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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中国古代历史悠久，每个朝代或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纹样图案。这些纹样记录了当时人民的

生活风貌，体现了超越前人的审美情趣，也充分反映了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程度。为了传承和

创新中国传统纹样，以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实现其在空乘制服中的设计与运用。方法 以吉祥纹样这一具

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纹样为研究对象，以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等方法阐述中国空乘制服的背景以及设计

现状；从中国图案学和类型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纹样的构成形式、色彩搭配、内涵寓意进行分析和归

纳；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其在空乘制服上的创新应用。结论 将中国图案学、设计学、信息技术等学科

进行交叉研究，可为具有中国吉祥纹样的空乘制服设计中的数字化运用及传播，提供多学科融合的研究

路径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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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 in Flight Attendant Uniform Design 

YUE Ling, XUE Dan-ping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in which each dynasty or nation boasts its unique patterns. These patterns 

record the lifestyle of the people then, reflect their aesthetic taste beyond the predecessors, and fully mirr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economy, political, and culture at that time. The work aims to realize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m in flight 

attendant uniforms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tterns. Specifically, with 

typic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background and design status of Chinese flight attendant 

uniforms were expounde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he composition form, color colloc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ttern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tern science 

and typolog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realiz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the uniform of flight attendants. In a 

wor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ross-study of Chinese pattern science, design sci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can provide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path and experience for the digital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light attendant uniform design with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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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逐渐

受到了各行各业的重视。中国吉祥纹样作为传统文化

的重要体现，其发展与创新也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吉

祥纹样经常出现在传统的服饰设计中，而在经济全球

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协作的当今，空乘制服作为

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播的窗口，需要将传统纹样运

用到空乘制服的设计中，让中国空乘制服的设计与发

展更具传统性与时尚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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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乘制服的设计现状 

改革开放催生出中国职业装的崭新阶段。改革经

济体制，解放人民思想，开放国家政策，促使职业装

大踏步前进[1]。空乘制服全称为空中乘务制服，作为

现代职业装的一种，空中乘务制服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因为它的造型风格比较特殊，配色图案比较精美，

与着装者比较契合[2]。空乘制服小到可以体现航空公

司形象，大到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又因其

特有的展示资源，在各种条件下，空乘制服设计越来

越成为各大航空公司不断推陈出新的对象。近年来，

国内外各大航空公司对空乘制服的设计都十分重视。

如图 1 所示，是海南航空第五代“海天祥云”制服，

对“江崖海水，祥云漫天”的设计理念进行了非常直

观的表达，以彩云满天为基调，寓意翱翔于云海之间。

制服采用精致的西式立体剪裁，衣身及领口的祥云纹

带有吉祥的寓意，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尚元素的创新

融合。 
 

 
 

图 1  海南航空制服 
Fig.1 Hainan Airlines uniform 

 
如图 2 所示，是山东航空第六代“羽黛山海，雁

影长空”制服，“服”取自中国汉服，“色”汲取中国

画的色彩，“形”采自中国山水，以此向中国传统文

化致意，向青山绿水的自然致意，向美好的碧空万里

致意。这套空乘制服充分运用了中国的服装款式、形

制、颜色，给人一种淡雅之感。 
 

 
 

图 2  山东航空制服 
Fig.2 Shandong Airlines uniform 

如图 3 所示，阿联酋航空公司制服以小红帽和改

良的希贾布白色头巾为头饰，服装的淡卡其色象征着

沙漠，体现出浓浓的中东风情。不过，其还是延续了

传统的空乘制服套装的款式造型（西装外套和短裙）。

但其中的帽子以及头巾是亮点，让人一目了然，体现

出了当地特色，传达了本国文化。 
 

 
 

图 3  阿联酋航空制服 
Fig.3 Emirates uniform 

 

如图 4 所示，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沙笼可芭雅制

服，由传统亚洲蜡染印花布料制成，并结合了当地的

传统服装沙笼可芭雅，充分展现了文化特色。这套制

服不仅在色彩、图案上有着浓浓的地域特色，它的制

服款式也是当地的特色服装，让人仿佛置身于当地

环境。 
 

 
 

图 4  新加坡航空制服 
Fig.4 Singapore Airlines uniform 

 
如今，各个航空公司都十分看重制服的设计，空

乘制服也逐渐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或当地的地域

特色，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播途径使空乘制服逐

步更新换代。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空乘制服的设计

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表面图案的变化，还有一些色彩、

款式、工艺上的委婉表达，从各个方面体现各自的

特色。 

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有关空乘制服设计的研

究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 5 所示。通过知网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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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关键词“空乘制服”检索到 37 篇文章，输入关

键词“空乘制服设计”检索到 10 篇文章。其中，个

案研究占主体，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近年来各大航

空公司对空乘制服的革新以及文化输出趋势有关。 
 

 
 

图 5  空乘制服设计发表论文趋势 
Fig.5 Publishing trend of paper on design of  

flight attendant uniform 
 

2  服装数字化的应用实例 

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也在逐步改变着

服装的设计、生产以及销售环节。在设计环节，可以 
 

使用 CAD 进行打版、放码、排料，利用服装 3D 软

件进行真实面料模拟，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节约

了时间和资金成本。同时，也减少了织物的浪费，以

及对环境的污染。在生产阶段，工厂使用数字化设备

进行高精度的裁剪、缝制，大大减少了手工制造带来

的不足，也提高了服装制作的效率。在分销阶段，通

过互联网和机器人技术进行包装、物流分拣及交付，

也大大提高了效率。在零售阶段，线上部分品牌设有

AI 试穿功能，或是依据消费者身体尺寸自动生成推

荐尺码，在线下门店通过传感器分析消费者的挑选路

径、购买行为，在提高销售效率的同时，也可以使品

牌获得消费数据并进行数据整合。目前，国内著名羽

绒服品牌波司登已经大规模使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设

计、生产以及分销，如图 6—8 所示。 

服装数字化应用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很大的

帮助及改变。但数字化技术在国内的应用并不普遍，

有很大一部分服装制造企业还秉持着手工制作方式，

也有很多环节值得用数字化技术去改变。在未来，服

装行业的数字化应用也会越来越完善，使用范围也会

越来越广。 

 
 

图 6  波司登羽绒服数字化设计 
Fig.6 Digital design of Bosideng down jackets 

 

 
 

图 7  波司登羽绒服数字化生产 
Fig.7 Digital production of Bosideng down jackets 

 

 
 

图 8  波司登羽绒服数字化分销 
Fig.8 Digital distribution of Bosideng down j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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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吉祥纹样研究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五千

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创造并积累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应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发扬下去，并

将其推向世界舞台[3]。纹样一直贯穿着中国的整个历

史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纹样 能

体现出不同时期的经济文化水平、人民风俗习惯，以

及不同的审美观念，纹样的不断演变也能体现出人类

文明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纹样 早存在于器物

之上，再到丝织物、服饰品等各个方面，纹样可谓是

生活的产物。 

3.1  几何纹样 

几何纹样 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饰，

是我国历史上出现时间 早、应用范围 广的一种纹

样。几何纹样也是青铜器上 早出现的纹饰形式，其

作为主体纹样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司空见惯。几何

图案是由几何图案（ 早见于器物上）组合而成的纹

样。比如早期的陶器、青铜器，到后来的漆器、瓷器

等，其种类也多种多样，比如回纹、万字纹、漩涡纹、

弦纹、雷纹等，也包括一些抽象的图案。几何纹样是

传统文化元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其具有很强的

传承性[4]。 

如图 9 所示，是商代陶器白陶刻几何纹瓶，容器

边沿向外卷曲，造型自然圆润。瓶身雕刻有纹样装饰，

其中几何图案衬托于回字底纹之上，主次分明。回纹

与几何纹相互衬托也是青铜器装饰的常用手法，以此

显示出纹饰的层次感。回纹是由古代青铜器上的雷纹

演变而来的，因其形似“回”字的环状纹路，故名回

纹。回纹也被中国民间当作是一种吉祥富贵的纹样。 
 

 
 

图 9  商代陶器——白陶刻几何纹瓶 
Fig.9 Pottery of the Shang Dynasty: white pottery  

vase curved with geometric patterns 
 

如图 10 所示，是战国时期漆器彩绘几何纹方形

耳杯，其杯口呈椭圆形，平底、方形耳，器物内部使

用木质骨架。器具内用的是朱色漆，双耳及杯外壁用

的是赭色漆，它的表面装饰着几何纹，两面均有涡纹

图案。他的胎体相较于其他漆器略厚一些，这也是战

国时期漆耳杯的胎质特色。西汉漆器的胎体减薄变

轻，耳杯胎体也是这样。几何纹和涡纹是战国至西汉

时期漆器的主要辅助性纹饰。涡纹 早出现在原始社

会时期的彩陶上，历史十分悠久，是中国传统纹样中

较早出现的一种。关于涡纹的起源有很多猜测，主流

是认为起源于自然界的水涡[5]。涡纹因其圆滑的弧形

曲线造型，且源于自然，具有生生不息、自然和谐的

吉祥寓意。 
 

 
 

图 10  战国漆器——彩绘漆几何纹方耳杯 
Fig.10 Lacquerwa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quare 

eared cup painted with geometric patterns 
 

如图 11 所示，是清代后妃便服（银灰色方胜纹

暗花缎袄），此袄立领、对襟、平袖口，有六个盘扣。

面料为银灰色缎面，用丝线编织出方胜纹的几何图

案，并镶饰出衣襟、袖口等。这件像是晚清铁机织的

衣服，袖子比手长，是清朝妃子都喜欢穿的便服。方

胜纹是由两个菱形压角叠合而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古

代的建筑内外、园林花窗、服饰图案以及器物上皆可

寻到其身影。在方胜纹中菱形相互交织紧扣、并列相

连，有着成双入对、延绵不断、同心相连的美好寓意。 
 

 
 

图 11  清代服装——银灰色方胜纹暗花缎袄 
Fig.11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silver gray satin  

jacket with square and floral patterns 
 

几何纹样是历史文化背景下不断发展的产物，作

为一种装饰，其在造型上有着简约的特点，同时也有

吉祥的美好寓意，这也是几何纹样在历史长河中经久

不衰的原因之一。几何纹造型丰腴、构图对称，常由

直线、波折线、三角形、圆点等有规律地排列而成。

几何纹样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依然可以光彩照人，在

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3.2  植物纹样 

植物纹样在早期相较于几何纹样、动物纹样而言

使用频率是相对较低的，植物纹样经过不同时代的发



54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2 月 

 

展逐渐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多样的形式。植

物纹样的应用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并且在士大夫

文化的影响下，其风格也变得更加精致清雅[6]。植物

纹样属于中国吉祥纹样中的一种，是从自然界中提取

花草图案，将原本花草的形状构成纹样，或将图案稍

加变形后组成新的纹样，在建筑、器物与服饰中较为

常见。常见的植物图案有忍冬、牡丹、莲花等，或石

榴、葡萄等以植物果实为主题的图案，也可以是由卷

草纹、折枝纹、宝相纹、缠枝纹等经过变形、重构、

优化而成的图案。 

如图 12 所示，是撇口、细颈、垂腹、圈足的明

代青花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瓶子自上而下都装饰着

青花图案，内部瓶口部分的边缘有着卷草纹，瓶子颈

部从上到下都绘有蕉叶纹、回纹、卷草纹，瓶子的腹

部是缠枝牡丹纹，上下分别用如意云头纹和变形的莲

花花瓣纹作装饰，圈足外面的上、下两侧有缠枝牡丹

花纹。卷草纹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之一，多以花草为

主题，花草造型多卷曲圆润，通称为卷草纹[7]。除了

花朵本身的吉祥寓意外，卷草纹的“S”形造型，动

感十足，灵动自如，虚实相生，将生生不息之气表达

得淋漓尽致。由于卷草纹受到了唐代经济发达、兴旺

昌盛、兼收并蓄异域文化的影响，因此，唐代卷草纹

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8]。这一时期的卷草纹

在形态、图案、颜色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

对之后卷草纹的使用也起到了非常好的启下作用。缠

枝纹也是植物纹样中非常精美的一种，且使用非常频

繁，其在明代时期十分兴盛。其中缠枝纹以牡丹、菊

花、莲花等 为常见，如缠枝牡丹纹，因牡丹花被视

为富贵之花，结合缠枝纹，象征生生不息，故又有富

贵吉祥之意。这一时期缠枝纹的整体造型，体现了强

烈的文化融合的特点，图案通过变形处理、元素替换

等一系列设计手段，使缠枝纹的造型也带有一定的异

域特色[9]。 
 

 
 

图 12  明代瓷器——青花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 
Fig.12 Porcelain of the Ming Dynasty: jade vase decorated 

with blue-and-white leaves and peony patterns 
 

如图 13 所示，是清代皇帝的吉服——蓝色江绸

平金银缠枝菊金龙纹袷袍，圆领袍、右衽、马蹄袖、

裾四开。袍子用平金、螺钿工艺刺绣出金银龙纹和缠

枝菊纹，沿边 有石青色人字纹绢织品。缠枝纹是一

种传统的吉祥纹饰，它是在藤蔓和卷草的基础上加以

提炼而成的。其委婉多姿、优美动感，含有万世长青

的美好祝愿，因而被誉为是华夏大地的祥瑞标志[10]。

缠枝花与不同花卉组合有不同的名称，与菊花的组合

称为“缠枝菊”，与莲花的组合称为“缠枝莲”，还有

缠枝牡丹、缠枝宝相花等。 
 

 
 

图 13  清代服装——蓝色江绸平金银缠枝菊金龙纹袷袍 
Fig.13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blue silk robe with flat 

gold and silver embroidery on chrysanthemum and dragon 
 

传统的植物图案千姿百态，形式多样，且富于变

化，又因其传统的象征手法和丰富的寓意，如岁寒三

友、四君子等，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至今仍

为人们所钟爱。植物图案取之自然，也可以反映出先

人对自然的崇敬之情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好祝愿。 

3.3  动物纹样 

在古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狩猎，所以动物

纹样时常出现在岩画、器物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朝代的更替，人们对于动物纹样不再拘泥于记录和简

单的装饰，开始将一些动植物进行组合形成新的图案

元素，并赋予其特殊的含义。这些动物纹样逐渐从陶

器、青铜器过渡到瓷器、家具以及丝织品等方面。例

如，蝙蝠的蝠与象征美好愿景的“福”字同音，葫芦

纹与蝙蝠纹相结合，象征着福禄万年、福禄双全之意；

古人以鹤寓意长命百岁，表达延年益寿的意思，并配

以鹤纹和寿字，构成万寿无疆之意；蝴蝶纹寓意寿登

耄耋之年，传递美好吉祥的祝福，蝴蝶和寓意多子多

孙的葡萄纹搭配，象征人丁兴旺。除此之外，还有虎

纹、凤纹、麒麟纹、龙纹等都是具有吉祥寓意的瑞兽

纹样。 

如图 14 所示，为清代饰物，由于清代满族人的

传统习俗，人们特别喜欢将荷包、香囊等各种日常随

手可用的小杂物，挂在腰带或衣襟之间的扣子上，这

是人们常说的“活计”。这些活计具有实用性与装饰

性，经常根据节日、时令的变化，搭配不同形状的纹

饰挂件。这套明黄色缎地平金银彩绣五毒活计是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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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佩戴之物。每件的花色相同，都是明黄色，以金线、

银线和五彩丝线绣出五毒和十分吉祥的葫芦纹样。

“五毒”为蛇、蟾蜍、蝎子、壁虎、蜈蚣五种有毒动

物，配以“大吉”二字及葫芦图案，寓意以毒攻毒、

以恶镇恶、驱邪免灾，寄托了佩带者通过这种方式避

邪趋吉的美好愿望[11]。 
 

 
 

图 14  清代配饰——明黄色缎地平金银彩绣五毒活计 
Fig.14 Accessories of the Qing Dynasty: bright yellow  
satin with flat gold and silver coloured embroidery on  

the five poisonous creatures 
 

除了装饰性，动物纹样还可以象征权力、威严、

等级。例如，只有皇帝可以使用的龙纹、贵族妇女使

用的翟鸟纹、古代重臣使用的蟒纹等，在封建社会中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说，纹样不仅仅具有装饰

效果，还具有传达等级、地位等功能。 

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沉淀的中国传统吉祥

图案源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这些纹样都体现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2]。中国传统纹样讲究“图案一

定有寓意，寓意一定是吉祥美好”。家具、刺绣、服

饰、剪纸等以吉祥寓意为图案设计的物品，在日常生

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如葫芦，谐音为“福禄”，象征 
 

着财气滚滚而来。在中国古代的装饰技法中，较为常

用的具有美好寓意的吉祥图案有牡丹（代表富贵）、

石榴（表示多子）、鱼（象征富足有余）等。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时至今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也都充满了历经传承与创新的吉祥纹样。 

4  中国吉祥纹样在空乘制服设计中的数字

化应用 

4.1  直接应用 

中国吉祥纹样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凝结，

其中不仅包含着当时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和风俗习

惯，还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崇敬与向往[13]。对于

一些符合现代审美的吉祥纹样，可以直接将其运用到

空乘制服的设计中去，将具有浓浓中国气息的吉祥纹

样与现代设计相结合，让传统吉祥纹样再次焕发生

机，也使空乘制服设计更具有中国韵味。在几何纹样

中，回纹、弦纹等都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可以直接

运用在空乘制服的边缘处，起到点睛的效果。如图

15 所示，将传统的回纹纹样进行直接提取，并对其

进行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排列组合。这些图形和纹

样简洁抽象，富有动感，可以直接运用于设计中。 

4.2  变形重组 

变形是指改变事物原本的形态，重组是指对已打

散的东西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在发扬和传承中国吉祥

纹样时，可以将传统纹样进行变形，在保留其原有精

髓的同时，将其与其他的图形图案进行组合，使得到

的图案既不失传统韵味又具有现代审美。如图 16 所

示，将海水江牙纹进行变形之后与万字纹重组，得到

一个新的图案纹样。 

 
 

图 15  直接应用 
Fig.15 Direct application 

 

 
 

图 16  变形重组 
Fig.16 Deformation re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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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概括提炼 

在比较流行的设计风格中，极简设计是一种简约

而不简单的极致美学，极简主义设计风格是如今较受

欢迎的设计风格之一。在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中，有

简单极致的美，也有纷繁多姿的美，对于一些较为繁

复的纹样，可以对原本的纹样进行概括提炼，使这些

纹样简单化、抽象化，形成一个新的富有传统韵味的

图案纹样。在进行抽象概括时，要注意主次分明，对

比较重要的部分进行提炼，使本质内涵得以体现。如

图 17 所示，将蝴蝶、牡丹等比较复杂的图案纹样进

行概括提炼，提炼后的图案线条简洁明快又不失其

精髓。 

 

 
 

图 17  概括提炼 
Fig.17 Generalized extraction 

 

4.4  数字化应用 

如今，互联网的出现给人们日常的生活带来了很
多便利，正是因为它的出现，线上购物也成为了人们
日常消费的一部分[14]。但是大量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
线上、线下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因此用数字化的方法
来解决这种困境是合理的[15]。数字化手段在如今各行
各业运用得十分广泛，而目前国内的服装行业对二维
设计软件的使用比较充分，对三维的设计展示手段还
没有广泛运用。在其他一些国家，三维设计手段的使
用比较频繁，在私人定制、试穿效果、线上购物等方
面都有很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对于企业来说，省去了
很多人力、物料等方面的成本[16]。本文运用 Illustrator、
Photoshop、CLO 3D 等软件设计具有中国吉祥纹样的
空乘制服，通过不同吉祥纹样的设计组合，形成新的
图案并运用到设计当中。 

如图 18 所示，将万字纹、蝴蝶纹、回纹和方胜

纹这些吉祥纹样，通过直接应用、变形重组、概括提

炼等方法组合成为新的图案，然后再将新的图案用四

方连续的手法进行排列，用作服装面料的底纹图案。 
 

图案的色彩均采用“中国颜色”，例如汉白玉、井天蓝、

丁香淡紫等，体现一种含蓄、温婉、内敛的视觉效果。

再以空乘制服为载体，以传达中国特色的独特韵味。 
 

 
 

图 18  图案设计 
Fig.18 Pattern design 

 
如图 19—20 所示，将传统的对襟、旗袍等服装

款式，结合西式的立裁手法，使用 2D 平面制版打出

款式的样板，再使用 CLO 3D 软件进行款式造型和面

料图案的模拟，以此来检验真实效果以及实物的可行

性。由于人体不同的姿势、动作和曲线，使服装中多

余的面料形成褶皱，这种 3D 效果模拟可以将真实人

体穿着时的褶皱效果展示出来[17]。 

 
 

图 19  空乘制服三维设计 
Fig.19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flight attendant uni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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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空乘制服数字化二维、三维设计 
Fig.20 Digital two-dimensional,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flight attendant uniform 

 

5  结语 

本文主要对中国吉祥纹样进行了调查分析，结合

中国图案学、设计学、信息技术等学科对空乘制服进

行设计， 后运用数字化的手段进行呈现。为中国

吉祥纹样在空乘制服的创新设计研究中提供了一定

的见解，未来将会对空乘制服的设计进行更加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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