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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纹样寓意的黔东南地区铜鼓纹生成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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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纹样设计创作和文化传播的问题，以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为研究对

象，探究如何批量生成有寓意的铜鼓纹样群。方法 以纹样寓意为切入点，使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与专家评价法，筛选引进与原始纹样表征不同、寓意类似的中国传统纹样元素，并使用 Processing 软件

实现纹样的自动生成。结果 建立了基于寓意的铜鼓纹样库并使用 Processing 开发实现了纹样随机生成

程序，通过调查问卷对随机生成的 15 个纹样样本与原始纹样之间的造型相似度以及用户对生成样本的

寓意感受进行了检验。结论 引入新纹样元素并根据铜鼓纹造型规律进行铜鼓纹样的自动生成具有可行

性。统计结果表明，铜鼓纹样中核心元素的寓意越明显，生成纹样越容易被理解，相比较而言，纹样中

边缘元素的寓意对理解纹样影响较小；在造型规律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元素置换，不会改变对铜鼓纹样的

视觉认知与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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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and Design of Bronze Drum Pattern in Southeast  

Guizhou Based on Pattern Implication 

SHAO Ming, LU Yi-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pattern desig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work aims to take the bronze drum pattern in Southeast Gui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how to generate mea-

ningful bronze drum patterns in batches. With the pattern impli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Likert Scale and expert evalua-

tion method were adopted to screen and introduce traditional Chinese pattern elements having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but 

similar implications with the original patterns and Processing was used to realize the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patterns. A 

bronze drum pattern library based on pattern implic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random pattern generation program w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by Processing.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15 randomly generated 

pattern samples and the original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user's implication feeling of the generated samples was tested. It is 

feasible to introduce new pattern elements and automatically generate bronze drum patterns according to the modeling 

rules of bronze drum pattern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re obviou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core elements in 

the bronze drum patterns, the easier it is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ted pattern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implication of 

the edge elements in the pattern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n; the visual cognition and aesthetic 

feeling of the bronze drum pattern will not be changed if the element replacement is carried out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modeling rules remains un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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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设计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纹样的当代化问

题日益受到设计者的关注。其中对纹样的创新设计

与应用研究 受重视。但很多所谓的创新与应用，

往往忽视纹样的寓意及文化内涵，成为无根据、无

规则、无意义的解构滥用[1]。这使得原本难以理解的

传统纹样更加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纹样

的推广与传播。 

符号学理论认为，人们在解释不同文化符号（尤

其是视觉信息）时，常常会发生异常解码，即信息的

解释与预期不同的情况[2]。现代社会的受众与地方传

统文化之间有较大的隔膜，传统纹样作为典型的视觉

信息，其承载的文化含义无法得到当代人的解读。“在

传播过程中，受众态度的转变程度一般会随着对信息

的理解程度呈正相关性增减，越容易理解的信息就越

能够为受众所接受。因此，在传播过程中，要对信息

加以精心处理，使之具备较强的移情能力。”[3]因此，

通过借助受众对传统纹样寓意的理解，以已知的纹样

寓意为切入点对纹样进行创新设计，可以避免异常解

码的发生，从而有利于传统纹样的推广与传播，进而

发挥传统纹样的潜在价值，满足新时代对传统纹样的

需求。 

作为黔东南地区典型的传统纹样，铜鼓纹是这个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宝贵视觉资源，也是需要发展与

推广的文化资源。而黔东南地区铜鼓纹同样也面临创

新和应用的困难：一方面原纹样种类和数量有限，加

上缺乏相应的创作人才，纹样创新难以持续；另一方

面，铜鼓纹属于少数民族文化，受众面窄，纹样寓意

解读困难，阻碍了纹样的传播和发展。但从设计的角

度来看，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有着高识别度、规律的圆

形构图和清晰的轮廓等优势，纹样的解构和分析效率

高，便于纹样的生成工作，只要从寓意入手通过设计

降低理解的难度，就能扩大铜鼓纹的传播，使之为更

多消费者所接受。 

因此，以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卡片分类、专家评价法等感性评价方法探究基于纹

样寓意的传统纹样创新方法。 

1）首先参考纹样绘制过程将纹样解构为原始纹样

元素，结合相关文献总结分析原始纹样元素的寓意。 

2）然后提出使用卡片分类和专家评价法，基于纹

样寓意筛选引进纹样元素的创新方法，结合 Processing

构建纹样元素库生成对应主题纹样。 

3） 后通过调查问卷方法检验生成纹样与原始

纹样的相似度，检测生成纹样的寓意感知，验证该方

法在纹样创新中的有效作用。 

依据纹样寓意的感性评价实现对纹样的创新生

成设计，用以解决当前纹样创新设计中普遍存在的任

意解构、忽视纹样寓意的问题。寓意明显的纹样元素

与原始纹样组合的生成方式，能使生成纹样更易于理

解，优化传统纹样的传播效果。结合编程开发的方法，

能提升纹样创作效率、避免设计中的重复劳动。 

生成的纹样既可以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包装设

计、服装设计等各种现代载体，也可以用于蜡染、银

饰等各种传统载体，从而在满足了消费者情感化需求

的同时，也对黔东南地区铜鼓纹的创作和推广产生重

要意义。 

1  研究现状 

学者们对基于纹样寓意的纹样创新已经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 

1）李安娜等[4]以调查问卷和数据分析结合的方

式，论证了“题材内容”“构图特征”“色彩规律”3

大维度及 10 个类项与民族精神内涵的表达的显著相

关关系。 

2）卢泽宜等[5]对蓝印花布纹样特征、纹样的组

合规律与寓意进行系统分析和理论研究。 

3）张杏等[6]在符号学视角下释读旬邑彩贴剪纸

并提取其中的设计符号，从而将其运用在文创产品设

计开发中。但作者在对图案进行符号学解读并根据其

图案寓意进行包装设计，设计方案有较强的主观性，

且没有考虑用户对纹样寓意的感受。 

4）岳迪等[7]基于感性工学，运用神经网络构建

感性预测模型对苗族图案进行重构，实现了按照风格

感受绘制苗族图案，但同时也忽视了纹样寓意。 

5）在铜鼓纹的生成和创新方面，郭健鸣[8]使用

计算机编程技术开发出一种算法，实现了自动随机生

成西盟型铜鼓鼓面纹饰图样。但该文仅实现了铜鼓纹

的随机重构，且正如其结论所说，该算法并未解决某

些纹样二方连续的问题。 

综上，传统纹样的现代生成主要关注于重组的方

式。但在借助原有的元素的基础上使用重组的方式，

不仅生成的纹样有限，缺少新元素容易让人审美疲

劳，而且由于缺乏对纹样寓意的研究和挖掘，使产出

的纹样止于表面的形式变化。因此，应着力于从纹样

的寓意入手，在对传统铜鼓纹解构的基础上，引入已

知的传统纹样，利用编程技术形成生成创新设计。 

2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的构图与寓意分析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作为当地蜡染工艺代表性

纹样之一，除单纯的装饰作用之外，还寄托着当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所以不同的纹样元素有不同的

纹样寓意。要对黔东南地区铜鼓纹纹样进行创新生成

设计，一方面要分析纹样的构成规律，并总结出 便

捷的生成方式和路径；另一方面需要总结纹样元素及

其纹样寓意，使得创新纹样的选取有可靠的参考依据。 

2.1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的构图分析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为圆形旋转对称构图，依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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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手段和纹样表征将其分为核心元素、边缘元素和

间隔线 3 部分。铜鼓纹在绘制时，首先绘制间隔线，

划分出元素绘制区域，之后填入核心元素， 后按照

从里到外的顺序填入边缘元素。 

间隔线通常为单条或两条并列的形式，线间距相

等，主要作用是提前确定各元素的绘制区域，对整个

纹样进行规划。核心元素往往以单个整体元素成型，

也有以 180°和 90°为旋转角的旋转对称成型。核心元

素中单个元素成形出现次数较多，因而在纹样的创新

设计研究过程中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边缘元素以环形

方式旋转多次重叠组成，边缘元素通常有 3 层，也有

2 层和 4 层，见表 1。 

2.2  纹样元素寓意分析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的各个组成元素有着不同的 
 

造型，也对应着不同的纹样寓意，通过查阅《苗族蜡

染纹样研究》[9]等相关资料，参考文内对铜鼓纹样构

成元素的解读，总结纹样中各元素对应的纹样寓意，

见表 2。黔东南地区铜鼓纹的各个构成元素多具有一

定的寓意，且元素寓意种类较多。通过总结分析发现，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的寓意主要是以祈福为目的的吉祥

寓意。其中与现代人美好意愿重叠的纹样寓意主要包

括３方面：个人祝福类、家庭和睦类和宗族祈年类。

如寿字纹对应的健康长寿和回纹对应的福禄长久属

于个人祝福，鸟纹的幸福美满和旋涡纹的团圆祥和属

于家庭和睦，芒纹对应的五谷丰登属于宗族祈年等。

由于部分纹样过于抽象简练，在没有文字辅助的情况

下，其寓意难以被当代受众识别，如旋涡纹、芒纹、

六瓣花纹等，因而需要筛选出元素寓意相对明显的元

素参与纹样生成实践。 

 

表 1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典型图案 
Tab.1 Typical bronze drum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核心元素成型方式 图例 边缘元素成型方式 图例 

单个成型 

  

2 层 

  

旋转对称（180°） 

  

3 层 

  

旋转对称（90°） 

  

4 层 

  
 

表 2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构成元素及对应寓意 
Tab.2 Composition elem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bronze drum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核心元素 边缘元素 

寓意分类 元素名称 元素造型 元素寓意 寓意分类 元素名称 元素造型 元素寓意 

个人祝福 寿字纹 

 

健康长寿 
个人祝福 灵芝纹 

 
健康长寿 

个人祝福 回纹 
 

福禄长久 

家庭和睦 鸟纹 

 

幸福美满 

家庭和睦 六瓣花纹  幸福美满 

家庭和睦 锦羽纹 
 

幸福美满 

家庭和睦 旋涡纹 

 

团圆祥和 
宗族祈年 芒纹 

 
五谷丰登 

宗族祈年 稻花纹 
 

水草丰茂 

其他 阴阳鱼纹 

 

多子多福 
其他 蝴蝶纹 

 
人丁兴旺 

其他 鱼鳞纹 
 

多子多福 

其他 鱼纹 

 

人丁兴旺 
其他 弦纹 

 
无意义 

其他 圆点纹  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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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铜鼓纹生成设计实践 

为了满足纹样的推广传播需求，一方面引进表征

不同且具有一定寓意的纹样元素，对纹样进行补充；

另一方面对所有纹样元素进行筛选，将含义相似、易

于理解的纹样元素按照寓意分组，提升纹样的易理解

程度。使得生成纹样既在造型上有所创新，又易于当

代受众解读。 

3.1  纹样元素采集 

仅将原有的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拆解重构和重

复组合，不可能达成丰富其内容的目标。所以需要引

进与原始纹样外观有别、寓意类似的其他元素。由于

中国传统纹样及其寓意流传甚广，因而在纹样创新中

使用中国传统纹样更易理解。此外，铜鼓纹样中的部

分元素与其他中国传统纹样相似，也有明显的汉族符

号，如寿字纹、回纹等在黔东南地区铜鼓纹中出现。

所以从文化融通的角度上采用中国典型传统纹样作 
 
 

为引进元素，既可以使纹样的组合构成更为融洽，又

易于当代中国受众的解读。通过翻阅纹样相关文献和

书籍，并选择部分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引进元素，提取

出纹样元素的纯色底稿，为进行分类筛选做准备，见

图 1。 

3.2  描述词汇筛选 

通过书籍期刊、互联网等途径收集传统纹样和黔

东南地区铜鼓纹样相关的寓意描述词汇共 32 个，见

表 3。因收集到的寓意描述词汇数量较多且存在意义

相近的问题，不便于纹样元素分类工作的实施和结果

统计，因此需要使用卡片分类法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

寓意描述词汇。 

使用 xSort 软件对寓意描述词汇执行开放式卡片

分类实验，要求被试者按照对寓意描述词汇的理解，

将意义相近的词汇分成多个分组。本实验选取了 9 个

介于 18～28 岁的被试者参与此次卡片分类，并记录

数据得到所有被试者的卡片距离矩阵，见图 2。 

 
 

图 1  待分类引进元素和原始元素 
Fig.1 Introduced elements and original elements to be classified 

 

表 3  32 个寓意描述词汇 
Tab.3 32 implication vocabulary 

编号 寓意描述词汇 编号 寓意描述词汇 编号 寓意描述词汇 编号 寓意描述词汇 

1 吉祥如意 9 长命百岁 17 平步青云 25 五谷丰登 

2 福禄长久 10 祝寿延年 18 家和兴旺 26 风调雨顺 

3 心想事成 11 事业腾达 19 安居乐业 27 兴旺发达 

4 万事大吉 12 锦绣前程 20 安宁平和 28 幸福美满 

5 时运亨通 13 日进斗金 21 天长地久 29 团圆祥和 

6 一帆风顺 14 财运亨通 22 百年好合 30 人丁兴旺 

7 健康长寿 15 招财进宝 23 繁荣富强 31 水草丰茂 

8 万寿无疆 16 飞黄腾达 24 国泰民安 32 多子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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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卡片分类距离矩阵统计 
Fig.2 Card sorting distance matrix statistics 

 
使用层级聚类分析法对卡片距离矩阵进行分析，

通过 xSort 平均链接算法得到聚类树状图，见图 3。

依据聚类树状图对寓意描述词汇进行分组，因分组太

少会出现半数以上的词汇被分为一组的情况（4 组或

更少），而分组太多（6 组或更多）会出现仅两个词

汇就被分为一组的情况。因此，分为 5 组为比较合适

的结果。将寓意描述词汇分为 5 组，并选出具有代表

性的寓意描述词汇，分别为：吉祥如意、健康长寿、

事业腾达、家和兴旺、繁荣富强。 

3.3  引进元素分类 

由于纹样元素的数量较大，且专家对纹样的表征

与内涵更为敏感，所以采取专家评价法与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相结合的方式，对引进元素和原始元

素进行元素寓意感受评分调查。李克特量表是一种心 
 

理测量量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通常采用与

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为问题提供 5 或 7 个回答选

项，并让被试者通过选项表明他们对问题的同意强度

或感觉强度。 

此次调查主要采用线下发放问卷调查的形式，共

选取 12 名视觉设计领域的专家组成，包括视觉设计

领域相关教师 7 人、视觉设计领域相关研究生 5 人。

结合寓意描述词汇构建李克特量表调查问卷，见表 4。

调查问卷要求被试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 60 项引进元

素和 30 项原始元素逐项进行感性评价，并对照寓意

描述词汇选择感受强度。部分原始元素的寓意难以被

当代受众识别，因此在元素的分类筛选上，将原始元

素和引进元素一并进行分类，有助于筛选出易于受众

理解的原始元素。 

 
 

图 3  纹样寓意词汇聚类树状图 
Fig.3 Implication vocabulary clustering tree of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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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李克特量表调查问卷单项示例 
Tab.4 Individual examples of Likert Scale questionnaire 

纹样元素 寓意描述词汇 元素寓意感受评分 

 

吉祥如意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健康长寿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事业腾达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家和兴旺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繁荣富强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此次调研 终获得对 90 个元素的共计 3 240 项

感性评价样本。计算每个元素对应的寓意感受强度平

均值，并汇总为元素寓意感受评分汇总表，见图 4。

其中编号开头为 NC 的代表引进核心元素、NE 的代

表引进边缘元素、OC 的代表原始核心元素、OE 的

代表原始边缘元素。 

之后依据评分对元素进行分组，当元素寓意感受评

分平均值大于 3 分时，说明被试者普遍明显感受到元素

有对应寓意，即将其归为对应的寓意描述词汇分组，而

当一个元素 5 项对应的寓意描述词汇分值均低于 3 分

时，说明被试者难以感知到该元素的对应寓意，归为无

意义分组，见表 5。其中 29 个元素有单个的对应寓意，

14 个元素对应 2 个寓意，如编号为 NC2 的元素在“家

和兴旺”和“繁荣富强”2 个寓意感受强度均获得较高

的分值，所以将其同时置入 2 个分组中。47 个元素因

所有分值均较低被归为无意义分组，表中不再展示。 
 

 
 

图 4  元素寓意感受评分汇总 
Fig.4 Summary of element implication feeling scores 

 
表 5  90 个元素的分组结果（寓意描述词汇） 

Tab.5 Grouping results of 90 elements (implication vocabulary) 

吉祥如意 健康长寿 事业腾达 家和兴旺 繁荣富强 吉祥如意 健康长寿 事业腾达 家和兴旺 繁荣富强

NC3 NC9 NC15 NC2 NC2 NE10 OC4   NE21   

NC4 NC16 NE13 NC3 NC6 NE11 OE12   NE35   

NC6 NC18 NE33 NC10 NC11 NE12     OC3   

NC7 NC19 OC2 NC11 NC12 NE22     OE9   

NC8 NC20 OC3 NC13 NC14 NE23         

NC12 NE5 OC6 NC16 NC17 NE24         

NC13 NE8   NC17 NE13 NE34         

NC14 NE35   NC20 NC32 NE 37         

NE6 NE38   NE5 OE3 O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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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成纹样与结果检验 

4.1  代码生成纹样 

根据上文对元素的分组结果，构建纹样元素库并

将对应元素置于库内对应分组，见图 5。库中分别设

置对应核心元素和边缘元素的“吉祥如意”“健康长

寿”“事业腾达”“家和兴旺”“繁荣富强”和“无意

义”共计 12 个分组。 

为便于纹样的绘制和检验工作，同时满足抽样检

验的随机性，使用 Processing 软件编程实现按照寓意

描述词汇分组抽取纹样元素库中的元素，并按照主题

实时随机产出生成纹样，见图 6。其中纹样绘制的造

型规律主要依照上文对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的构图 
 

分析进行编程，绘制顺序也参考传统铜鼓纹绘制的

“间隔线—核心元素—边缘元素”顺序依次进行。选

择对应主题选项，代码会调取纹样元素库，并生成一

个由对应主题分组和无意义分组构成的纹样。由于对

应主题的边缘元素数量较少，实时生成时会导致生成

纹样重复性太高，因而在生成对应主题纹样时，设置

边缘元素有 50%的概率使用无意义分组中的元素，核

心元素只从对应主题分组中选用。如以“吉祥如意”

为主题的纹样，核心元素取自“吉祥如意”分组，边

缘元素取自“吉祥如意+无意义”分组。 

以吉祥如意、健康长寿、事业腾达、家和兴旺、

繁荣富强这 5 个感性词汇意象为主题，使用纹样生

成代码结合纹样元素库合成的部分代表生成纹样，

见表 6。 

 

 
 

图 5  纹样元素库 
Fig.5 Pattern element library 

 

 
 

图 6  纹样代码及生成结果 
Fig.6 Pattern code and generatio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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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代码生成纹样 
Tab.6 Code generation pattern 

吉祥如意 健康长寿 事业腾达 家庭和睦 繁荣昌盛 

   

编号 1-1 编号 2-1 编号 3-1 编号 4-1 编号 5-1 

     

编号 1-2 编号 2-2 编号 3-2 编号 4-2 编号 5-2 

     
编号 1-3 编号 2-3 编号 3-3 编号 4-3 编号 5-3 

 

4.2  结果检验 

依据生成纹样记录构成元素的相关数据，汇总生

成纹样相关信息，见图 7。表中包含构成每个生成纹

样的元素和该元素在该表中的元素对应寓意感受评

分，另外还包括核心元素是否为原始元素以及边缘元

素使用原始元素的数量。 

为检验当代受众对以上生成纹样的感受，对以上

纹样进行调查问卷检验。问卷要求被试者在观看过 
 
 

10 个黔东南地区原始铜鼓纹样之后，将生成纹样对

比原始纹样进行相似度和寓意感受的评价。问卷设置

2 个部分，第 1 部分调查被试者对生成纹样与原始纹

样外观上相似度的感受，第 2 部分检验受测者对生成

纹样的寓意感受，见表 7。 

问卷以 18~32 岁的年轻人为调查样本进行线下

调查问卷，本次问卷共发出调查问卷 63 份，收回有

效问卷 63 份。之后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统计，并

将数据汇总为调查问卷结果统计表，见表 8。对第 1 

 

 
 

图 7  生成纹样相关信息 
Fig.7 Related information of pattern generation 

 
表 7  调查问卷单项示例 

Tab.7 Individual example of questionnaire 

1-1 1. 对比此纹样与黔东南地区原始铜鼓纹样，并为其相似度进行评分 

 

 完全不相似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非常相似 

2. 通过观察该纹样，请对你所感受到的寓意感受强度进行评分 

寓意描述词汇 生成纹样寓意感知评价 

吉祥如意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健康长寿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事业腾达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家和兴旺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繁荣富强 无法感知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感受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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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调查问卷结果统计表 
Tab.8 Statistics of questionnaire results 

编号 

相似度 

评价 

平均值 

寓意感知评价平均值 

吉祥 

如意 

健康

长寿

事业 

腾达 

家和

兴旺

繁荣

富强

1-1 4.16 3.60 3.29 1.67 2.73 3.17

1-2 3.89 4.08 1.10 1.63 3.87 3.95

1-3 3.10 4.52 1.67 1.76 1.41 1.32

2-1 4.22 3.27 4.14 1.49 2.94 2.21

2-2 3.52 3.32 4.32 2.71 1.06 1.06

2-3 3.51 3.67 4.44 1.56 3.33 3.76

3-1 4.29 3.86 3.10 3.22 3.02 3.95

3-2 4.11 1.51 1.86 4.11 1.62 2.11

3-3 4.30 1.86 1.06 3.54 3.70 1.41

4-1 3.89 2.21 2.78 1.14 4.00 1.13

4-2 3.62 3.75 1.24 1.11 3.81 1.44

4-3 4.44 2.33 3.95 1.19 3.14 1.21

5-1 4.32 3.94 1.63 2.87 1.86 4.21

5-2 3.94 3.13 1.62 1.86 1.83 4.35

5-3 3.22 3.89 1.44 1.13 1.27 4.16
 

部分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按照编号计算对应平均

值，记为相似度评价平均值。对第 2 部分的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并按照每个生成纹样的寓意计算对应平均

值，记为寓意感知评价平均值。 

对调查问卷结果统计表中的寓意感知评价平均

值与生成纹样相关信息表中的各元素寓意感受评分

进行 Pearson 相关系数可视化分析，见图 8。可以看

到在对应主题的情况下，寓意感知评价平均值与核心

元素寓意感受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说明对应主

题的生成纹样的寓意感知评价与核心元素寓意感受 

评分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构成生成纹样

的边缘元素有半数由无意义元素组成，所以直接进行

相关分析得到的生成纹样的寓意感知评价平均值与

边缘元素寓意感受评分的相关系数值不高。 

进一步筛选相关分析的内容，选择与生成纹样主

题相关的寓意感知评价平均值、核心元素寓意感受评

分、边缘元素寓意感受评分平均值、各边缘元素寓意

感受评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见表 9。具体分析

可知：生成纹样的寓意感知评价与核心元素寓意感受

评分相关系数为 0.776，且显著性接近于 0，说明生

成纹样的寓意感知评价与核心元素的寓意感受评分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成纹样的寓意感知评价与边

缘元素寓意感受评分平均值相关系数为 0.534，显著

性为 0.041，说明其有相对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对相似度评价平均值与核心元素是否为原始元

素、边缘元素中原始元素的数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

析，见表 10。相关系数和显著性说明其相关性很低，

进一步说明了被测者对生成纹样的相似度评价并不

会因为使用引进元素而产生影响。 

对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分析总结，并得出结论：在

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的创新生成设计中，生成纹样的

易理解度在很大程度上受核心元素制约。使用寓意感

受评分更高的核心元素可以显著增加纹样的易理解

度，如生成纹样 1-3，其核心元素在分类时“吉祥如

意”分值比较高，因而 后的“吉祥如意”寓意感知评

价平均值为较高的 4.52。使用寓意感受评分更低的核心

元素使得整个纹样的理解度降低，如生成纹样 3-1， 
 

 

 
 

图 8  生成纹样-构成元素 寓意感受强度相关分析 
Fig.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mplication perception intensity in generated pattern-composition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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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生成纹样-构成元素寓意感受强度相关分析（主题） 
Tab.9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mplication perception intensity (theme) in generated pattern-composition element 

  生成纹样评价平均值（主题） 

核心元素寓意感受强度（主题） 
Pearson 相关系数 0.776** 

显著性（双尾） <0.001 

边缘元素寓意感受强度平均值（主题） 
Pearson 相关系数 0.534* 

显著性（双尾） 0.041 

边缘元素 1 寓意感受强度（主题） 
Pearson 相关系数 0.395 

显著性（双尾） 0.146 

边缘元素 2 寓意感受强度（主题） 
Pearson 相关系数 –0.015 

显著性（双尾） 0.956 

边缘元素 3 寓意感受强度（主题） 
Pearson 相关系数 0.100 

显著性（双尾） 0.722 

注：**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10  相似度评价-原始元素相关分析（对应主题） 
Tab.10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imilarity evalua-

tion-original elements (corresponding theme) 

  
相似度评价 

平均值 

核心元素是否 

为原始元素 

Pearson 相关系数 0.162 

显著性（双尾） 0.565 

边缘元素中原始 

元素数量 

Pearson 相关系数 –0.273 

显著性（双尾） 0.324 

 
其核心元素在分类时“事业腾达”分值较低，因而

后的“事业腾达”寓意感知评价平均值为较低的 3.22。

而边缘元素的寓意感受评分也对生成纹样的寓意感

知评价有小幅度的影响，如生成纹样 1-1 和生成纹样

1-2，其核心元素在分类时“吉祥如意”分值相似，

但由于 1-2 的边缘元素“吉祥如意”分值略高，使得

1-2 后的“吉祥如意”寓意感知评价平均值要比 1-1

更高。 

尽管一些生成纹样的核心元素被替换为中国传

统纹样元素，这些生成纹样与原始纹样的相似度评价

平均值仍然较高。由于引进元素时未对引进元素依照

其与原始元素的相似度进行筛选，使得部分引进的中

国传统纹样在表征上与黔东南地区铜鼓纹区别明显，

进而导致相似度评价平均值略有差异。如生成纹样

1-3 核心元素使用福字纹，以及生成纹样 5-3 核心元

素使用了龙纹，能够比较明显地识别出其区别于黔东

南地区的传统纹样。因此生成纹样 1-3 和生成纹样 5-3

的相似度评价平均值相较于其他生成纹样，其相似度

评价平均值要略低一些。相似度评价平均值与纹样中

是否使用引进纹样不相关，说明使用了引进元素的生

成纹样仍然有与原始纹样相似的视觉感受，多数被试

者较难区分出其与原始纹样的差异。以上结果表明根

据此方法生成的纹样在外形上保有了黔东南地区原

始铜鼓纹样表征的基础上，增强了生成纹样的可读性

与易理解性，同时编程技术的加入使得纹样能实时大

批量的创作生成。 

5  结语 

纹样寓意能否被有效感知，对传统纹样的推广传

播至关重要。首先，对黔东南地区铜鼓纹样进行解构，

在确定铜鼓纹样核心寓意的基础上，利用卡片分类法

和专家评价法引入寓意相似的中国传统纹样元素构

建元素库，然后结合铜鼓纹样的基本构图规则， 终

由 Processing 生成创新铜鼓纹样库。该方法有效提高

了纹样的易理解度，创造出易于当代受众理解的纹

样。同时结合编程开发提升了纹样的创作效率，进一

步为传统纹样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生成

的纹样结果及数据分析表明，在铜鼓纹样的创新生成

设计中有如下特点。 

1）铜鼓纹样中核心元素的寓意越明显，生成纹

样越容易被理解；相比较而言，纹样中边缘元素的寓

意对理解纹样影响较小。 

2）在造型规律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元素置换，不

会改变对铜鼓纹样的视觉认知与审美感受。 

以上结论验证了通过专家评价方法引入并筛选

纹样元素生成创新纹样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由于研究时间、研究成本的限制，对纹样的探究

上仍有部分局限，如在筛选分类工作中未依照相似度

对纹样元素进行分类，使得 终的生成纹样在检验时

相似度得分不够理想，以及纹样元素数量不够丰富等

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将通过扩充纹样寓意分类、添

加配色方案、增加呈现方式等途径提高传统纹样的发

展可能性，使纹样适应不同的应用载体，以此增加传

统纹样在当代社会的传播方式与拓展可能，为传统纹

样的发展和当代化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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