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卷  第 6 期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3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11 

                            

收稿日期：2022-02-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48） 

作者简介：崔荣荣（1971—），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理论的教学和民间服饰文化艺术的保护和研究。 

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研究述评及价值阐释 

崔荣荣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目的 了解近年来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归纳学术研究成果并进行评价，总

结研究传统服饰图案的意义和对现代设计的启示。方法 基于史论视角、社会文化视角、工艺美术视角

和设计艺术视角梳理相关文献，结合现有研究分析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资料来源及其特色、传统服饰图

案的研究热点、新时代传统服饰图案的生存策略及中国传统服饰图案创新设计的应用领域。结果指出传

统服饰图案的研究史料取材丰富、研究类型呈现多元；当前传统服饰图案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数字化发

展、美育引导、政策支持的特点；传统服饰图案在服装设计、公共空间、文创产品中大放异彩。结论 中

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研究多点开花，但缺乏系统整体的“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知识谱系”用于指导相

关研究和实践，对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的研究多处于实证分析的层面且欠缺深入独到的理论，通过综

述与价值阐述，提出研究的不足之处，纵深学术研究，同时为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的现代设计提供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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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raditional textile clothing 

patterns in recent years, summarize and evaluate th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and summarize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

ing traditional clothing pattern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modern design. Based on history,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arts and design arts perspective combing literature,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

tional costume pattern sour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focus in the traditional clothing design, the new era of 

traditional costume design survival strate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pattern innovation design 

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ostume patterns has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iversified re-

search types. At presen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ostume pattern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develop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guidance and policy support. Traditional costume patterns shine brilliantly in costume 

design, public space, an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China's traditional textile clothing design research is successful, 

but the lack of a system as a whol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and apparel design knowledge genealogy" for guiding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many study of China's traditional textile clothing design are at the level of empirical analysis and 

lack of in-depth original theory. Through the review and the value statement, the research deficiency is proposed. At the 

same time, new ideas for the modern desig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extile and clothing patterns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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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汇集历史变迁、生活印

记、工艺美术和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

璀璨瑰宝，具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和应用潜力。服

饰 能体现一个时代的审美，一种意识形态的变换，

而服饰图案是各种社会因素的缩影，凝结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髓，因此研究传统服饰图案对解读时代风

貌，理清社会发展脉络，窥探古人的造物智慧十分必

要。目前，有关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研究成果颇丰，

但多以个案为例针对其视觉表征进行分析，缺乏深层

次的理论研究和创意独特的设计策略。文中将梳理近

40 年来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总结传统服饰图案的研究

路径和学术动向，有助于传统服饰图案的深入探索，

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有利于指引传统服饰图案的设

计实践，创造兼具现代审美和文化内涵的优秀产品。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

的研究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见图 1。通过 CNKI 检索

系统，输入关键词“传统服饰图案”检索到 340 篇文 
 

章、“传统服饰纹样”401 篇、“刺绣纹样”425 篇、

“印染图案”79 篇、“织锦图案”1051 篇、“服饰图

案”创新 90 篇。其中，个案研究占据文章大宗，造

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近年来各地市博物馆藏品数据

的不断开放、考古发掘及日趋成熟的图案研究方法息

息相关。植物纹是 常见的图案研究题材，一些植物

图案常受文化交流、生存环境的影响发生造型上的变

化，探究这些纹样演变的背后因素成为研究热门。从

研究目的来看，涵盖对传统服饰图案的历史溯源，分

析传统服饰图案的美学特征，解读传统服饰图案的制

作工艺，阐述传统服饰图案的人文精神，探求传统服

饰图案的交流变迁，以及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服饰图案

的创新设计等。国外研究以记录型的图典为主，缺少

理论型研究著作和论文。当前对中国传统服饰图案和

制作技艺深入研究的国外学者甚少，但不乏学术热情

高涨的海外专家，如日本的鸟丸知子女士走遍贵州的

大小村寨，梳理了贵州省内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服

饰、手工艺和织造工具，对其他学者研究西南边陲的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和制作技艺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图 1  传统服饰图案发表论文趋势 
Fig.1 Traditional costume pattern published paper trend chart 

 
1.1  国内研究现状 

1.1.1  关于传统纺织服饰图案史论视角的研究 

国内出版的纹样与图案书籍多是资料性的，系统

研究不足。资料型著作针对传统图案的梳理与解释，

张道一[1]按历史序列，集编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和近代的图案，其载体包含青铜器、石刻、壁

画、织物、服饰等，内容全面丰富，为研究传统纹样

形式及探寻服饰图案和其他造物器图案的联系提供

了宝贵的材料支撑；黄能馥等[2]以造型为依据将纹样

划分为龙纹、凤纹、动物纹、花卉纹等 10 类，每一

类别下又根据历史朝代和图案载体进行汇编，对鉴别

不同时期同种类图案具有参考意义。郭廉夫[3]采用多

视角的分类方法，综合原始社会纹样、陶瓷纹样、玉

器及其他饰件纹样、带钩纹样、印染织绣纹样等十余

种。该著作中丝绸纹样独立成章，上至殷墟青铜器表

面的残留丝织物中的几何纹，下至清代服饰与丝绸图

案；高春明[4]以服饰和丝绸为依托，介绍了传统纹样

的构成因素、织绣纹样的时代特征，并收录了大量的

织绣图版；除纺织实物外，美术遗存同样是解析传统

纺织服饰图案的重要参考证据，常沙娜[5]对敦煌壁画 

及彩塑上反映出来的服饰图案做了系统整理，运用

现代绘画技术重现了各朝代服饰图案的原貌；赵丰[6]

将古代丝绸图像分为历代绘画、寺庙壁画、水路画与

唐卡、风俗绘本 4 个类型，采集其中大量信息并绘成

矢量图。 

研究性著作呈现系统、全面、综合的特征，其主

题可分为纺织图案研究和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全品类

图案研究。传统纺织图案因依托于服饰而熠熠生辉，

相关的史论研究成果有：沈从文[7]立足于实物与美术

梳理了旧石器时代到清代的服饰品类及服饰现象，形

成了形制、结构、图案、图像、文献等多方互证的重

要学术研究范式，为中华服饰史论研究奠定了深厚的

理论基础[8]；李肖冰[9]结合田野考察与古籍文献，对

西域历代服饰的特点、款式、图案、色彩做了较详细

的综合分析与比较。全品类图案研究包含诸多图案载

体，田自秉等[10]立足于金属器、瓷器、纺织服饰等具

体的“物”，以时间为线索，对每一朝代的纹样均引

经据典，考究其产生、发展、衍变之具体脉络。深入

挖掘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为其他学者研究图案、纹

样背后的生活理念、哲学观念、民俗风习起到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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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启示作用；回顾[11]同样按照历史朝代顺序，联

系不同时期的技术特点和社会背景，着重对图案的形

式风格及其审美特色和思想内涵作出深入的剖析与

介绍。 

除专著外，近 40 年研究涉及传统服饰图案的论

文成果颇丰。吴山[12]论述了传统宋锦的八达晕、写生

花、灯笼锦等典型纹样的结构特征，以及元代织金锦

和明清织物上的经典图案；邓福星[13]以陶器、青铜器

和纺织服饰为基本，探究了图案的起源、图案风格演

变、图案中的观念、形式特征；刘青林[14]追溯服饰纹

样的起源，提出衣饰纹样来自人的纹身的观点，为探

究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的源流带来一些启发；毛莉莉[15]

基于史料文献，整理了历朝历代丝绸服饰纹样的特

点，反映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丝织技艺水平

及不同时期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对审美特征的影响；宋

漾[16]以符号学为研究视角，重新审视古代丝织品中的

常见重复图案，廓清其内涵，彰显了中国古代图案艺

术的符号性、艺术性、文化源头性等综合价值。卞向

阳[17]选取晚清民国时期作为研究的时代背景，深入分

析近代纺织品纹样的演化进程，包括时代背景与纺织

品纹样、传统纺织品纹样的沿革、外来文化影响下的

纺织品纹样变化。总结得出近代纺织品纹样既承袭了

中国的优秀传统，又兼收并蓄西方审美元素；梁惠娥

等[18]概括了传统服饰中几何纹样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何纹样探讨了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 

以断代史为背景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论文多以

某一时期的具体纹样或特定朝代的流行纹样为研究

对象，显现出极强的目标针对性和研究内容的细节

化。张晓霞[19]聚焦于先秦时期的几何织纹，研究发现

纹样形式和命名与先秦古文字之间也有通用现象，继

而探讨两者的渊源联系以领悟先秦几何织纹的文化

内涵；孙机[20]基于古器物和纺织品，结合文献记载对

汉代几种常见的图案纹饰的名称和含义进行详细论

证；苗荟萃等[21]整理了西北地区汉代墓葬出现的铭文

锦，分析出汉代铭文锦主题的寓意性、叙事性和纹样

性的内在规律；崔荣荣等[22]从花鸟纹的兴起原因、造

型特征和组合形式，以及社会风尚等角度对唐代花鸟

纹开展细致周密的考析；田伟等[23]运用文献学、图像

学的方法解读唐代服饰中的典型图案及其美学特征，

并从象征性和标志性两方面对唐代服饰图案的文化

内涵进行深入探究；徐百佳[24]、廖军[25]以出土实物

与文献史料为论据，详细介绍宋元时期服饰上的纹样

种类和生成的社会原因；赵丰等[26]根据辽代耶律羽之

墓出土丝绸上的图案内容和题材、排列方式等多方面

进行考证，结果显示辽代丝绸的艺术风格在继承唐代

遗风的同时还吸收中原丝绸技术基础上发展而成；苏

淼等[27]限定研究对象的织造品类，通过文物调查、分

析、复原等手段，系统整理明清时期暗花织物的品种

类型和纹样题材，反映出明清丝绸技艺的时代特征； 

蒋玉秋[28]以明代丝绸服饰为研究对象，对柿蒂窠织成

类服装的形制及织成柿蒂窠的纹样内容进行了重点

分析。 

1.1.2  聚焦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 

民俗、宗教、道德观念、思想流派和外来文化等

因素深刻影响着传统服饰图案的美学特征。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第一，异域文化背景下的传统服饰图案

变迁研究。诸葛铠[29]就唐代服饰图案中的异族成分究

竟是“胡化”还是“民族图案自身发展的新高度”展

开讨论，认为在中国能够扎根下来的外来纹样，都是

以民族感情为基础对所喜爱的异域纹样改造之后新

生的民族纹样；谢涛等[30]以敦煌石窟中壁画、雕塑所

见人物服饰上的联珠团窠图案为研究对象，详细梳理

了敦煌石窟联珠纹所在的石窟编号、图像出处和年

代，通过分析联珠纹的艺术形态和服用角色，得出敦

煌石窟联珠纹多为佛教信徒和外族人士所用。韩君[31]

从多角度阐述了西方佛教纹饰与中国传统图形的融

合演变，以及我国祥云图案对佛教纹饰的影响，总结

了中西图案形式交流过程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和历史

渊源；崔岩等[32]以敦煌石窟中的回鹘公主供养像为研

究对象，结合图像、文献与实物资料对所绘人物的服

饰图案的艺术表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供养像服饰图

案保留了民族历史和文化，同时受到汉族装饰审美的

影响，是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刘春晓[33]、贾

荣林[34]从文献学、历史学、图像学等角度论述了唐代

织锦和服饰中陵阳公样的图案特点及其生成与演化

的社会因素。 

第二，民族民俗视阈下传统服饰图案艺术风格和

寓意研究。崔荣荣等[35]立足于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

馆收藏的传统民间服饰和服饰品，结合中国民俗文化

解析了服饰图案所蕴含的特定文化和符号寓意，其民

俗主题和图案组合蕴含了古人向往和追求美好愿望

的期盼；梁惠娥等[36]通过分析民间服饰中的五福意象

总结得出延年益寿、富贵长久、加官晋爵、多子多福、

趋吉护生的文化主题，同时“五福”也是人们祈求美

好生活的载体，人民精神之寄托；廖军[37]认为，从史

前时期直来直往的图案表现到封建时期更具隐晦的

图案内容，不同时期的民间装饰纹样的含义深度是有

差异的。这些装饰题材根植于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向

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并通过单个纹样或者形式

多样的图案组合传达出来，同时笔者列举了服饰品中

的典型图案以求解释。除此之外，随着近年来民族学、

艺术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涌现出一批有关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的研究成果。少数民族图案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宝库，饱含着丰富的民族情感与艺

术特色，其图案意象及其社会内涵的研究角度呈现百

花齐放的趋势。艾山江·阿不力孜[38]按照维吾尔族传

统服饰图案的纹样类型、纹样特征及文化寓意方面将

服饰中的图案划分为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等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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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并从图案中参透呈现出来的审美情趣与象征意

蕴，理清维吾尔族人民生产生活与装饰表征的联系；

王时阶[39]根据所见资料和瑶族服饰实物来看，其服饰

图案纹样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瑶族妇女根据

自我审美将具体事物幻化成抽象几何的新式图案，并将

民族信仰、祈福纳吉等精神需求植入图案的内涵之中。 

1.1.3  针对传统纺织服饰图案工艺美术视角的研究 

图案纹样是工艺美术的语言之一，工艺美术所包

含的刺绣、织造、印染等技术是生成传统纺织服饰图

案外在形式的 主要手段。谈到工艺美术，不得不提

到田自秉先生及凝结了他 30 年心血的《中国工艺美

术史》[40]。该著作以通史为研究脉络，梳理了从原始

社会到新中国的经典工艺美术，所有章节均涉及染织

绣工艺，并结合装饰图案、工艺技术、历史文献对其

进行解读。作为国内第一部关于工艺美术的史论著

作，其内容和撰写方式体现了系统性与逻辑性，为学

者们研究工艺美术的相关内容提供了莫大的参考价

值。李砚祖[41]介绍了工艺美术的起源、形态范畴、工

艺技术等内容，其中第五章以古代丝绸上的装饰图案

为例着重阐述了工艺与装饰之间的关系，得出工艺既

决定基本的装饰形式结构，还决定装饰形式的不同风

格；赵丰[42]对丝绸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生产技术、生

产工具、丝绸种类及染织绣等显花工艺进行了详细论

述， 后解析了古代丝绸服饰和织物上的图案题材、

结构与文化内涵；沈从文[43]以出土丝织品、古代名锦、

染缬和广绣为例，研究与之相关的制作工艺的技术特

色和历史源流，并从工艺美术视角探讨传统染织绣图

案生成的限制条件；牛犁[44]、孙晔[45]基于传世服装

和刺绣品，考析了图案载体的形、色、质及装饰图案

的显花工艺、图案题材、民俗寓意，通过对近代汉族

民间服装与服饰品的深入研究，构建起汉族民间服饰

知识谱系与价值谱系；冯泽民等[46]从刺绣技术、纹样

审美、文化寓意 3 个方面，解读湖北地区黄梅挑花、

红安绣活、阳新布贴的艺术特征；李頔等[47]以博物馆

珍藏的苏绣荷包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样本所用的

10 种常见苏绣针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荷包图

案所用针法之特色，感受其一针一线中饱满的情感，

表明苏绣不仅是技术与艺术的表现路径，更是托物言

志，展现个性的重要载体；刘运娟等[48]从客家服饰刺

绣图案的分类、针法、图案构成等角度入手，总结出

客家服饰刺绣图案主要题材及视觉表征，认为客家传

统服饰图案虽然呈现地域性特征，但深受中原汉民族

审美的影响。工艺美术视阈下的少数民族服饰图案同

样绚烂多姿，吴平等[49]运用文献学方法追溯了贵州苗

族刺绣的历史起源，从贵州苗绣图案的创作题材、图

案的造型特征及刺绣工具和针法等方面剖析了苗族

刺绣工艺的创作精髓；陈栩等[50]通过对福建畲族聚居

区的田野调查，总结畲族刺绣的常用针法和独特的技

艺表现，诠释畲族服饰图案的构成特点及符号寓意。 

1.1.4  探讨中国传统服饰图案设计艺术视角的研究 

传统服饰图案隶属于中国传统图案体系，因此不

同载体所应用的图案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例如清代织

锦中的番莲纹出现在瓷器上，明代木器涂绘的云纹见

于服饰中。基于此，一些研究传统器具图案美学法则

的通用理论便可指导传统服饰图案设计艺术的研究。

陈之佛[51]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图案美的原则，平

面图案的组织方法及与设计相关的方法和原理；雷圭

元[52]在图案教育方面颇有建树，他总结了长久以来图

案教学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自然形是遵循何

种理论转换成图案的，中国图案构成上有哪些属于中

华民族特色等有关图案形式、结构和意境上的讨论。

雷圭元以图案学、艺术学的研究视角揭示了中国传统

图案的设计语言，对广大学者及设计师深挖传统图案

精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诸葛铠[53]认为图案设计学

不能就设计谈设计，应当在各种关系中找寻规律从而

建立一个有效的理论系统。研究图案既不能执拗于宏

观理论的探讨，也不能限制在具体的图案中，应当按

照理论与实践（物质）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研究图像

的历史、社会关系等理论性内容，其次分析关于图像

的工艺技术、材料等物质要素，同时还要剖析图案所

蕴含的人的思想和情感活动。刘玮等[54]以黔东南苗族

刺绣纹样为研究对象，从设计学的角度解读了苗绣图

案的表现题材、图案的形式特征及独立纹样的结构规

律；许静等[55]通过梳理羌族刺绣的图案题材，总结了

题材经典造型的种类，依据样本研究发现羌族刺绣图

案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构图模式化、组合形式

规律化的特点。 

研究传统服饰图案的目的，一方面如上文著作所

述是为了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图案文化，解析其

中的美学理念和人文内涵。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可

以提取传统服饰图案中的设计要素完成传统到现代

的转译工作，焕活传统服饰图案的生机并应用于人、

服务于人，使其体现出时代价值和实用效益。中国传

统造物设计具有“形神兼备”的特性，因此在转译过

程中设计者不仅需要考虑“形”的问题，更要注重把

握“神”之意蕴。赵希岗[56]认为，虽然现在谈起传统

图案的审美法则有些老套，但它仍然持续不断的为当

代设计师提供灵感。如何使中国传统图案的现代设计

更具神韵，赵希岗总结了 5 点核心要义，分别是：气

韵生动、理想浪漫、空灵而丰满、天人合一、人情观。

回归到现实世界，有关传统服饰图案的设计研究层出

不穷，赵敏婷[57]、孙斐[58]运用比较法、归纳总结法

等研究方法分析和提取了秦绣纹样元素，以现代设计

对其进行创新改良， 终应用在文创产品、生活用品

中；王玮[59]剖析了羌族传统服饰图案的题材、组织构

成、色彩等设计特征，并以羌族 DNA 的基因序列形

状为内容框架，将原本的羌族服饰图案打破重组按照

设计要求填入框架内，形成类似“基因片段”构造的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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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图案。 

1.2  国外研究现状 

海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研究主要从民

族学、人类学等视角依托传世服饰及田野考察开展。

日本学者鸟丸知子[60] 30 年间走遍了贵州的各大小苗

寨，记录了珍贵的苗族民间手工艺与服饰品类。文章

分成制作材料、工艺技术及通过手工艺生成的图案艺

术等几部分，对研究工艺美术视野下的贵州苗族图案

具有指导和参考意义；城一夫 [61]运用对比分析的方

法，将东西方的常见图案类型纳入研究范围中。该著

作研究对象来源广泛，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诸多

国家。书中共选取 18 种具有代表性的题材，以探讨

东西方的图案宇宙观、造型上的差异及其装饰图案的

含义；John E.Vollmer 等[62]详细介绍了清代的服饰特

点，解读织物图案的设计理念，绘制制衣工艺图和制

衣步骤，并通过服饰现象分析了服饰品与图案在中国

历史上的政治意义、社会文化内涵及其符号属性；

CRILL R 等[63]以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博物馆

馆藏的中国纺织品、服饰品为例，详尽展示了中国传

统服饰结构及服饰图案的艺术风貌；GARRETT V M

等[64]针对中国的龙袍和补子展开研究，从实物观测的

视角，考析了中国明清时期宫廷服饰及官服补子的形

制、工艺、装饰和符合等；MARY W B[65]对中国传统

服饰中的龙纹等经典符号及缂丝工艺进行了深入解

读。欧文琼斯[66]的《中国纹样》虽然以瓷器图案研究

为主，但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图案具有通用性和普

遍性，某些相同造型的图案被允许出现在不同器物和

织物上。所以文中有关瓷器纹样的理论分析、研究结

果及其哲学层面的认知对研究中国传统服饰图案也

有一定的启示。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

将目光投向中国，中华服饰及其图案文化的国际属性

愈加明显。就目前海外学术动向来看，集中于中国传

统服饰的研究与日俱增，但针对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 
 

研究整体匮乏。国外学者热衷于明清时期的服饰图案

研究，以图典方式呈现居多，鲜见深入考证的研究型

著作。除此之外，一些艺术人类学家开始对中国少

数民族地区展开田野调查，较为详细地记录和分析

了服饰结构、图案及工艺。总之，中国传统服饰图

案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现有国外研究大多停

留在表象，未能形成包含通史、专门史和谱系类的

系统性研究。 

2  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研究评价及其发

展趋势 

2.1  传统服饰图案的研究史料取材丰富 

2.1.1  古代纺织服饰中的传统服饰图案 

图案依附于服装、服饰品和织物，三者属于物质

文化范畴，物质是其第一属性。因此通过实物来研究

传统服饰图案的内容、结构等视觉表征及生成图案的

工艺技术，可获得 可靠、直观，并且 有说服力的

结果。传统服饰图案的研究载体包括古代服饰、近代

服饰、少数民族服饰，与后两者相比，古代服饰的历

史属性显著，织物图案也保持着一定的本真性和原始

性。从当前学术动态和论文数量来看，学者们依托古

代服饰研究传统图案已经成为主流现象，这些服饰按

照来源大致分为 3 种，见表 1。 

1）古墓葬出土的服饰。如西汉马王堆衣物上的

信期绣纹样，唐代法门寺地宫的蹙金绣半臂，阿斯塔

纳、青海都兰唐墓，南宋黄昇墓，明代定陵、鲁荒王

墓，清陵、地方官员墓等墓葬均有相关文物出土。现

存实物的图案基本采用刺绣、织锦工艺制作完成，历

经千百年后仍然能辨识图案的轮廓造型。由于常年深

埋地下，大部分服饰和织物出现严重褪色的状况，对

研究图案色彩产生阻碍。 

2）传世服饰。故宫博物院是收藏明清服饰的主

要阵地，包括服装、匹料及丝织品。孔子博物馆珍藏 

表 1  古代服饰中的图案及其来源 
Tab.1 Patterns in ancient clothing and their origins 

名称 蹙金绣折枝花 联珠鹿纹残片 印金彩绘禅衣 白色暗花纱花鸟裙 

年代 唐代 唐代 南宋 明代 

图像 

   

类型 墓葬出土 石窟藏品 墓葬出土 传世服饰 

来源 法门寺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福建博物院 山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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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衍圣公及其家眷的大量明代服饰，这批文物工艺卓

绝、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存世状态良好，为国内外

馆藏明代服饰之 。除此之外，地方博物馆和私人手

中也收藏有明清时期的服装。与出土服饰相比，传世

藏品的图案造型和结构清晰明了，色彩饱和度较好，

基本可以呈现出古代服饰图案的原有面貌。 

3）敦煌石窟织物残片。敦煌位于环境干燥的西

北地区，石窟发掘前洞内环境稳定，为丝织品提供了

一个天然的储存场所。藏经洞曾出土过大量工艺精

美、品相良好的唐代丝绸残片，后来散落到世界各地，

如今在大英博物馆、哈佛艺术博物馆仍可寻其踪迹。 

2.1.2  古书典籍中的传统服饰图案描写  

文字史料虽然不具备实物的直观展示效果，但它

却是了解古代服饰图案的重要窗口。舆服志记载了古

代服饰的形制、颜色及其使用规范，同时还涉及纹样

内容，如《后汉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所述为十二章纹；《旧唐书》描绘皇后袆衣时用到“翚

翟”，皇太子妃服用“褕翟”；《宋史·舆服志》记载

皇帝衮冕“加紫云白鹤锦里”，蔽膝“升龙二并织成，

间以云朵”；《元史·舆服志》提到“其罗花样俱系牡

丹”“服大红、绿、蓝、银褐、枣褐、金绣龙五色罗”；

《明史·舆服志》提到“皇帝常服，前后及两肩各织

金盘龙一”“霞帔深青，织金云霞龙文，或绣或铺翠

圈金。”除官修典籍外，古典小说中描写人物的桥段

也成为考析服饰图案的辅助线索，《金瓶梅》第十四

回：“只见潘金莲上穿了香色潞紬雁衔芦花样对衿袄

儿”；第三十四回：“潘金莲下了轿，上穿着丁香色南

京云紬的五彩纳纱，喜相逢天圆地方补子对衿衫儿”。

《红楼梦》第三回王熙凤出场时“身上穿着缕金百蝶

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第四十九回史湘云穿着一件

“半新的靠色三镶领秋香色盘金五龙绣窄褃小袖掩衿

银鼠短袄”。官修典籍与古典小说对服饰图案的描写

有所差别。古代舆服制度具有继承性，不同朝代的舆

服志经常载有相同的服饰图案，因此官修典籍中的纹

饰内容变化小、重复率高。虽然如此，通过研究舆服

志所载纹样以辨析其符号属性和服装的应用等次仍

然是一种有效途径。古典小说的语言组织相对灵活，

字里行间掺杂作者的个人情感，塑造人物生动传神，

内容充实而饱满。从上文《金瓶梅》和《红楼梦》的

例子可见，简短语句便可获取图案题材、色彩、制作

工艺等信息。近年来，以史书典籍佐证传统服饰图案

研究的行为呈现上升趋势，还有部分文章专门针对古

籍服饰及其图案进行研究，文字史料在该领域发挥的

作用愈加明显。 

2.1.3  美术遗存中的传统纺织服饰图案 

古代美术作品储存着丰富的人物形象，是考析传

统服装形制和服饰图案的重要支撑材料。现有文章主

要依据美术范畴内的以下两大类进行服饰图案的研

究：雕塑艺术。古代帝王和贵族去世后会在墓室中放

置人俑作为陪葬品，陪葬俑按其材质分为陶俑、木俑

和金属俑。有的陪葬俑施以纯色或彩绘，或雕刻着精

美纹样、或穿着丝质服装（见表 2），如新疆阿斯塔

纳出土的高昌国绢俑、西汉马王堆汉墓绢俑。灞陵的

新考古成果显示，主陵外围陪葬坑也出土了一批绢

俑，可惜俑上织物在岁月侵蚀下已荡然无存。此外，陵

墓神道两旁的石像生，祠堂、寺庙的泥塑像，石窟中的

佛像及供养人等服饰形象中均出现过图案，甚至是建筑

上的雕刻纹样和服饰图案的造型结构有时也趋于雷同。 

绘画艺术。作为一种平面创作形式，古代绘画与

雕塑相比基本无需考虑三维空间的合理性，其重点便

转向集中于线条运用、色彩把控、装饰图案和神情仪

态等方面，因此绘画中的服饰图案变得美轮美奂、栩

栩如生。结合目前研究成果及出土实物来看，文物中 
 

表 2  人俑服饰图案的主要表现方式 
Tab.2 Main ways of expression of costume pattern of terracotta figures 

名称 商·跪坐石佣 战国·人佣铜灯 西汉·冠人佣 唐·女立佣 

表现方式 阴刻 阳刻 绢衣 绘制 

实物图 

  

来源 安阳殷墟 河北中山王陵 长沙马王堆 玫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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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有服饰图案的载体类型包括绢本画、纸质画、墓葬

壁画等，如敦煌壁画中的佛教形象和供养人所着服饰

常刻画有图案；唐代周昉所绘簪花仕女图，一众女子

衣带飘飘，丝绸织物上显现具有鲜明唐代特征的图

案；故宫博物院“蕉荫击球图”中，伏案女子和女童

褙子的门襟处有花草纹装饰；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馆

藏十三幅明代帝王像，每一幅作品绘制精细，从团龙

补子到暗花织物，方寸之间丝毫毕现，见表 3。 
 

表 3  绘画中的传统服饰图案 
Tab.3 Traditional dress patterns in the painting 

名称 供养人 簪花仕女图 蕉荫击球图 明太祖坐像 

载体 壁画 绢本 绢本 绢本 

实物图 

  

来源 敦煌石窟 辽宁省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美术遗产因其自身具备的记录功能和良好的存

世状态，成为研究传统服饰图案必不可少的历史凭

证。第一，古代美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世界。

以明代帝王像为例，画中除了有作为“人”的主体外，

还包括日常使用的陈列摆件、家具、服饰品等物。其

中服饰上细致刻画的十二章纹、团龙纹及织物隐隐泛

出的暗花与出土服饰互相印证，极其符合明朝当代的

服章制度和审美特色。古代服饰图案研究的另一重要

载体为墓葬俑。奴隶制度社会流行“人殉”，进入封

建社会后各式各样的“俑”代替了真人殉葬。墓葬俑

几乎真实地模拟墓主人所用侍女、轿夫、仪仗、乐舞、

庖厨等各类角色，俑上穿着或绘制的服饰及服饰图案

呼应现实生活。第二，美术遗产的存世状态为研究服

饰图案提供了保障。个别朝代的古墓葬的墓道两侧、

主墓室四周和墓室顶彩绘着墓主人生前的活动场景，

其中包括丰富的人物形象。墓葬壁画大多由性能稳定

的天然矿物质研磨涂绘，不易变色脱落，又因壁画非

盗墓者的主要盗掘对象，所以精品得以保存到现在。

坊间流传着“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的

俗语，实则暗指墓室湿度对陪葬品保护的重要性。干

旱少雨的西北是文物沉寂的理想之地，如新疆阿斯塔

纳就曾出土了色彩艳丽的俑、服饰、织物和壁画。水

量充沛的南方墓葬同样具备存储文物的条件，淹没墓

室的积水和棺液可以隔绝空气从而减缓文物氧化消

殒，如长沙马王堆湿墓出土人俑、帛画等美术类陪葬

品维持在相对良好的状态，尤其是人俑服饰上的彩绘

画纹依旧光彩熠熠。还有一些金属人俑服饰上雕刻纹

饰，因青铜和金银性能稳定能够保存到今天以供服饰

图案的研究，如四川三星堆青铜人像、河北中山王墓

出土银首人形俑灯。此外，古人有收藏和鉴赏名人字

画的兴趣爱好，诸多人物画以传世的方式流通至今、

品相良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图像佐证。总之，美术

遗产的记载功能、充实和带有现实性的内容促使其成

为重要的研究样本，对考析古代中国早期的服饰图案

来说，美术文物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 

2.2  传统服饰图案研究趋势呈现多元 

2.2.1  针对传统服饰图案的个案研究较多 

目前，有关传统服饰图案的研究以个案点击为

主，大多针对某一个具体纹饰围绕造型结构、形成材

料、色彩处理、工艺技术等图案的本体表征和历史发

展、人文精神、题材寓意等文化内涵展开细致缜密的

分析，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范式。个案研究成果颇

丰的原因如下：首先，传统服饰具备供给海量个案素

材的能力。中国涵盖有 56 个民族、七大地理区、八

大文化区，同一种服饰图案在不同的民族、地域等条

件下可谓千姿百态，为研究中国传统服饰图案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如此丰硕的服饰图案资源库中包含着大

量题材相同，艺术特征和创作手法各异的图案，使全

国各地的服饰图案保留了自身特性，导致某个区域或

民族的纹样难以代表中国所有同类型图案。因此，不

同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会根据自身所处的学术环境

和地域优势进行有关图案的考察分析，这也是个案研

究不断涌现的原因之一。  

其次，个案具有“以小见大”的特点。历史变迁

推动服饰图案造型的演进，而造型变化实则体现着社

会环境、审美观念等因素的改变。以莲花纹为例，早

期莲纹呈现中国“本土化”特征，丝绸之路开辟后佛

教传入中国，莲纹开始融合异域特色。至元代，受伊

斯兰文化影响，莲纹瓣片开始增多，花瓣顶端呈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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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曲状，发展到明朝趋于成熟并达到鼎盛时期，大量

明代织物和服饰品中都运用了该种纹样。莲纹的发展

路径诉说着历史、描绘着时代，通过诸如此类的个案

研究，可以针对性地解开历史谜题，理清传统服饰图

案的发展脉络及其众多因素对服饰图案的影响，窥探

不同时期古人审美喜好的嬗变。  

当前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如传统服饰图案的个案

分析过于垂涎研究范式，文章“套路”明显，缺乏一

些笔者独到的见解。个案研究常见对服饰图案视觉表

征的分析，浅入浅出流于表面，忽视了研究对象与其

他地区、民族和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实现“浅

入深出”的研究深度。个案分析是研究中国传统服饰

图案必不可少的环节，它如众星般汇聚成宇宙，填补

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空白、对构建传统服饰图案知识

体系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2.2.2  记录传统服饰图案纹饰的图典较多 

整理发现，有关传统服饰图案的著作仍以图典为

主，根据工艺、年代、题材等不同的划分标准，图典

的类型也是五花八门。其一以时间为脉络，按照通史

的撰写方式收录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及服饰图案，或者

限定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特定朝代的纹样进行整理。

其二以工艺美术为专题，出版图典综合刺绣、织锦、

印染等技艺，有的著作针对某一项技艺独立成册，书

中所有图案都为该工艺所生成。其三的内容以手绘方

式将实物图案转换成线描稿，多见于早期著作中。

后是少数民族服饰图典，得益于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快

速发展和广大学者对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投入，散落

在祖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图案被深挖出来，汇聚成书走

进人们的视野。直观性是图典 引人注目之处，当研

究者无法接触实物或者需要整合大量服饰图案进行

总结时，图典的作用就被凸显。但图典以实物图片或

线稿为主，即使配以简短的文字也只是介绍图案题

材、工艺等基础内容，缺少总结性观点以便读者理解

传统服饰图案。随着研究的深入，早期图典的笼统分

类和单纯的图片展示无法满足当今需求，这批成果亟

需学者更新和补充以适应蓬勃发展的学术动态。 

2.2.3  影响传统服饰图案的社会因素成为研究热点 

图案不仅是一种视觉层面的表现形式，而且蕴藏

着历史、流变、风格、成因等丰富的社会内涵，同时

社会因素又指导或影响图案的色彩、造型、题材等艺

术审美及创作图案所运用的技术、材料等工艺特征。

对图案的系统研究是近一个世纪的事，通过整理已发

表论文发现，早期文章大多是技法的分析 [67]，2000

年后针对传统服饰图案的内在思考与日俱增，图案形

成的社会背景及饱含的人文精神成为学者重点关注

的问题（如丝绸之路视阈下某一种服饰图案的变迁发

展研究，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对服饰图案的影

响，西风东渐背景下西方审美在中国传统服饰图案上

的表现等）。 

关于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的社会文化议题同样呈

现上升趋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前，少数民族小聚

居的分布状态及苛刻的生存环境导致其缺乏与外界

交流，因此其文化有幸保留了一定的纯粹性，虽然社

会发展正在瓦解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但属于本真的

那一部分仍然被延续到今天；其次，大部分少数民族

是没有文字的，当祈愿或抒发情感时需要借助图像传

递内心所想，图案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内涵在此情况下

变得饱满充实，久而久之各民族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

图案范式； 后，国家出台的有关非遗技艺保护的政

策提高了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的关注度，而图案研究体

系的逐步完善使学者研究少数民族图案变得更加得

心应手。 

2.3  传统服饰图案生存策略的时代化特征 

2.3.1  信息时代下的传统服饰图案传承与创新 

当前，世界正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人类所

用之物似乎都和信息产生联系。信息时代同样对科研

工作产生影响，有关传统服饰图案及其制作技艺的传

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和共享性的

特点。基于信息化视角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大多围

绕着传统服饰图案在终端界面的交互设计，或者利用

分型技术对服装纹饰进行计算机模拟生成；通过形状

文法和其他分析方法对传统服饰图案衍生设计等。除

了计算机辅助设计之外，数字化平台的存储和展示作

用在信息时代愈加重要，例如黄清穗发起的“纹藏”线

上博物馆项目，团队成员以服饰和织绣品为参照物，

利用电脑软件将实物图案转化成矢量图，然后分门别

类地上传到云端。有些民间手绣品图案存在造型失衡

或纹样分布不均的现象，绘画过程中相关人员借用辅

助线对其精确的调整、修正，使转化结果达到 优。

如此一来，“纹藏”客户能够清晰了解图案的造型结

构，美中不足的是，扁平化的处理方式剔除了图案原

本的肌理表现，仅通过纹藏数据库的图片无法辨别形

成图案的工艺。 

2.3.2  政策对传承人及图案制作技艺的保护 

传统服饰图案由“人”构思和制作，有了“人”

的参与，服饰图案才被赋予意识，“人”利用织绣、

印染等技艺将图案具体表现出来，“人”是图案的基

本属性之一。对“人”的保护，等同于保护传统服饰

图案。非遗及其传承人是传统服饰图案的主要输出来

源，为此国家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加强了对

非遗技艺的重视程度。2011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发，标志着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上法制轨道；2017 年国务院制

定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其内容包括与日常

生活联系紧密、主要使用手工劳动的制作工艺及产

品。与《非遗法》相比，《计划》缩小了非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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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促进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与振兴；2019 年

文旅部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

定与管理办法》，旨在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在国家非遗政策的

引导下，地方也发布有省市级的非遗政策，并形成了

非遗技艺及其传承人所对应的国家级—省级—市级

分层明确、协同发展的保护策略。截至目前，与传统

服饰图案有关的非遗技艺已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传

承人的权益和传承热情被推上新的高度。 

2.3.3  美育成为传统服饰图案活态传承的重要举措 

美育一词 早见于德国作家、美学家席勒的《美

育书简》中，蔡元培根据席勒的美育思想结合我国国

情提出“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的

概念。2021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

学时首站到达美术学院，发表了关于美术工作的讲

话，强调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表明加强美育已经进入了实质性、深层次阶段。

图案向来都是美育的核心载体，而中国传统服饰图案

让美育教学散发出中国特色之光辉，许多高校以传统

服饰中的经典图案为蓝本，结合刺绣、印染等工艺进

行图案制作，实现课程与非遗技艺的合理匹配。同时，

社会中浮现出一批专门教授手工技艺的营利性组织，

其中许多课程内容都涉及非遗，尤其是靠近“非遗故

乡”或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机构，非遗技艺下的传统

服饰图案设计与制作成为它们主要的教授内容。美育

在提高人们对传统服饰图案的认知及传承服饰图案

制作技艺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它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将

审美修养、传承保护意识缓缓渗透进人的思想中。 

2.4  传统服饰图案创新设计的应用领域广泛 

2.4.1  传统服饰图案设计应用于现代服装 

从服饰中来到服饰中去是传统服饰图案创新设

计的典型应用路径。现有研究所考虑的主要内容有，

关注传统服饰图案的形态转变，研究设计方法和理论

介入传统服饰图案设计过程的适配性，以及在此影响

下图案本体生成的结果。其中，造型拆解与改良，结

构提取与变形，色彩提炼与重新设定成为研究者解决

传统图案设计问题的常用策略，实现传统服饰图案与

现代服饰造型的合理匹配。图案在服饰中的排列布局

大致有两种，其一为简单的摆放与堆砌，其二依附服装

结构进行表现。后者是一种比较舒适、恰当、能够体

现设计意识和整体意识的方法，它使服装和图案相得

益彰，互相成全。通过造型转变或直接应用，让传统

服饰图案回归于服装，这种“一脉相承”下的结合方式

有利于传统服饰图案在织物上充分发挥作为纺织图

案的光彩，同时对当代设计师来说有利于处理好图案

和服装的关系，使服装整体的视觉表征显现稳定和谐。 

2.4.2  传统服饰图案跨界美化于公共空间 

从城市及社会研究角度来说，“公共空间”指作

为人的社会生活交往的场所[68]，包括图书馆、博物馆、

交通枢纽、学校等提供给公众使用的城市空间。近年

来，城市交通系统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地下空间被

开发建设，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及

彰显城市文化，地铁站台和站厅便成为了重点美化对

象。地铁站的装饰内容一般与当地城市的文化特色相

关，例如南京地铁 10 号线“中胜站”的文化墙以“云

彩地锦”为主题，采用云锦织造技艺表现传统服饰中

的经典龙纹；苏州地铁 5 号线。 

“索山桥西”站以苏绣为主要装饰元素，设置了

13 个苏绣主题橱窗，其中含有蝴蝶、人物、花卉等

常见的服饰刺绣图案；山东博物馆“衣冠大成”展厅

的“香霭入长裾”单元，设计者摘取明代“白色暗花

纱绣花鸟纹裙”上的纹样，将其与体量夸张的绣绷结

合制作成立体的空间装置，使花鸟纹更清晰地展现在

观者眼前，整套布景契合展示主题，营造出古香古色

的淡雅氛围。总之，传统服饰图案的跨界应用既美化

了公共空间，又承担起宣扬传统文化的责任。不仅如

此，公共空间中的传统服饰图案也带有一定的教化功

能，它拓宽了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让人们在

空间内与传统服饰图案产生视觉上的互动，进而深刻

体会博大精深的传统服饰图案文化，同时影响着公众

的审美水平。 

2.4.3  文创产品中的传统服饰图案元素 

当前社会环境普遍得到改善，人们对生活品质和

文化品味的追求在不断提升，文创产业应运而生并受

到大众广泛关注。文创产品的主要创作灵感来自中国

传统文化，隶属其中的传统服饰图案便成为文创设计

的源泉之一。故宫团队提取清代龙袍下摆的海水江崖

纹使其与胶带融为一体，运用烫金工艺还原龙袍的雍

容华贵；山东博物馆将明代赐服中的柿蒂窠直接转移

到冰箱贴和杯垫表面，形成具有明代服饰印记的产

品；湖南省博物馆保留了西汉绢地“长寿绣”的图案

造型，基于原始配色对绣样色相、明度、饱和度作出

调整，图案 终安装在便携式化妆镜外壳；新疆博物

馆以出土于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物为

灵感，采用手绘插画的方式重新绘制了文物图案，并

成为鼠标垫的特色装饰。随着国家大力支持传统文化

建设，深埋于人民心中的文化意识被唤醒，使贴近生

活的文创产品步入方兴未艾的阶段。因此，传统服饰

图案与文创产品之间的设计探讨，仍然是当前学术研

究的热门方向。 

3  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研究的价值阐释 

3.1  纵深学术研究，彰显传统服饰图案的历史底蕴 

图案是社会和历史的缩影，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

案作为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体现了一个朝代

的审美风尚，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和传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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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饱含着强烈、朴实的民族情感。中国传统图案的

起源 早可以追溯到距今 6000—7000 年的原始社

会，以半坡、辛店、马家窑等遗址出土的彩陶图案为

代表，图案题材包括生活常见的自然之物、宗教纹样、

几何纹等。在图案造型与结构上，先民已经熟练运用

对称、连续、重叠等形式法则。随着纺织技术的出现

和服饰系统的发展，镌刻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图案基

因逐渐浸润到织物和服饰中，并通过织锦、刺绣、印

染等工艺表现出来，这些技艺在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

的推动下不断自我完善，成为传统服饰图案文化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服饰图案所涵盖的内容包罗万象，具有极高

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对学术研究而言是一笔宝贵

的文化财富。传统服饰图案的多元载体为学术研究提

供了殷实的支撑，使服饰图案研究不受织物所限，还

包括其他材质的载体，为考析传统服饰图案的历史脉

络及其发展演变拓宽路径。正因为有服饰图案的存

在，专家学者才得以对话历史，研究其所处时代的文

化变迁、工艺美术、艺术审美、人文精神等综合因素。

挖掘传统服饰图案中的文化内涵，探索古代劳动人民

的精神智慧，关注时代发展的社会风貌，有助于透过

现象观其本质，纵深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研究，对构

建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理论体系，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图案文化起到引导和借鉴意义。 

3.2  承扬传统文化，构建传统服饰图案的知识谱系 

现代著名工艺美术家雷圭元先生主张：“学图案

要从传统入手”，这一观点对研究服饰图案同样适用。

中国传统服饰中缤纷绚烂的服饰图案不仅包含图案

的形成工具、基底面料、色彩染料、图案材质等物质

文化遗产的诸多方面，还包括技艺特色、审美特征、

感情寄托、社会风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对待

如此丰厚和渊博的图案文化，需要中国传统服饰图案

知识谱系，理清传统服饰图案的历史脉络，充分挖掘

其中蕴含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剖析传

统服饰图案表征与工艺技术、时代背景等文化内涵的

联系。“谱系”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2017 年《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

出：“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

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

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印象力明显提升”的总体

目标。中国传统服饰图案隶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

目，“谱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宣传、发扬传统服饰

图案文化，提高大众对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认知，同

时呼应了《意见》所提出的“保护传承”的目标要求，

对促进传统服饰图案文化的历史保护和文化传承也

弥足重要。 

3.3  设计赋能传统，助推图案文化转换为经济价值 

中国传统服饰图案是中国传统服饰系统中不可

或缺的一抹色彩，它诉说着历史又着眼于未来，是现

代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当前，随着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符

号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之俱来的中国风席卷全球

设计与时尚领域，市场意义深远。如 2015 年美国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Met Gala）的主题定为

“China：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2017 年 Victoria's 

Secret 将充满中国元素的大秀搬到上海举办；2020 年

意大利时尚协会发布“中国，我们与你同在”的主题

活动，著名奢侈品牌 Giorgio Armani 以 12 套中国风

高定礼服声援中国，体现设计师对中国的亲切之情。

中国传统服饰图案为世界奉献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艺

术形式，如图案造型、纹样结构、图案题材、色彩变

换等，这些元素为中国传统服饰图案的创新设计供给

丰富的可用资源。 

欧美国家较早掌握了设计原理和方法论，它们将

探索时尚世界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加之中国传统文化

的流失使许多国内民众对本民族文化认知不清，导致

中国传统服饰及其图案的设计转化长期处于“墙内开

花墙外香”的状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国

民民族意识、文化自信的不断提高，传统服饰图案设

计动力不足的境况有所好转，但同时也出现了“野蛮

转化、粗暴改良”等一系列设计问题。因此，中国传

统服饰图案元素的开发应用，必须结合当下审美观念

和市场需求，适当借鉴国外的优秀设计方法，在融合

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避免简单的复制粘贴和低劣

设计。在生产性保护与传承的前提下，让设计赋能传

统服饰图案，创造具有文化性、产业性、大众性的特

色文化产品，使中国传统服饰图案文化转换成物质状

态并产生可观的经济价值，焕发传统服饰图案在当今

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的理论研

究和设计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专家学者主要从

史论、社会、工艺美术、设计艺术的视角结合实物、

图画、文字对传统服饰图案进行了缜密阐述，为中国

传统服饰图案的传承与创新奠定了殷实的基础。现有

研究以个案居多，对服饰图案的造型、工艺等视觉表

征分析透彻，但论文研究范式明显、案例较为分散，

缺少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著作以综合性图典为主，包

含器具、织物、服饰等各品类，一方面研究的针对性

不足，另一方面著作欠缺理论内容。此外，随着人们

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自信的不断提高，传统文化元

素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因素，推动学术界和设计界展

开了传统服饰图案与现代审美观念相融合的设计实

践，让传统服饰图案走进众多专业和产品中。但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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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成不变，生搬硬套的图案运用方式已不满足当

前人们的需求，致使设计成果的质量参差不齐，设计

师需要将眼光置于时尚前沿，创作更符合当下审美的

产品。 

当今时代，传统服饰图案的生存现状向好而生：

首先数字化变革传统设计方式，使传统服饰图案发展

顺应时代潮流；其次国家积极出台、落实相关政策对

服饰图案的制作工艺、传承人实施保护，传统服饰图

案的传承与发展得到基本保障； 后美育兼具普及传

统服饰图案文化和修正人们意识的作用，承担起传承

与保护重任。在未来，传统服饰图案的历史变迁与文

化内涵的相关研究将被推到学术前沿。与此同时，传

统服饰图案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愈加受到关注，如何平

衡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新时代的重要议

题，因此“知识谱系”的构建就显得十分必要，它不

仅指引学者深层次剖析传统服饰图案文化，而且对服

饰图案的创新、传承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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