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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在壮绣文创产品中的创新性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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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符号学在壮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实际运用，丰富壮绣文创产品的文化内涵与造型设计

方法。方法 以 O.V.S 架构为理论基础，进行符号学设计方法推演。通过壮绣图案纹样、象征寓意等方

面的元素挖掘，对壮绣的文化符号构成进行分类和提取，构建壮绣文创产品的设计路径。通过 O.V.S 架

构设计方法重组壮绣纹样造型元素，进行壮绣符号的编码和替换，运用微调、增删、缩放、旋转等方式

进行造型演变，完成壮绣文创产品设计模型的表达。结果 运用符号学的观点与设计方法可以有效地挖

掘壮绣的文化内涵，为壮绣文化的造型设计转换提供思路。结论 O.V.S 架构设计方法能够对两个不同的

设计对象进行单位替换，从而产出新的物体造型。将 O.V.S 架构设计方法与壮绣文化相结合，能够完成

壮绣文化的创新性造型演变，拓宽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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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Semiotic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Zhuang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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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emiotics in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n Zhuang embroidery, and enrich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modeling design method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n Zhuang embroidery. Based on the O.V.S architecture, the semiotic design method was deduced. Through mining the 

patterns, symbols and other elements of Zhuang embroidery, the composi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of Zhuang embroidery 

was classified and extracted. The design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n Zhuang embroidery was constructed. 

The modeling elements of Zhuang embroidery patterns were reorganized through the o.v.s design method. The coding and 

replacement of Zhuang embroidery symbols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modeling evolution wa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mirror image, addition, deletion, scaling and rotation to complete the design model express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n Zhuang embroidery. The use of semiotics and design methods could effectively excavate the cultural conno-

tation of Zhuang embroidery and provide idea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uang embroidery culture. O.V.S architecture 

design method can replace two different design objects, so as to produce new object modeling. Combining O.V.S archi-

tecture design method with Zhuang embroidery culture can complete the innovative modeling evolution of Zhuang em-

broidery culture and broaden the design methods and thinking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KEY WORDS: semiotics; O.V.S architecture design method; Zhuang embroide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壮绣是壮族文化的物化形式，是壮族人民日常生

活的缩影。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民族人口的封闭

性，壮绣的审美理念与文化底蕴都极具民族特色，是

壮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化遗产价值[1]。

但随着现代审美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壮族刺绣工艺品

销路不畅，传承人青黄不接，壮绣文化面临着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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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困境[2]。当下，有关壮绣的研究几乎都是集中在

壮族服饰、技艺，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3]，而从壮绣

的符号构成入手，研究符号设计方法，进行元素提取

与应用的研究则较少。刺绣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符号的

表达，符号不仅是文化特征的抽象表达，其背后也蕴

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情感。因此，本文从符号

学角度切入，以巴特 O.V.S 架构为理论基础，探讨壮

绣符号的设计应用方法，寻求壮绣的创新价值和传承

路径。 

1  壮绣中的文化符号 

1.1  壮绣文化符号背景 

壮族是中国人口 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4]。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后，壮族

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变得多样且文化内涵丰富。其

中，壮绣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应用于服

装、背带、鞋面、家居装饰等方面，是其人文环境、

宗教信仰、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蕴藏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 

壮族文化符号的形成主要受自然环境和信仰崇拜

的影响。壮族地处珠江流域，雨水充沛、山川秀丽[5]，

自然环境下的动物、植物、自然景象都是壮族刺绣纹

样的主要素材。太阳纹、云纹、鱼纹、雷纹等，都是

壮族刺绣中 常见的图案，表达着壮族人民对自然的

崇拜与敬畏。信仰崇拜是构成壮绣文化符号的另一主

要元素。在壮族神话故事中，始祖“姆六甲”被认为

从花中诞生[6]，壮族人民对“姆六甲”的崇拜逐渐转

化为对花的热爱，花的题材也因此被广泛运用于服

饰、背带、窗帘等物品中。除此之外，布洛陀、摩教

等信仰崇拜也逐渐演变为壮绣的纹样题材，被广泛运

用到壮族刺绣中。这些都表达着壮族人民的精神信仰

和美好夙愿。壮绣中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不仅体现在物

体的表象，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信仰、寓意象征等与本

体交融共生，是壮绣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2  壮绣文化符号分类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本质与关系的人文学科， 早

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他将符号定义为“所指”

和“能指”相结合的二元关系[7]。“能指”是事物的

外在表达层面，包括形状、图案、色彩等。“所指”

是事物的内在寓意层面[8]，包括文化、象征、审美等。

以二元关系理论为基础，从符号学的构成角度分析壮

绣中的文化符号，可将其分为两类：壮绣本体表达出

的色彩、纹样、材质；壮族文化背景下延伸出的象征

寓意、审美价值、历史典故、信仰崇拜。壮绣文化符

号的分类见图 1。对壮绣符号的分类不仅能探析壮绣

的直观审美符号，还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隐性含义，

理解显性符号下的文化内涵，从而便于壮绣文创产品

设计的元素提取，更好地实现文化传承与设计应用。 

 
 

图 1  壮绣文化符号分类 
Fig.1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of  

Zhuang embroidery 
 

2  壮绣文化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设计

方法 

2.1  符号学设计理论 

2.1.1  O.V.S 架构 

法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在二元关系理论的基础

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将“能指”表述分解为空间片段，

将其命名为“意指”单元，并称 小的“意指”单元

为母体（Matrices），用图形符号 O.V.S 表示。其中，

“O”表示“意指”作用的对象物（Object），“S”表

示支撑物（Support），“V”表示变项（Variant）[9]。

例如“一件风衣有一个立起来的领子”这句话就串联

成了一个母体。其中，“风衣”是对象物，“领子”是

支撑物，“立起来的”是变项。支撑物与对象物是物

质性的，且支撑物属于对象物的一部分，可互相转换。

例如，西装、裙子、扣子、腰带、袖子等可以是对象

物，也可以是支撑物，有时甚至可以身兼两职。而变

项是非物质性的，通常指存在状态或性质上的嬗变，

如尺寸、重量、分立、附加等[10]。 

O.V.S 架构理论在使流行群体产生新倾向的同

时，又保留原本的特征与形式。通过将其与传统文化

相结合，能在不改变本意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

创新传承。本文基于 O.V.S 架构理论，对壮绣中的文

化符号进行单位拆解，深入挖掘壮绣的文化符号构

造，为壮绣文创产品的造型演变提供元素参考。 

2.1.2  横组合与纵聚合 

索绪尔指出一切语言状态都是以关系为基础，而

其中 核心的是横组合关系（Syntagm）与纵聚合关

系（Paradigm）[11]。所谓横组合关系，是建立在线性

基础上各单位的水平关系；而纵聚合关系，指的是出

现在同一位置上、功能相同的单位之间的垂直关系。

这种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共同构成了符号的两个基

本轴向[12]。例如“一扇绿色的门”这句话是由“一扇”

“绿色的”“门”三个单位组成的横组合关系，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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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纵向的“窗户”“猪肉”等进行替换，所产生

的意义也完全不同。符号学中的横纵轴组合关系，也

可以运用于文创产品设计中，其纵向的单位替换与产

品造型设计方法不谋而合，为壮绣文创产品的造型设

计提供了方法路径。 

2.2  符号学设计方法 

以巴特母体的架构，即符号学中的 O.V.S 三要素

作为理论支撑，分解符号中的具体单位，并运用符号

学理论中的横组合关系与纵聚合关系来分析单位之

间的组合方式与逻辑。横组合关系主要关乎符号单位

的排列组合，纵聚合关系主要关乎符号的替换与联

想。例如，正常的酱油瓶构造可拆分为三个单位，分

别是“瓶嘴”“瓶身”“把手”。各单位组合排列成一

个横组合关系。而鸟的构造是另一个可替换的横组合

关系，可拆分为“头部”“身体”“尾巴”三个单位。

而在日本设计师柳宗理所做的酱油瓶设计中，主要是

将鸟的造型元素运用到了酱油瓶设计中，即进行了鸟

的构造与酱油瓶构造的单位替换。O.V.S 架构理论与

酱油瓶设计，见图 2。如图 2 所示，红色实线代替了

蓝色虚线，由于酱油瓶和鸟的造型构造存在功能相似

性，都具有出口和提起的功能，因此可以在纵聚合关

系中对单位 S1 和单位 S3 进行替换，用鸟的“头部”

替代“瓶嘴”、用鸟的“尾巴”替代“把手”，从而赋

予产品新的造型设计。在酱油瓶设计中，柳宗理并未

操控太强的变项（V），例如改变酱油瓶的大小、材

质、粗细等。而是保留了酱油瓶本身的功能性与材质

特征，仅在“瓶嘴”和“把手”部分进行了纵聚合的

替换，因此显得更加自然与融洽，在为酱油瓶的设计

增添趣味性的同时展现了器物之美[13]。 

因此，本文也遵循此设计思路，以支撑物（S）

与对象物（O）的替换为主，不对变项（V）操控，

以保留物体的典型性。O.V.S 架构设计方法有助于两

个物体间的造型设计转换，将其运用到文创产品设计 
 

中，能够在不改变其传统特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

文创产品的造型演变。本文基于 O.V.S 架构设计方法

探讨壮绣文化的创新应用，为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法提

供参考。 
 

 
 

图 2  O.V.S 架构理论与酱油瓶设计 
Fig.2 O.V.S architecture method and soy sauce bottle design 

 

2.3  壮绣文创设计研究框架 

根据上文对壮绣文化符号的分类及 O.V.S 架构设

计方法的分析，构建了壮绣文创设计研究框架，见图

3。研究框架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1）收集大量的壮绣纹样资料，归纳总结壮绣纹

样的主题类别、文化内涵，以及象征寓意。 

2）提取核心的纹样图案，运用软件 CorelDraw

绘制纹样矢量图。 

3）运用 O.V.S 架构理论，进行纹样符号的单位

拆解与编码，提取出拆解单位的构造曲线，构建壮绣

文创构造曲线库。 

4）运用横组合、纵聚合理论，进行拆解单位间

的排列组合，对曲线库中所选取的初始文创载体和初

始纹样造型进行筛选和基础的形态演变， 终完成具

有壮绣民族文化的文创产品设计。 

 
 

图 3  壮绣文创设计研究框架 
Fig.3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research framework of Zhuang embroidery 

 

3  壮绣文创设计实践 

3.1  壮绣文化符号提取 

通过对壮族刺绣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筛选，将壮绣
的纹样图案分为四种。 

1）以动物为主的纹样图案。这些图案主要来源

于壮族人民生活中的动物形象，如蛙纹、蝴蝶纹、凤

纹等。 

2）以植物为主的纹样图案。这些图案主要是壮

族特殊地域下植物形象的再现，如牡丹花纹、梅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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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花纹等。 

3）以自然景观为主的纹样图案，如云纹、雷纹、

太阳纹等。 

4）以宗教题材为主的纹样图案。这些图案大多

源于壮族的信仰崇拜[14]，如万字纹、寿字纹等。 

壮绣纹样图案是壮族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

蕴含了壮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包含

着深刻的象征寓意，是壮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信号。壮

绣纹样造型提取（部分），见表 1。 

3.2  壮绣文创设计过程 

随着慢生活理念的渗入，品茶文化成为了现代人

推崇的生活方式之一。饮茶能够舒心解压、休养身心。

饮茶要将茶水从茶壶倒入公道杯再引入品茗杯，因此

茶具的选择尤为重要[15]。 

本文选取茶具作为文创设计的载体，以壮绣纹样 

 

表 1  壮绣纹样造型提取（部分） 
Tab.1 Extraction of patterns and shapes of Zhuang embroidery (partial) 

类型 纹样名称 符号提取 象征寓意 

凤纹 

 

长寿平安、功名利禄 

蝴蝶纹 

 

美好吉祥、子孙万代 动物纹样 

蛙纹 

 

生殖崇拜、图腾崇拜 

梅花 

 

花开富贵、福禄多子 

牡丹花 

 

荣华富贵、繁荣昌盛 
植物纹样 

石榴花 

 

多子多福、吉祥平安 

太阳纹 

 

安居乐业、自然崇拜 

雷纹 
  

美好生活、自然崇拜 
自然纹样 

云纹 
 

高升如意、自然崇拜 

万字纹 

  

吉祥万福、宗教崇拜 

宗教纹样 

寿字纹 

  

福寿绵长、万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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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具代表性的牡丹花为设计对象，从茶壶、公道杯、

品茗杯三种茶具入手进行壮绣文创产品的设计实践。 

3.2.1  壮绣茶壶设计 

茶壶是茶具中 重要的器皿，主要用于泡茶和斟

茶[16]，正常的茶壶构造可分为“壶盖”“壶身”“把手”

“壶嘴”四个单位，而牡丹花的构造可分为“花冠”

“花柄”“叶子”三个单位。将茶壶和牡丹花的单位

及其组合关系对应到坐标轴中，由于“花冠”与“壶

盖”都具有覆盖功能，“花柄”与“把手”都具有提

携的功能，因此可以在纵聚合关系中进行单位 S1 和

单位 S3 的替换，用牡丹花的“花冠”代替“壶盖”，

用“花柄”代替“把手”。O.V.S 架构理论与壮绣茶壶

设计，见图 4。将选取出的牡丹花替换单位（“花冠”

和“花柄”）与茶壶的未替换单位（“壶身”和“壶嘴”）

进行结构分解与造型归类，构建壮绣茶壶的构造曲线

库，见表 2。 

壮绣茶壶构造曲线库由集合{A1,A2,A3,A4,A5}

∪{B1,B2,B3,B4,B5}∪{C1,C2,C3,C4,C5}∪{D1,D2, 

D3,D4,D5}组成，从壮绣茶壶的构造曲线库中任意选

取 A3 和 B4 作为壮绣茶壶壶盖和把手的初始演变线

条，对其进行增删、缩小、微调、分离、旋转等变形

步骤， 终完成壮绣茶壶的壶盖与把手造型设计。任

意选取 C4 和 D2 作为壮绣茶壶的壶身与壶嘴初始演

变线条，将变形后的牡丹花构造 A3 和 B4 与茶壶构 
 

造 C4 和 D2 进行组合， 终完成壮绣茶壶设计。壮

绣茶壶造型演变过程，见图 5。 
 

 
 

图 4  O.V.S 架构理论与壮绣茶壶设计 
Fig.4 O.V.S architecture and Zhuang  

embroidery teapot design 
 

3.2.2  壮绣品茗杯设计 

品茗杯主要用于品茶和观茶[17]，其基础款的构造

可分为“杯口”“杯身”“杯托”三个单位，由于牡丹

花的“花冠”与品茗杯的“杯口”都具有包裹作用，

“叶子”和“杯托”都具有支撑作用，因此在设计中

可以进行单位 S1 和单位 S3 的替换，用“花冠”代替

“杯口”，“叶子”代替“杯托”，O.V.S 架构理论与壮

绣品茗杯设计，见图 6。由于“花冠”的构造曲线已

经在茶壶设计中提取完成，由集合{A1,A2,A3,A4,A5}

组成，因此在壮绣品茗杯构造曲线库中仅提取牡丹花

的“叶子”和品茗杯“杯身”的构造曲线，依旧对选 

表 2  壮绣茶壶构造曲线库 
Tab.2 Structural curve library of Zhuang embroidery teapot 

分类 1 2 3 4 5 

   

花冠 

（S1 和 O2） 

A1 A2 A3 A4 A5 

   

花柄 

（S3 和 O2） 

B1 B2 B3 B4 B5 

     

壶身 

（S2 和 O1） 

C1 C2 C3 C4 C5 

     

壶嘴 

（S4 和 O1） 

D1 D2 D3 D4 D5 

茶壶参考 

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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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壮绣茶壶造型演变过程 
Fig.5 Evolution process of Zhuang embroidery teapot shape 

 

取出的替换单位（牡丹花的“叶子”）与未替换单位

（品茗杯的“杯身”）进行结构分解与造型归类，构

建壮绣品茗杯构造曲线库，见表 3。 
 

 
 

图 6  O.V.S 架构理论与壮绣品茗杯设计 
Fig.6 O.V.S architecture and Zhuang  

embroidery tea cup design 
 

壮绣品茗杯构造曲线库由集合{E1,E2,E3,E4,E5}

∪{F1,F2,F3,F4,F5}组成，从壮绣品茗杯及茶壶的构

造曲线库中任选 A5 和 E4 作为壮绣品茗杯“杯口”

和“杯托”的初始演变线条，同样运用增删、微调、

旋转等方式进行造型演变，完成壮绣品茗杯的“杯口”

与“杯托”造型设计，任意选取 F2 和 F3 作为壮绣品 
 

茗杯的“杯身”初始演变线条，将变形后的 A5 和 E4，

分别与 F2 和 F3 进行组合， 终完成壮绣品茗杯的造

型设计。壮绣品茗杯造型演变过程，见图 7。 

3.2.3  壮绣公道杯设计 

公道杯又称茶海，主要用于中和茶汤的浓淡[18]，

构造可分为“杯口”“杯身”“把手”三个单位。由于

牡丹花的花冠与品茗杯的“杯口”都具有包裹功能，

牡丹花的“花柄”和公道杯的“把手”都具备手握功

能，功能间存在相似性。因此，可以进行纵向单位 S1

和单位 S3 的替换，用花冠代替“杯口”，花柄代替“把

手”。O.V.S 架构理论与壮绣公道杯设计，见图 8。同

样由于“花冠”和“花柄”的构造曲线已经在茶壶和

品茗杯设计中提取完成，由集合{A1,A2,A3,A4,A5}

∪{B1,B2,B3,B4,B5}组成。因此，在壮绣公道杯构造

曲线库中仅提取公道杯“杯身”的造型曲线。壮绣公

道杯构造曲线库，见表 4。 

壮绣公道杯构造曲线库由集合{G1,G2,G3,G4, 

G5}组成，从壮绣构造曲线库中任选 A4 和 B2 作为壮

绣品茗杯“杯口”和“把手”的初始演变线条，继续

运用基础变形方式进行删除、微调、旋转等，完成壮 

表 3  壮绣品茗杯构造曲线库 
Tab.3 Structural curve library of Zhuang embroidery tea cup 

分类 1 2 3 4 5 

     

叶子 

（S3 和 O2） 

E1 E2 E3 E4 E5 

     

杯身 

（S2 和 O1） 

F1 F2 F3 F4 F5 

茶壶参考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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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壮绣品茗杯造型演变过程 
Fig.7 Evolution process of Zhuang embroidery tea cup shape 

 

 
 

图 8  O.V.S 架构理论与壮绣公道杯设计 
Fig.8 O.V.S architecture and Zhuang embroidery  

justice cup design 
 

绣公道杯“杯口”与“把手”的造型设计，任选 G2

作为壮绣公道杯的“杯身”初始演变线条，将变形后

的 A4、B2 和 G2 进行合并和微调， 终完成壮绣公

道杯设计。壮绣公道杯造型演变过程，见图 9。 

3.3  壮绣文创设计应用 

牡丹花是壮族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蕴藏了极深

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信仰。壮绣茶具造型设计以牡丹花

为演变原型，通过 O.V.S 架构分解牡丹花与茶具中的 

表 4  壮绣公道杯构造曲线库 
Tab.4 Structural curve library of Zhuang embroidery justice cup 

分类 1 2 3 4 5 

     

杯身 

（S2 和 O1） 

G1 G2 G3 G4 G5 

茶壶参考 

样图 
    

 

 
 

图 9  壮绣公道杯造型演变过程 
Fig.9 Evolution process of Zhuang embroidery justice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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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构成，进行各单位间的组合替换，对壮绣茶具构

造曲线库中 A5、B2、E4 等造型元素进行演变与组合，

实现牡丹花茶具的创新设计，使茶具能够体现牡丹花

造型的基本特征。壮绣茶具造型设计，见图 10。 
 

 
 

图 10  壮绣茶具造型设计 
Fig.10 Shape design of Zhuang embroidery tea set 

 

以 O.V.S 架构为基础的壮绣茶具设计，能够在满

足产品实用功能的同时实现产品造型的创新，其文创

造型方案具有多种可能性。本文仅提取了部分元素进

行创新设计。通过设计实践不难看出，以 O.V.S 架构

为理论基础的设计方法具备可行性，在文创产品造型

开发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挖掘与传播其背后的人文

思想。 

4  结语 

壮绣中的纹样造型不仅是壮族人民的生活缩影，

更是壮族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结。基于壮绣纹样进行的

文创造型设计，有利于实现壮族文化的活态传承，能

够更准确地进行壮绣文化的形象转译。本文在文创产

品的造型方面，运用 O.V.S 架构深入剖析了壮族文化

中的外在符号元素，进行了文化符号的演变与替换。 

运用 O.V.S 架构理论进行的壮绣文创产品设计同

样适用于其他文创造型演变，O.V.S 架构理论能够归

纳出不同物体间的相同属性，将壮绣中的平面纹样转

化为立体造型，不仅丰富了壮绣文化的传播形式，对

符号学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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