线条简单排列描绘出鱼骨状，形象简洁[2]。太阳纹的形式较多，有八芒纹、八角太阳纹等，

纹样主要运用于背带及侗锦中，侗族崇拜太阳，祈祷太阳能够给侗族人民带来能量。侗族背带中的太阳

纹呈放射状，意味太阳光芒放射的形态。侗族中的井纹是呈四条相交的直线，呈“井”字状，井纹崇拜

的对象是水，侗族人民希望子孙延续能够如水源般源远流长[3]。 
 

Table 1. Pattern listing 
表 1. 纹样列举 

纹样名称 纹样素材 纹样线稿 

龙纹 
  

鸟纹 
  

鱼纹 
  

太阳纹 
  

井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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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侗族纹样的艺术特征 

从纹样构成方面分析，侗族纹样分为单独纹样与连续纹样，其中适合纹样分为角隅纹样、边饰纹样、

适合纹样，连续纹样分为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4]。角隅纹样又称角花纹样，通常以装饰一角、对角、四

角为主，图案面积较小，其装饰效果能使图案更加丰富且有层次感。图 1 侗族围腰所示，在背带四角的

纹样为角隅纹样，四角的图案呈中心对称，以花草纹、鸟纹为主，色彩艳丽活泼。边饰纹样也称边缘纹

样，通常在方形、圆形、菱形四周作为装饰图案出现，起到点缀的作用。图 2 侗族服饰袖口为边饰纹样，

一般位于侗族服饰的袖口以及衣领处，用于装饰整体服饰。适合纹样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又需要和特

定事物相关联的纹样，通常是在方形或者圆形的区域进行填充固定某个纹样，根据现有轮廓设计并是纹

样适应于某一特定轮廓，从而使得纹样看起来更加的饱满。如图 3 侗族背带所示，中心以适合纹样装饰，

中心以太阳纹为主，向四周散发，构图饱满，视觉效果强烈。图 4 侗锦为二方连续纹样，纹样为井纹、

鸟纹等，通过对纹样的组合排列，形成较为稳定的秩序感。四方连续则是通过纹样的上下左右排列组合，

规则且有秩序，侗族纹样中以井纹为纹样要素的侗锦，构图呈现和谐统一。 
从色彩配置方面分析，侗族纹样的色彩呈现为素色与彩色两种，素色常见于侗锦中的纹样，而彩色纹

样则多见于服饰中的纹样载体[5]。以素色来说，一般为白色、黑色、蓝色三种，因侗锦的底部以蓝色染布

为主，其中所取用的青蓝色和墨蓝色这些颜色相对容易进行浆染，浆染所使用的原料多来自山林中的树木

根茎等。在肇兴侗寨的染布陈列馆中，大多是蓝色侗锦为主，因此，侗族染布也是其侗族地区较为具有特

色的活动之一。侗族服饰中纹样多以彩色为主，常用于服饰袖口、衣襟、背带、肩袖等部位装饰，如图 5 
 

 
Figure 1. Dong ethnic group waistband 
图 1. 侗族围腰① 

 

 
Figure 2. Dong ethnic clothing cuffs 
图 2. 侗族服饰袖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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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侗族服饰袖口纹样呈现红、蓝、绿，色彩鲜明，饱和度较高，符号侗族当时的审美。图 6 为侗族服饰纹

样位于服饰的衣襟，侗族纹样的色彩善于调和、追求统一性与和谐性，有着宽容、亲和的民族色彩[6]。 
 

 
Figure 3. Dong ethnic shoulder straps 
图 3. 侗族背带① 

 

 
Figure 4. Dong brocade 
图 4. 侗锦① 

 

 
Figure 5. Dong ethnic clothing 
图 5. 侗族服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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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Dong ethnic clothing 
图 6. 侗族服饰① 

 

从民俗风情方面分析，侗族有着独特的民俗活动，如“祭萨仪式”、“侗族大歌”、“芦笙节”等，

在不同的活动所穿的服饰也不同，即侗族纹样不同的应用场景。“祭萨仪式”是用来祭祀萨满，萨满传

闻为侗族的保护神，侗族先民为求得风调雨顺、稻谷丰收，会在特定的日子祭拜萨满。萨满的原型为蜘

蛛，因此便有蜘蛛纹形式的侗族纹样。“芦笙节”中男士所穿的芦笙衣飘带主要以鸟纹样为主，飘带根

部用羽毛点缀，展现了侗族人民欢愉乐观的性格。“侗族大歌”中女性服饰的纹样处于袖口、衣襟、围

腰的四角，纹样以花草纹、鸟纹、几何纹为主，色彩冷暖对比明显，具有装饰性与生动性，能够体现侗

族人民对于服饰研究的重视。 

4. 基于形状文法的侗族纹样的创新设计方法 

首先通过对于侗族纹样符号特征分析，将龙纹、鸟纹、鱼纹、太阳纹、井纹作为目标纹样，对构成

形式、艺术特点、内涵寓意进行分析，对纹样进行提取、概括、转换。第一阶段在规则性的基础上生成

单体单元纹样，第二阶段是将单体单元纹样在衍生性规则的基础上进行演化。基于形状文法的设计方法

对侗族纹样进行衍生设计，依据现代审美的文创载体，最终形成具有侗族特色的文创产品[7]。 

4.1. 侗族纹样的符号特征分析 

在侗族纹样符号特征中，常以龙纹、鸟纹、鱼纹、太阳纹、井纹为装饰符号，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寓意：“稻谷丰收”、“崇拜保护”、“子孙繁盛”、“幸福美满”。鸟纹在侗族服饰中有着稻谷丰收

的寓意，鱼纹多用于童帽中寓意着儿孙繁盛、健康成长，龙纹在侗族以团龙纹、曲体龙、螺丝纹的形式

出现，有崇拜祖先的寓意，蜘蛛纹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是智慧和吉祥的寓意，太阳纹作为始

祖母的化身，寓意着幸福生活的向往。井纹象征这源源不断的水源，寓意着美好生活的常存。 
在侗族纹样色彩特征中，纹样色彩经过绘于物体上再绘于身上的过程，是该民族审美和兴趣的外化。

侗族纹样的色彩主要是以黑、白、红、绿、黄、蓝等色彩为主，善于颜色调和，有着颜色的统一性与和

谐性。侗族纹样善用运用高纯度红色、橙色搭配互补色绿色、蓝色，形成互补效果，强对比为主，调和

色为辅，在黑色、青色为底色的侗布上显得更有装饰性。侗族纹样与民族性格息息相关，同样运用的颜

色所呈现出的温柔含蓄的效果。黑白为主的纹样所呈现出古朴典雅的韵味，与其他颜色搭配和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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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亲和、明确的色彩情感。 

4.2. 侗族纹样的设计元素提取 

首先根据侗族纹样的类型以及文化内涵对其进行分组(见表 2)，在各类纹样中提取典型纹样作为基本

纹样，依据形状文法的命名规则并对其进行编号，分别命名为龙纹(a1)、鸟纹(a2)、鱼纹(a3)、太阳纹(a4)、
井纹(a5)。依据寓意将龙纹(a1)、鸟纹(a2)、鱼纹(a3)为崇拜祈祷可分为一组。再依据寓意进行分太阳纹、

井纹寓意为幸福美满，因此可将太阳纹与井纹分为一组。由此可得两组寓意不同的图案，并依次对编号

的基本纹样旋转、重复、镜像等手法。 
本研究的色彩样本取自于 5 件侗族服饰的局部，运用计算机辅助工具取色，提取侗族纹样主要色值，

在保留侗族纹样色彩审美的同时，在选取的色值中做了适当的转换与处理，一部分色值依旧保持鲜亮，

另一部分色值则是适当降明度，但依旧在可识别范围内。笔者将原有色彩与创新色彩归纳，以便于后期

纹样设计过程中色彩方案的选取。取色过程中得出侗族纹样的色彩以黄、绿、蓝、红为基色，分别以这

些色彩的基础上使用着不同明度和对比度的色彩。这些配色通过搭配形成独特的视觉体验，风格或偏向

端庄，或偏向活泼，能够适应侗族不同的活动场景。 
 
Table 2. Generative rule 
表 2. 侗族纹样设计元素图谱 

编号 a1 a2 a3 a4 a5 

提取素材 

     

纹样类型 
  

   

纹样色彩  A98B61  D88B5A  24516F  B5B2AD  A94040 

  18605A  F4C4C0  343357   252726 

   ADC6AB  C5EC7B   

   6D67B4  AF9240   

    563E37   

纹样寓意 崇拜保护 稻谷丰收 子孙繁盛 幸福美满 幸福美满 
 

形状文法最早由 George Stiny 与 James Gips 提出，是一种以“形状”的运算为主的计算机设计与

分析方法[8]。通过复制、旋转、镜像等平面与空间排列形成一定规律性与连续性的新形状。形状文法

四元组公式，即 SG = (S, L, R, I)，S 为有限形状组，L 为有限标记组，R 为有限推理规则组，I 为初始

形状组[9]。假设初始图案为 F，左侧(LFS)为初始形状，右侧(RFS)为初始现状衍生推演后的新图形。依

据生成性规则的 5 个形状规则，可将规则定义为 F1 平移、F2 垂直镜像、F3 水平镜像、F4 中心旋转、

F4 原点旋转，最终可得新图形(见图 7)。依据衍生性规则，将初始图形 F 经过 F1-F5 推演过后的整体图

形进行 F6 倾斜镜像、F7 和 F8 水平镜像、F9 和 F10 垂直镜像、F11 旋转 90˚的衍生性规则，可得最终

的推演图形(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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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Generative rule 
图 7. 生成性规则① 
 

 
Figure 8. Derivative rules 
图 8. 衍生性规则② 
 
Table 3. Pattern deduction process 
表 3. 纹样推演过程 

编号  推演过程    

演化 1  
 

水平镜像  
 

垂直镜像 
 

演化 2 
 

 
水平镜像 

 

 
垂直镜像 

 

演化 3  
 

水平平移  
  

演化 4 

 

 
水平复制  

 
复制、旋转 90˚ 

 

演化 5 
 

 
水平平移  

  

 

本研究基于侗族纹样的创新推演设计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侗族纹样初始纹样执行生成性规则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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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侗族纹样的目标纹样；二是在步骤一的基础上将目标纹样执行衍生性规则演化生成侗族纹样创新图

案[10]。从侗族纹样的提取中(见表 3)，可得初始纹样为龙纹(a1)、鸟纹(a2)、鱼纹(a3)、太阳纹(a4)、井纹

(a5)。演化 1 图案中的初始纹样演化设计见表 3.2，首先以 a1、a2、a3、a4、a5 为初始纹样，龙纹(a1)进
行 F3~F2 步骤得龙纹推演图案 1，鸟纹(a2)进行 F3~F2 鸟纹推演图案 2，鱼纹(a3)进行 F1 步骤得鱼纹推演

图案 3，太阳纹(a4)进行 F1~F11 步骤得太阳纹推演图案 4，井纹(a5)进行 F1 得井纹推演图案 5。 
基于以上纹样衍生，依据现代语境和审美层次需求将龙纹、鸟纹、鱼纹、太阳纹、井纹推演图案按

照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形式进行重新组织排列，生成侗族创新纹样线稿(见图 9)，再依据色彩提取的结

果得出侗族创新纹样效果图(见图 10)，从而完成侗族创新文创设计。 
 

 
Figure 9. Innovative pattern line draft 
图 9. 创新纹样线稿② 

 

 
Figure 10. Innovative pattern rendering 
图 10. 创新纹样效果图② 

5. 侗族纹样的创新设计应用 

文创产品概述 

文创产品是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对文化内容进行创新转换，并借助设计手法产出具有文化内涵的产

品。文创产品有着承载传统文化及思想精神的功能，以设计作为媒介来传达信息[11]。然而文创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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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循审美原则的基础上还需要追求其实用性，因此，设计师在对于文创产品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实用

性的体现。 
日常型文创设计产品是将典型元素提取，结合实用性使之赋予抱枕、日历、杯垫、包袋等产品中，

不仅美观与艺术价值方面得到体现，从而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 

侗族纹样的创新设计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 

文创产品的本质是将文化与产品相结合，选取侗族纹样的典型代表龙纹、鸟纹、鱼纹、太阳纹、井

纹等，通过形状文法的不同演绎规则搭配组合成创新性的侗族纹样，既保留了传统侗族纹样的典型特征

与艺术形式，又实现民族装饰纹样的创新性改造，鱼纹在侗族纹样中寓意健康成长，多装饰于背带和童

帽，龙纹在侗族纹样中有崇拜祖先之意，多用于侗族服饰中。针对抱枕选取侗族纹样的元素，即鱼纹、

龙纹、井纹等具有美好寓意的纹样符号，通过对原有纹样进行推演与创新设计，图案通过旋转、重复等

设计方式将纹样重新组合为设计图案，用侗族纹样的创新设计实践验证此方法的可行性。 
在创新图案的过程中基于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等形式美法则特征，使元素满足秩

序感，并通过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的形式进行创新设计的应用，同样注重图案排列的恰当性与视觉的舒

适性。抱枕、日历、杯垫和包袋作为美化家居环境并提高生活品质的日常类用品，将侗族纹样创新设计

后应用在产品中，以日常生活产品为载体将侗族纹样直观展现，生成具有侗族特色的日常生活产品(见图

11)，满足文化创意产品的核心要素，给用户丰富的文化体验。文创设计需要与时俱进，以满足不同语境

下的审美标准和情感需求[12]。民族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与发展，探寻适合的方法，将文化与传承、文化与

创新相融合，推动其传承与创新发展。 
 

 
Figure 11. Innovative pattern application 
图 11. 创新纹样应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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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侗族纹样本身而言，其所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传承价值。通过对侗族纹样的艺术形式、艺术符号

及文化内涵的探寻，找到让其适应于现代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中的道路，才能对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运用形状文法对其纹样进行推演转译并生成新的创新设计纹样，运用到文创产品中，体现侗族纹样的创

新与继承。通过对侗族纹样的创新设计，当传统民族纹样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并推广与流入市场时，便

是对于民族纹样具有极大的传播价值。文章以此验证对侗族纹样创新设计方法的可行性，并输出设计结

果为传承侗族纹样的方式提供了新思路。 

注  释 

①图 1~7 来源：作者拍摄 
②图 8~11 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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