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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了弘扬乳源县的瑶族传统文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使瑶绣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更好的

传播，提出把形状文法应用在乳源瑶绣纹样的创新设计之中。采用该方法设计的创新图案，不仅能保留

瑶绣的元素特征，还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瑶绣创新图案与产品设计相结合，使产品具有更强的文

化特征，能提高产品附加值，还能提高乳源县瑶族人民的经济收入。方法 选取乳源瑶绣典型纹样进行

构图分析，并拆分成一系列基本元素；对基本元素进行重构获得基础创新图案。再利用形状文法使基础

创新图案衍生出一系列的单元创新图案，并对图案进行创新配色，应用在产品设计之中。结论 以传统

瑶绣纹样为基础，利用形状文法进行创新设计，可以获得优秀的瑶绣创新设计方案。把这些图案应用在

不同产品上，就能形成具有地区民族特色的产品，提升其文化内涵；为传统乳源瑶绣在现代社会中的创

新发展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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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Yao Embroidery Patterns  

in Ruyuan Based on Shape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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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pply the shape grammar to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Yao embroidery patterns in Ruyuan,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Yao in Ruyuan County,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thus enabling the Yao embroidery to be better spread in modern society. Innovative patterns designed by this method not 

only retain the el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Yao embroidery, but also meet the aesthetic needs of modern people. The com-

bination of innovative patterns of Yao embroidery and product design can make the products have stronger cultural char-

acteristics, and improve the added value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income of Yao people in Ruyuan County. Typical Yao 

embroidery patterns in Ruyuan County were selected for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divided into a series of basic elements. 

The basic elements were reconstructed to get the basic innovative patterns. Based on the shape grammar, a series of unit 

innovative patterns were derived from the basic innovative patterns, and applied to design products by the color matching.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Yao embroidery patterns, many excellent innovative design schemes of Yao embroidery can be 

obtained by shape gramma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regional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re formed by ap-

plying these patterns into different products, thus enhanc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Yao and providing a feasible way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Yao embroidery of Ruyuan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Yao in Ruyuan; Yao embroidery; shape grammar; pattern desig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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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瑶

族人民集中的居住地之一，被外界称为“世界过山瑶

之乡”。瑶族是中华大地上四个古老的民族之一，瑶

绣是传统瑶族服装上的装饰纹样，二者都有悠久的历

史。传统的乳源瑶绣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已被列入广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美术类项目[1]。瑶绣是由绣娘手工一针一线

绣出来的，其纹样都是抽象、线性的几何形状，与全

国其他著名绣种（粤绣、湘绣、苏绣、蜀绣）等采用

写实方式进行的刺绣完全不一样。瑶绣纹样的构图有

各种对称或有规律的变化，纹样组合风格特征明显。

瑶绣是瑶族最有民族特色的符号，为现代设计师的创

新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1  研究现状 

形状文法最早是由 STINY G 提出来的，其基本

原理是将基本图形、衍变规则、衍变的新图形定义在

一个集合[2]。衍变规则包括平移、水平镜像、垂直镜

像、旋转、缩放等；这是一种以几何变换规则为支撑

的设计方法[3]。张欣蔚等[4]进一步提出了自动、手动

相结合的图形提取方法，对调整设计效果具有重要意

义。形状文法在现代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邓明曦等[5]运用形状文法进行了地

铁的外观造型设计，以实现地铁外观和文化的结合。

刘靓[6]以羌族杜鹃花为基础，利用形状文法设计出更

加丰富的创新图案。虞杰等[7]运用形状文法研究传统

蜡染花朵纹的创新设计。罗茜等[8]运用形状文法研究

汉代漆器云纹的创新设计应用。徐骁琪等[9]运用形状

文法研究陶瓷茶具的创新设计。从以上案例可以看

出，运用形状文法能把简单纹样设计得更加复杂；衍

变规则的重复使用，能得到多种创新纹样。 

目前学者主要从文化、图像层面对瑶绣符号进行

解读。如黎洁仪[10]对瑶绣纹样中梧桐花纹的文化内涵

进行了研究，从微观角度探究瑶绣的内涵。胡小平等
[11]从图像学的视角分析了瑶族服饰纹样中的色彩、形

态、几何规律，以此探究瑶族的传统文化，但没有做

应用研究。蒋艺芝[12]进行了湘南瑶绣与文化创意产品

的研究；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设计方法。江汝南等 [13]

利用图谱分析的方法提取了瑶族服饰文化因子，并进

行了创新设计应用，这种研究方式能给本文提供一些

借鉴。从收集的文献来看，目前通过乳源瑶绣纹样进

行创新设计的研究很少，而乳源瑶绣纹样的几何线性

图案很适合进行创新设计。本文将以传统乳源瑶绣为

基础，运用形状文法设计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特征的创

新图案，并应用到产品设计之中。 

2  乳源瑶绣纹样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 

瑶绣跟瑶族服装密切相关，通常位于服装的装饰

位置，如头巾、襟袖、围裙、腰带上，这说明瑶绣不

仅具有装饰性，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历史上瑶族

只有语言，没有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所以瑶绣是瑶族

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笔者在乳源调研中发现了一件以

大莲花纹为主的瑶绣作品见图 1，该作品包含很多典

型的乳源瑶绣纹样，如大莲花纹、梧桐花纹、八角花

纹、万字纹、龙犬纹、界形纹等。 
 

 
 

图 1  瑶绣大莲花纹 
Fig.1 Yao embroidered lotus pattern 

 

2.1  乳源瑶绣纹样的艺术内涵 

1）乳源瑶绣纹样图案来源丰富多样。陈启新[14]

提出瑶绣纹样可以划分为 5 个大类：人物纹、动物纹、

植物纹、图形纹和象征纹。这为研究瑶绣纹样分类提

供了参考，乳源瑶绣纹样归类见表 1。人物纹、植物

纹、图形纹、动物纹都是由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真

实形象抽象得到的。瑶族居民主要生活在山林之中，

他们能见到山林中的很多植物和动物、夜间的繁星、

生活中的工具等，这四类纹样表现出来了瑶族人民热

爱生活的态度。象征纹则是跟神话传说相关，如盘瓠

的传说，代表了瑶族人民对盘王最虔诚的宗教信仰。

除此之外还有千手观音、龙等，瑶民对这些神明祈福，

希望能保佑自己生活风调雨顺。 

2）乳源瑶绣纹样独特的形式。乳源瑶绣的色彩

是五彩斑斓的，主要的颜色有黑、白、红、黄、绿五

色。乳源瑶族服饰上刺绣的颜色在变化中统一，还有

过渡和对比效果[15]。五彩斑斓的颜色能给人庄严、典

雅的感觉。黑色代表沉稳和尊贵，白色代表纯洁和高

雅，红色代表火热和激情，黄色代表丰收和富裕，绿

色代表活力和生命，瑶绣五色具有典型的地方少数民

族特色。乳源瑶绣纹样的规律性也很强，在瑶绣作品

中随处可见元素的重复，这正是瑶绣常用的表现方

式，重复使瑶绣作品画面非常丰富。瑶绣纹样中的对

称体现了严谨性，同时也使人在视觉上产生均衡的感

觉。发散性使整个瑶绣作品总有视觉中心，使画面显

得非常有序。另外乳源瑶绣的针法工艺比较复杂，属

于反面绣；绣娘从绣片的反面下针并参考布的横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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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线构思图案形状。在进行刺绣时会配合采用十字

挑、平挑、斜挑、锁边等方法，因此瑶族绣娘在绣复

杂图案时往往费时费力。 

 
表 1  乳源瑶绣纹样归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Yao embroidery  
patterns in Ruyuan 

人物纹 男人形纹、女人形纹 

动物纹 
兽蹄印形纹、鱼骨形纹、蜈蚣形纹、龙犬纹、小

鸟形纹、大鸟形纹 

植物纹 

松果形纹、果仁形纹、单花蕊形纹、大莲花形纹、

花蕊组合形纹、凤仙花形纹、蜘蛛花形纹、碎花

形纹、八角花纹、梧桐花形纹 

图形纹 

界形纹、挤挤形纹、过山瑶字形纹、小豆腐格形

纹、大豆腐格形纹、星星形纹、木叉形纹、锯齿

形纹、铁耙齿形纹 

象征纹 
盘王印章形纹、兵王印章形纹、万字形纹、千手

观音手形纹、龙身形纹、娇娃绵形纹 

 

2.2  乳源瑶绣纹样的文化价值 

瑶绣对乳源瑶族人民的价值体现在族群方面。瑶

族刺绣主要应用于瑶族服饰上，而传统瑶族服饰都是

瑶民自己制作而成的，其样式和装饰都有固定的范

式。但在不同地方的瑶族属于不同的分支，其瑶绣纹

样、服饰的款式和色彩会存在一些差异。在这种情景

下，瑶绣纹样就可以作为判断瑶民归属支系的符号，

也就成为了瑶民族群意识的载体。 

瑶绣纹样中的盘王印章纹、龙犬纹的形象与盘瓠

有直接的关联。盘王被瑶族人民认为是祖先，“盘瓠

的传说”得到了广泛流传，这些纹样是瑶民纪念祖先

的一种方式。在瑶族诸如盘王节、婚嫁、丧礼等活动

的仪式中，瑶绣纹样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瑶绣 

 

纹样和瑶族这些独特的仪式构成了瑶族独特的传统

民族文化。 

3  瑶绣纹样创新设计与应用实践 

3.1  瑶绣应用形状文法创新设计流程 

本文研究瑶绣纹样的创新设计，主要的设计流程

与方法可以归纳如下：在设计调研中，收集乳源瑶族

文献和实物纹样资料，研究瑶绣纹样的文化内涵，再

挑选出典型特征的纹样进行创新设计。在纹样设计阶

段，将选取的纹样进行重构，设计师再灵活运用形状

文法设计出具有良好效果的瑶绣创新图案，并应用到

产品设计之中，设计流程见图 2。 

3.2  瑶绣典型纹样及创新设计 

乳源瑶绣有各式各样的造型，每种纹样背后都有

着有趣的故事或传说。考虑瑶绣纹样造型拆分的可能

性、图形重构的可操作性、重新应用的美观性等因素，

选取了星星形纹、八角花纹、龙身形纹三种纹样作为

乳源瑶绣典型纹样进行设计研究。其中星星形纹与瑶

族人民的爱情故事有关，代表着瑶族青年男女对爱情

的向往以及渴望纯洁爱情的心理，这种符号对现代人

来说也拥有美好的寓意。 

八角花纹应该跟日常生活中的八角茴香有关，二

者在造型上有很大的关联性。在瑶族传说中，八角花

纹跟“山神赐宝树”有关，有辟邪、祛害的寓意；

八角花纹反映了瑶族人民希望过上健康、美好生活

的愿望。 

龙身形纹的寓意与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是相通

的，瑶族人民希望龙能帮助自己逢凶化吉、驱灾辟邪，

在生活中能够吉祥如意。龙身形纹由一个基本元素进

行对称后错位再通过平移重复形成。星星形纹、八角

花纹和龙身形纹的形状和图案构成分析见图 3。 

 
 

图 2  创新设计流程 
Fig.2 Innovative design process 

 

 
 

图 3  瑶绣典型纹样及图形结构分析 
Fig.3 Analysis of typical patterns and graphic structure of Yao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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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图 3 中的星星形纹，首先从纹样整体来看，

该纹样可以按 X 型的结构进行拆分，就可以得到四

分之一形状的轮廓，提取该形状作为一个基本元素。

其次从细节来看，该纹样中间包含了很多由正方形组

成的图形，按照其中的重复方式提取由 5 个小正方形

排成的图形，也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元素。星星形纹的

拆分提取流程见图 4。 

图 3 中八角花纹的图形结构是米字形构图，可以

把八角花纹拆分为 8 个独立的平行四边形。再将 8 个

平行四边形中重复的图形合并去掉，就拆分得到了两

个有对称关系的平行四边形（作为基本元素）。除此

之外，在八角花纹的中心位置还有一个花蕊，可作为

十字形的元素。八角花纹的拆分提取流程见图 5。 
 

 
 

图 4  星星形纹拆分流程 
Fig.4 Star pattern splitting process 

 

 
 

图 5  八角花纹拆分流程 
Fig.5 Octagonal pattern splitting process 

 

图 3 中龙身形纹的图案构成具有上下对称的关

系，基本元素的位置关系是错位移动构成的。可以将

龙身形纹中重复的图形提取出来，当作一个元素。龙

身形纹的拆分提取流程见图 6。 
 

 
 

图 6  龙身形纹拆分流程 
Fig.6 Dragon pattern splitting process 

 

通过对星星形纹、八角花纹和龙身形纹进行图形

结构分析和拆分，提取了本研究中最核心的基本元

素。为了方便在下文中对其衍生应用进行准确描述，

现对这些基本元素进行编号。瑶绣典型纹样的基本元

素编号见表 2。 
 

表 2  瑶绣典型纹样基本元素编号 
Tab.2 Basic element numbers of typical Yao  

embroidery patterns 

编号 1 2 3 4 5 6 

基本 

元素   
 

   

 

瑶绣纹样创新设计的基本原则包含两方面。一方

面是创新图案的纹样需要保留传统瑶绣的基本特征，

如瑶绣纹样都是直线形几何图形，图形中没有任何的

曲线条。瑶绣纹样线条的布局比较满、装饰性较强。

另一方面，创新图案与传统瑶绣纹样在形状上是可以

变化的，只有创新设计的图形才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要求，使瑶绣纹样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创

新图案的色彩搭配可以与传统瑶绣色彩不同。传统乳

源瑶绣纹样的色彩以黑色为主，搭配红、白、黄、绿

等不同颜色。现代人的审美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瑶绣

创新纹样设计中，要运用现代美学规律对色彩进行重

新设计，以符合大众的审美。 

在上述原则下完成瑶绣纹样基础创新图案，在这

一阶段要利用基本元素编号（表 2 中的 6 种元素）进

行重构设计。首先将表 2 中的基本元素 1 和基本元素

2 进行组合，由于基本元素 1 在形体上比较简单，要

添加元素使图形设计的装饰性更强。在基本元素 2 中

提取外轮廓上的锯齿形，将锯齿形应用在基本元素 1

的 4 条斜边上，这样就得到基本元素 1 的变体，在形

态上有锯齿形的装饰。将基本元素 1 的变体与基本元

素 3 进行结合，最终得到基础创新图案 1 的元素。将

基础创新图案 1 的元素进行镜像复制，然后利用复制

和中心旋转，得到一个外轮廓像花朵的形状。再把复

制时所产生的交叉图形删掉，就得到了本文的基础创

新图案 1，设计过程见图 7—8。 
 

 
 

图 7  基础创新图案 1 元素设计过程 
Fig.7 Element design process of basic innovative pattern 1 

 

将表 2 中的基本元素 4 和基本元素 5 合并在一

起，把合并的图形镜像复制 1 份，通过中心旋转的复

制方式，转动 90°就得到了一个八角花纹的结构图，

将该结构图中相交的线条删除，就得到了一个八角花

形外轮廓。再把八角花形外轮廓向内偏移，就得到了

本文的基础创新图案 2，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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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础创新图案 1 设计过程 
Fig.8 Design process of basic innovative pattern 1 

 

 
 

图 9  基础创新图案 2 设计过程 
Fig.9 Design process of basic innovative pattern 2 

 

表 2 中基本元素 6 的形状比较简单，是一个开放

性线条构成的形状，为了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图

形，将基本元素 6 的一个斜边连接起来，就得到了本

文的基础创新图案 3，见图 10。 
 

 
 

图 10  基础创新图案 3 设计过程 
Fig.10 Design process of basic innovative pattern 3 

 
根据形状文法中图形变化命名的规则，将上文中

的基础创新图案进行各种规律的衍变，就可以得到各

种创新图案，可以将其称之为单元创新图案。首先是

基础创新图案 1，运用形状文法中的平移规则，将该

图案平移变换就可以得到 2 个重复的图案。再次运用

形状文法中的旋转规则，以基础创新图案 1 的中心点

为圆心，将另外一个图形进行环形阵列，复制为 8 个

图形围成一圈，就得到了一个纹样比较复杂的图案，

随后去除图案中有相交的部分，就得到了单元创新图

案 1。 

针对基础创新图案 2，运用形状文法中的平移规

则，可以得到 2 个相互连在一起的新图案。将这个

新图案进行平移变换时，可以沿着 2 个方向分别完

成。第一种情况，沿着竖直方向运用形状文法中的

平移规则，可以得到 4 个连在一起的创新基础图案 2

的组合，即单元创新图案 2。第二种情况，沿着水平

方向运用形状文法中的平移规则（2 次），可以得到

6 个连成一排的创新基础图案 2 的组合，即单元创新

图案 3。 

针对基础创新图案 3，先运用形状文法中的镜像

规则，把该图案变换成 2 个反方向的独立图案。在此

基础上，再次运用形状文法中的镜像规则，就可以得

到 2 个图案组合。运用形状文法中的镜像规则，就可

以把 2 个单元体组合在一起，形成 4 个由基础创新图

案 3 组成的长方形图案。最后运用形状文法中的平移

规则，就可以得到单元创新图案 4。以上 4 个单元创

新图案的设计过程见图 11。 

3.3  最终创新图案的形成与应用 

在单元创新图案设计完成后，就可以把这些单元

按照现代美学法则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最终的创新

图案。瑶绣纹样图案很多都有中心发散、对称的特征，

将根据该特征设计一个最终的创新图案。将最终的创

新图案的外轮廓设定为一个正方形。在中心的位置放

置一个基础创新图案 2，对正方形区域进行细分，将

基础创新图案 2 配合两个内外连接的正方形，并将外

部正方形的线条进行延伸，就形成了整体发散的效

果。为了使区域划分产生更多的变化，在长方形内部

嵌入两个基础创新图案 3，在有对称关系的位置进行

相同的处理。在最终的创新图案的空白区域，分别将

单元创新图案 1、2、3 放置在合适的位置，此外将基

础创新图案 2 缩小进行填充。将最终的创新图案的边

框位置设计为连续的单元创新图案 4，以封闭图形。

最终的创新图案 1 见图 12。 

将最终的创新图案 1 应用在丝巾上。传统瑶绣难

以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有：纹样图案复杂，绣娘人数

少，且手工刺绣效率低。为了提高瑶绣创新设计应用

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丝巾上的图案采用印花工艺。

该丝巾产品定位为礼品，目标用户是女性。红色是中

国人喜爱的颜色，在丝巾的配色上，选择以红色为主，

搭配白色以产生对比的效果，使丝巾看起来更具现代

感。丝巾设计展示效果见图 13，该丝巾包含了传统

瑶绣元素，给人一种端庄和典雅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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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单元创新图案设计过程 
Fig.11 Design process of unit innovative pattern 

 

 
 

图 12  最终的创新图案 1 
Fig.12 Final innovative pattern 1 

 

 
 

图 13  丝巾设计展示 
Fig.13 Display of silk scarf design 

 

利用形状文法中缩放、平移和镜像的规则设计最

终的创新图案 2，将单元创新图案 1、2、3、4 作为

元素，并配合使用线条。最终的创新图案 2 见图 14。

将最终的创新图案 2 应用在皮包设计中。该皮包是黑

色的，为了使皮包在色彩上产生变化，最终的创新图

案 2 的线条用白色，其他部位无色，在皮包上显示为

镂空的效果。皮包设计展示效果见图 15，整体风格

简约，局部的纹样增强了民族文化特色，适合在乳源

旅游地区进行销售。瑶绣创新图案还能运用在其他旅

游纪念品上，见表 3。 
 

 
 

图 14  最终的创新图案 2 
Fig.14 Final innovative pattern 2 

 

 
 

图 15  皮包设计展示 
Fig.15 Display of leather ba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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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瑶绣创新图案应用示例 
Tab.3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Yao embroidery  

innovative patterns 

电子产品保护类 iPad 保护壳、手机保护壳、笔记本电脑包

陶瓷类产品 杯子、餐盘、餐碗 

其他 
填色绘本、登机牌、隔热垫、纪念扑克

牌、行李箱 

 

4  结语 

将形状文法运用于纹样创新设计的优点在于能

设计出大量纹样创新方案，可以解决瑶绣相关产品创

新设计不足的问题，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进行设

计的方法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形状文法的原理与设计

软件中的一些命令相似，单纯使用形状文法只能设计

出复杂的图案，并不能解决美观性的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对设计师的审美及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进行纹

样创新设计不能只是机械地通过各种方法把图案设

计得复杂，在设计过程中如何进行元素的增减、如何

合理地排列组合、如何将创新纹样应用于产品等问

题，都需要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把握好。本文展示了

运用形状文法进行瑶绣创新设计的过程，并以丝巾和

皮包为应用产品呈现了最终的设计效果。只有当瑶绣

从博物馆走向市场，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带

动乳源县增加旅游经济收入，还能使瑶绣本身获得更

好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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