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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GM 模型的畲族凤凰纹样研究与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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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与提取畲族凤凰纹样的视觉要素，探索畲族凤凰纹样视觉风格，并将 CGM 模型运用

于畲族凤凰纹样的再设计过程中，在进行创新设计的同时保留畲族纹样风格。方法 首先通过文献查阅

与实地考察对畲族凤凰纹样进行收集与整理，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解读与分析；其次，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畲族凤凰纹样作为研究案例，分别对其色彩要素、造型要素与构图要素进行归纳、解构与提取；最后，

运用 CGM 模型对畲族凤凰纹样进行造型转化，并结合色彩与构图要素展开畲族凤凰再设计，从而设计

出具有创新性又富有民族特征的畲族凤凰纹样。结论 结合畲族凤凰纹样在色彩、造型与构图三个方面

的主要特征构建了设计方法，并引入了 CGM 模型对畲族凤凰纹样的造型进行设计转化，通过案例证实

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为单个复杂纹样的再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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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Redesign of She Phoenix Pattern Based on CGM Model 

HUANG Xin-mei, CHEN Si-yu, CHEN Guo-dong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and extract the visual elements of the She phoenix patterns, explore 

the visual style of She phoenix pattern, and apply the CGM model in the She Phoenix pattern redesign process, so as to 

retain the She pattern style while carrying out innovative design. Firstly, the She phoenix patterns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 was interpreted and analyzed. Sec-

ondly, some representative She phoenix pattern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cases to deconstruct, summarize and extract 

their color elements, modeling elements and composition elements respectively. Finally, CGM model was used to trans-

form the She phoenix pattern and redesign the She phoenix patter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lor and composition ele-

ments, so as to design the She phoenix pattern with innovative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the main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She phoenix pattern in color, shape and composi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esign method, and introduces 

CGM model to redesign and transform the shape of She phoenix pattern, which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sign 

method, an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redesign of single complex She phoenix pattern. 

KEY WORDS: She; phoenix pattern; CGM model; visual elements 

畲族是我国东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具有人口少、分布散的特点。自古以来畲族没有本民

族的文字，畲语是畲族人民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1]，

而畲族传统纹样通过代代相传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了

记录与呈现畲族文化与风俗的主要方式之一。畲族人

民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种类丰富的手工艺品，

并运用各式各样的纹样来表达畲族人民的精神世界，

形成了本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其中畲族凤凰纹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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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宗教信仰与民族起源的反映，对畲族人民有着极

为重要的意义[2]。 

1  畲族凤凰纹样的文化内涵 

凤凰作为中国最具典型的纹样之一，蕴含了祥

瑞、高贵等象征意义。在畲族传统文化中，凤凰纹样

被寄予了畲族人民对始祖的敬重之情[3-4]。畲族凤凰

纹样常以主体装饰纹样出现在女性的服装、鞋履、抹

额、围裙等刺绣品中，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相传畲

族是盘瓠与高辛国三公主的后人，三公主婚嫁时身穿

凤凰装、头戴凤凰冠，与盘瓠远去凤凰山开创祖业，

因此也有畲族女性始祖是凤凰的化身、畲族的起源地

是凤凰山的传说[5]。自古畲族新娘在婚嫁时都对三公

主的凤凰装扮进行模仿，将头梳成凤凰髻、头戴凤凰

冠、身穿凤凰装。凤凰纹样是凤凰装上最为重要的装

饰纹饰，反映了畲族人民的民族信仰。此外，畲族人

民受宗教习俗的影响，有着其独特的女性崇拜文化，因

而常常运用凤凰纹样对女性服饰与银饰进行装饰[6]。

随着社会的发展，畲族文化受到了汉族传统文化的冲

击与汉化，凤凰纹样的文化内涵有了更为广泛的延

展，畲族人民在纹样创作时也常常赋予该纹样富贵、

美好的寓意。 

2  畲族凤凰纹样视觉要素的提取与分析 

通过整理有关畲族凤凰纹样的文献资料、前往畲

族博物馆与文化馆进行实地考察等途径，对畲族传统

纹样的实物、图片、影像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为提

取与应用畲族凤凰纹样的设计要素提供基础资料。 

为更好地运用与反映畲族凤凰纹样视觉特征，对

于畲族凤凰纹样本身，将其视觉要素分为了色彩、造

型与构图三大设计要素，并分别对其进行分析与提

取，进而对提取的设计要素进行设计与应用。在提取 

 

与分析过程中，对于纹样色彩要素，结合了畲族凤凰

纹样的色彩特征进行色彩等级区分，分为主要色彩与

辅助色彩；对于纹样造型要素，按照凤凰纹样的器官

部位进行划分，分别对纹样各部位的造型特征进行抽

象与简化，仅保留其主要的线条造型与位置；对于纹

样构图要素，则通过分析凤凰纹样与其组合纹样的构

图形式，以得到其所涵盖的组合方式或位置特征，进

而用于后续凤凰纹样的设计优化。设计要素的提取模

型见图 1。 

2.1  色彩要素的提取与分析 

受地域因素、服饰款式、用途等影响，畲族凤凰

纹样的色彩有的复杂明亮、有的简单淡雅，相对于汉

族传统凤凰纹样来说，畲族凤凰纹样的色彩大多饱和

度较弱、明度较低、配色具有规律性。畲族人民久居

深山之中，致使畲族纹样的色彩灵感大多来自大自

然，畲族妇女对畲族纹样进行创造的原料同样也取自

山林，例如黑色染料是提取自皂枥，黄色染料是从黄

栀果中获取的[7]。 

畲族凤凰纹样的底色以黑色、白色与红色最为常

见，有的凤凰纹样会运用白线或金线对外围轮廓进行

描边装饰，使整个图案轮廓分明。对于畲族纹样本身

的色彩，其主要部位常由橘色、深红色、玫红色、紫

色等颜色构成大面积的红色调区域，如身体、翅膀、

尾巴等；而淡黄色、淡绿色、深蓝色则常作为凤凰纹

样的辅助色彩，装饰于凤凰纹样的嘴部、脚部、凤

冠等部位的小面积的区域，总体呈暖色与冷色的对

比形式，绚丽又不失柔和，俗中见雅。结合畲族凤凰

纹样的色彩特征，对筛选的典型案例进行色彩提取，

将丰富的色彩要素按照主要色彩与辅助色彩两类色

彩等级进行归纳，并在提取过程中对色彩进行简化，

仅保留主要的色彩要素 [8]，纹样色彩的提取过程见

表 1。 

 
 

图 1   设计要素的提取模型 
Fig.1   Extraction model of desig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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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纹样色彩的提取过程 
Tab.1  Extraction process of pattern color 

实物图例 

  

纹样图例 

  
  

 

主要 

色彩  
     

色

彩

要

素

提

取 

辅助 

色彩  
     

主要 

色彩  
再

次

提

取 

辅助 

色彩  

 
2.2  造型要素的提取与分析 

2.2.1  造型要素的整体分析与解构 

总的来说，畲族凤凰纹样造型简练抽象，按照造

型形态划分，其可以分为立凤纹样、翔凤纹样、对凤

纹样与团凤纹样四种。立凤纹样为站立形态的凤凰纹

样，形态庄重华丽；翔凤纹样是指凤凰为飞翔的形态；

对凤纹样以两个相互对称的凤凰纹样组成；而团风纹

样的凤凰形态接近圆型，通常翅膀和尾部会扭曲成圆

形或与其他纹样组成圆形，常伴有吉祥之意。对四类

样式的畲族凤凰进行筛选，选取典型案例按照凤凰纹

样的身体部位进行解构，可以将其分为头、身、翼、

尾、足五大组成部分[9]，纹样造型的解构见表 2。 

2.2.2  造型要素的局部分析与提取 

畲族凤凰纹样的头部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为尖

型、圆型与多羽型；身部有直立型与侧面型两种形态，

大都形态圆润，羽毛装饰丰富；对凤纹样的羽翼常以

单翼形式为主，其他形式的凤凰纹样都以双翼形式表

现；足部也有短足与长足两种表现形式；尾部以分尾

为主，以双尾、三尾、五尾最为常见，有的呈中心对

称分布，有的运用同一种曲线形式进行上下排布。在

造型装饰上，畲族凤凰纹样的身、翼与尾多运用不同

的几何色块或线条进行装饰，以表现出凤凰细密、艳

丽的羽毛。将畲族凤凰纹样的各部位的造型要素进行

共性提取，提取出其最基本的曲线轮廓[10]，纹样的造

型提取过程见表 3。 

2.3  构图要素的提取与分析 

畲族凤凰纹样在构图上，通常运用叠加、均衡、

对称等方式与其他纹样进行组合，使其组合纹样更加

丰富、具有层次感[11]。常见组合纹样有龙纹、牡丹纹、

荷花纹等，与不同的纹样组合从而更加明确了畲族凤

凰纹样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例如与牡丹纹组合寓意

着富贵圆满；与荷花纹组合更倾向于表达对女性的祝

福与赞美等。对畲族纹样典型案例中的构图要素进行

归纳，并用简单几何图形对其进行说明，构图要素的

提取见表 4。 

3  基于 CGM 模型的畲族凤凰纹样设计要

素设定 

3.1  CGM 模型概述 

CGM 模型（Conceptual Generative Model），又叫

概念生成模型，是在形状文法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设计

生成模型[12]。CGM 模型由三个设计要素构成，一是

通过案例收集所提取的基本造型要素，该要素由最基

本的造型要素构成；二是对产品形态的结构关系进行

分析，进而设定的造型结构图；三是对特定产品的现

有形态进行分析，所得到的适用的变形规则。CGM

模型在对案例进行收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对产品各造

型部位进行划分，提取其最基本的造型要素、各造型

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适用的变形规则，运用设定

的 结 构 关 系 图 与 变 形 规 则 对 基 本 造 型 要 素 进 行 变

形，进而生成新的造型形态。CGM 模型见图 2。 

运用 CGM 模型可以生成大量的造型形态，且具

有较高的适用性与可行性，目前已适用于香水瓶、台

灯、戒指、办公座椅、摩托车等产品造型设计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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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纹样造型的解构 
Tab.2  Deconstruction of pattern shape 

造型要素 
纹样样式 实物图例 纹样图例 

头 身 翼 足 尾 

  

    
 

立凤纹样 

 
  

 

  
 

 

      

翔凤纹样 

  

 
  

  

  
  

 
  对凤纹样 

  
   

  

团凤纹样 

    
 

 
 

 
用该设计模型对产品造型进行再设计，不仅能够确保

其生成的设计结果符合产品的造型特征，也能够辅助

设计师展开设计。然而，审美因素是复杂的，因此该

模型在方案选定时运用人机交互，使设计师能够结合

现代审美对设计生成结果进行控制与设定。 

3.2  畲族凤凰纹样设计要素设定 

通过前文对畲族凤凰纹样视觉要素的提取与分

析，可以发现其作为单体复杂纹样，运用 CGM 模型

对其造型进行再设计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一方面在于

畲族凤凰纹样由 5 个可数的基本造型要素构成，并对

案例中的基本造型要素进行共性提取，得到了其基本

造型要素；另一方面对案例中的各类基本造型要素进

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可以筛选出同类基本造型要素

之间适用的变形规则。此外，畲族凤凰纹样的色彩与

构图也存在着一定的规律，通过对其色彩与构图方式

进行提取，得到了畲族凤凰纹样的色彩要素库与构图

规则库。结合 CGM 模型的三个设计要素对畲族凤凰

纹样的设计方法的设计要素进行设定，设计要素设定

见图 3。 

3.2.1  基本造型要素的设定 

根据 CGM 模型的设计方法，结合畲族凤凰纹样
的造型提取结果，其基本造型要素可以由 5 个部分组
成，分别记作 H（Head）、B（Body）、W（Wing）、T

（Tail）、F（Foot）。对表 3 中所提取的基本造型要素
进行归纳，得到其基本造型要素库，并对每个基本要
素都可以选集合进行表示，基本造型要素见图 4。基
本造型库的建立为设计师提供了凤凰纹样的造型基
本型的选择，以确保其造型来源于畲族凤凰纹样，进
而展开后续的设计转化。 

3.2.2  基本造型要素结构图设定 

结合畲族凤凰构成特征，对 5 个基本造型要素的
结构图进行设定，记作 L。基本造型要素结构见图 5。
该位置关系图并不是唯一与确定的，通过纹样变形有
时会出现超出设定位置或偏移设定位置的现象。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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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纹样的造型提取过程 
Tab.3  Extraction process of pattern shape 

造型要素 分类 基本造型提取 提取说明 

尖式 
 

保留了凤头与凤嘴组合形成的尖钩状外形；简化了

锯齿状的凤冠形态；保留了眼睛的梭形形态与位置

圆式 
 

简化了圆滑的凤头形态、波浪型的凤冠形态与圆形

的眼睛形态 头 

多羽式 
 

以回转的曲线，简化表现了结合凤羽的凤头形态；

眼睛简化为无多于线条的椭圆型；凤冠简化为一瓣

圆滑的曲线构成 

直立式 
 

以扭曲的圆弧状形态，简化表现了圆润饱满的凤身

身 

侧面式 

 

以一条曲线简化表现了凤身形态，该曲线保留了尖

状的凤身尾部与凸起的凤足连接处 

同侧式 
 

简化为羽毛朝向相同的两个凤翼形态，且其位于凤

身一侧；去除了内部装饰线条，仅保留了外围轮廓

形态 翼 

对侧式 
 

简化为对称式的锯齿状凤翼形态，且其位于凤身两

侧；同样去除了内部装饰线条 

中心对称式 

 

抽象与简化了中心对称式的凤尾形态，其中间的凤

尾抽象为锯齿状，两边的凤尾由平滑的曲线构成 尾 

排列式 
 

简化为连续排布的单侧锯齿状曲线表现凤尾形态 

短足式 
 

简化为按一定角度排布，且整体呈圆润饱满且短小

的曲线形态对凤足进行表现 

足 

长足式 

 

简化为整体细长，且由尖细状的四爪曲线表现凤足

形态 

 
表 4  构图要素的提取 

Tab.5  Extraction of composition elements 

实物图例 

   

  

组合纹样 牡丹纹 牡丹纹 牡丹纹 荷花纹 龙纹 

构图方式 叠加 均衡 融合 中心对称 左右对称 

构图示图 
     

 

造型要素结构图进行选定时，可以结合凤凰纹样的结

构特征、纹样内涵与凤凰纹样的应用领域等因素对其

进行细微地调整。 

3.2.3  变形规则的设定 

CGM 模型中运用的变形规则是对同一类设计对

象的形态进行分析得到的，包含了对平面图形与立体 

形态的变形方式，如旋转、镜像、扭转、阵列等，且
对 于 不 同 设 计 对 象 的 变 形 规 则 会 有 所 不 同 。 结 合
CGM 模型，并通过对畲族传统纹样的“造物”设计
思维进行解读，提取与总结出凤凰纹样中基本造型要
素之间所适用的变形规则，并运用一个可选集合进行

表示，记作 ∈TR {TR1, TR2,TR3,…,TR9}。变形规则的
提取与设定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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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GM 模型 
Fig.2  CGM model 

 

 
 

图 3  设计要素设定 
Fig.3  Design element setting 

 

 
 

图 4  基本造型要素 
Fig.4  Basic shape elements 

 
3.2.4  组合规则的设定 

畲族传统纹样常常不是独立存在的，常与其他纹

样组合出现，畲族凤凰纹样也是如此。将畲族凤凰纹

样与其他纹样相结合，不仅可以升华其内涵功能，赋

予其更明确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造型上也会提升其

视觉冲击力。组合规则是通过对所收集的凤凰纹样与

其组合纹样的构图形式进行分析与提取获取的，是对 

 
 

图 5  基本造型要素结构 
Fig.5  Structure of the basic shape elements 

 

畲族本有的构图形式的反映与运用。将前文所提取的

畲族凤凰纹样的构图方式进行汇总，得到畲族凤凰纹

样与其组合纹样的组合规则，见图 7，并记作 ∈CR  

{CR1,CR2, CR3,…,CR5}。 

4  基于 CGM 模型的畲族凤凰纹样再设计 

根据畲族凤凰纹样在造型、色彩与构图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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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变形规则的提取与设定 
Fig.6  Extraction and setting of deformation rules 

 

 
 

图 7  组合规则 
Fig.7  Composition rule 

 
的视觉特征，对其设计方法进行构建，畲族凤凰纹样
的设计流程见图 8。首先，选取畲族凤凰纹样的 5 个
基本造型要素，通过一次或多次变形规则（TR）进

行转化，运用选定的基本造型要素位置关系图（L）
对其进行位置与比例的控制，得到新的凤凰纹样，记
作 P1。其次，结合畲族凤凰纹样的色彩特征，从表 1

所提取的色彩要素中分别选取主要色彩要素（MC）与
辅助色彩要素（AC），作为配色方案（C），进而对
P1 进行色彩的填充，得到 P2。最后，运用组合规则
（CR）将生成的凤凰纹样与选取的组合纹样进行进
一步设计，得到最终的纹样，记作 P3。该设计流程随
着畲族凤凰纹样的纹样案例的扩充，从而更加明确畲
族凤凰纹样的特征要素，其基本造型要素、变形规则
与组合规则也会随之更加充分。 

通过设定设计目标对畲族凤凰纹样的设计结果 

 
 

图 8  畲族凤凰纹样的设计流程 
Fig.8  Design flow of the She phoenix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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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控制，即选定设计任务为具有温馨美满寓意与感

观的畲族凤凰纹样。设计过程将结合 CGM 模型的设

计方法，对所提取设计要素进行设计应用，以验证该

方法与提取方式的可行性。 

4.1  纹样造型的设计转化 

通过对搜集得到的畲族凤凰纹样案例进行分析 
 

发现其各部位纹样造型组合方式具有随机性，本文将
从基本造型要素库中随机选取 5 个基本造型要素，对
该设计流程进行验证。对于第一阶段的纹样造型设
计，5 个基本造型要素将运用变形规则库中的变形规
则进行造型转化，并在变形过程中运用设定的基本造
型要素结构图对其位置与比例进行控制，得到凤凰纹
样的造型设计案例。纹样造型的转化过程见图 9。 

 

 
 

图 9  纹样造型的转化过程 
Fig.9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pattern shape 



第 43 卷  第 4 期 黄新媚等：基于 CGM 模型的畲族凤凰纹样研究与再设计 413 

 

4.2  纹样色彩的选取与填充 

对于第二设计阶段中纹样色彩的选取，将结合设

计目标从色彩库中分别选取主要色彩（MC）与辅助

色彩（AC），构成色彩方案进行色彩填充。而在填充

色彩时，结合了畲族凤凰纹样的色彩特征，使用橘

色、粉色、玫红色与紫色装饰于纹样的主要部分，如

身、尾、翼等；选用淡绿色与深蓝色的辅助色彩进行

调和，装饰于纹样的点 区域，如头冠、羽翼等部位，

纹样色彩的选取与填充见图 10。 

4.3  纹样构图的优化 

通过对畲族传统纹样进行分析可以得到，该纹样
类型常与其他纹样进行组合应用，既丰富了视觉感 

 

受，又增添了文化内涵。将生成纹样 P2 与花纹纹样
选用组合规则库中的组合规则 CR3 进行设计优化，生
成最终的纹样设计 P3，纹样构图的优化见图 11。在
设计过程中始终运用设计经验与审美对再设计的凤
凰纹样的造型与色彩进行细微调整，力求设计生成结
果更加美观。 

4.4  畲族凤凰纹样的应用案例 

将 设 计 生 成 的 畲 族 凤 凰 纹 样 应 用 于 现 代 设 计
中，在应用过程中结合应用载体的外形特征，对再设
计的纹样进行整体应用或局部应用。借助现代产品对
畲族凤凰纹样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风格进行传播，同时
也赋予了现代设计更多的内涵功能。畲族凤凰纹样应
用案例见图 12。 

 
 

图 10  纹样色彩的选取与填充 
Fig.10  Color selection and filling of patterns 

 

 
 

图 11  纹样构图的优化 
Fig.11  Composition optimization of patterns 

 

 
 

图 12  畲族凤凰纹样应用案例 
Fig.12  Application cases of the She phoenix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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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应只存在于有形与无
形的遗产本身，而应该多探索其文化符号所传达的民
族特色 [13-15]。凤凰纹样作为畲族文化的典型文化符
号，富含了该民族的文化内涵，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
值。本文选用典型案例对畲族凤凰纹样的色彩、造型
与构图方式进行了提取，得到了其视觉要素特征与规
律，并引入 CGM 模型对畲族凤凰纹样进行再设计，
证实了该设计方法具有可行性与实用性，一方面在设
计过程中确保了设计结果符合畲族的视觉风格，另一
方面也为传统复杂单体纹样的再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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