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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分析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特征，旨在探索少数民族刺绣

图案在现代文创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与转化路径，从符号学视域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阐释和研究提供

更多的思路和借鉴。方法 通过在黔东南苗族地区使用田野调研、文献资料收集、设计实践等方法，对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工艺、纹饰、色彩等方面的代表性符号特征进行探讨分析，运用莫里斯符号学三

分法从语构学、语用学、语义学等层面解读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之间的符号关系，以现代设计实践为方

法，从代表性符号元素中提取设计因子，并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进行设计转化。结论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

案的艺术特征鲜明，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和审美风尚，从语构、语用与语义等维度对其工艺、纹饰和色

彩的符号学要素进行提取衍生，探求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元素设计转化与创新应用的多种可能性，不仅

能够使现代设计产品蕴含民族文化特色，而且有助于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自身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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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otic Analysis and Design Transformation of Miao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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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symbolic feature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based on the Morris semiotic triplicate metho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ethnic em-

broidery patterns in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provide mor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hrough field inves-

tigation, literature collection, design practice and other methods in Miao's residential area in southeast Guizhou, the rep-

resentative symbol features of the process, decoration, color and other aspect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we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and the symbol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was interpre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uring, pragmatically and semiotically with the Morris semiotic 

trism. With modern design practice as the method, design factors were extracted from representative symbolic elemen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ere used as the carrier for design transformation. Miao braid embroidery in southeast 

Guizhou has distinct artistic features and certai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trends. The semiotic elements of 

process, ornamentation and color are extracted and deriv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structure, pragmatics and 

semantics, so as to explor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design element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in southeast Guizhou, which can not only make modern design products contain ethnic cultural charac-

teristics,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KEY WORDS: Miao in southeast Guizhou; Miao braid embroidery; semiotics; design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and crea-

tiv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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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苗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民俗、信仰、审美

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苗族刺绣图案逐渐成为典型的图

形符号[1]。辫绣作为黔东南苗族刺绣的代表性苗绣绣

法之一，主要流传于巴拉河流域的凯里、台江和雷山

等地，是将丝线编织为辫带以代替传统绣线的刺绣方

式。黔东南苗族辫绣流程繁复、构图严谨、内涵丰富，

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鲜明的文化特色。目前在学术

界，针对苗族辫绣的工艺流程、纹饰图案等的研究已

取得一定的成果。赵红艳等[2]从主题、造型、设色等

几方面对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纹饰特征进行了解读和

探讨。黄玉冰[3]阐述了西江苗族辫绣的技艺特征与制

作过程。卢靖[4]将黔东南苗族辫绣的工艺技法、美学

价值与现代网络载体相结合，旨在以数字化的形式实

现黔东南苗族刺绣的保护与传承。但多数学者仅是在

其著作或文章的章节段落中涉及到黔东南苗族辫绣

的工艺特色，而在将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视觉符号

进行解构与重组，并借用现代设计思维与方法将其视

觉符号进行设计转化的研究方面尚有待加深。鉴于

此，本文以博物馆馆藏、苗绣传承人的私人藏件，以

及民间调研收集来的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为研究对

象，以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为理论指导，在充分解读

辫绣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来探

讨黔东南辫绣图案的符号特征。通过辫绣图案艺术与

符号特征之间的关系转换及辫绣图案元素在现代文

化语境中的融入，寻求承载黔东南苗族辫绣艺术现代

价值的物质载体，以促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辫绣的艺

术面貌，让辫绣焕发新的生命，为其传承和发展提供

动力。  

1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特征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以工艺、纹饰、色彩等要素

来书写该族群的文化符号系统，这些符号语言的构建

与使用有其特定的历史来源和文化因子。透过这些文

化要素，人们也可以从中感悟到黔东南苗家人的思想

观念、情感体系、审美特色，也因此成为黔东南苗族

辫绣的代表符号之一。 

1.1 “以线编辫”的工艺符号 

黔东南苗族辫绣在织造时，首先需要根据辫带的

宽窄、粗细和色相等因素将同一色调的彩色丝线或棉

线按照四根到十几根不等为一组 , 用一种形似板凳

的木制辫带机将丝线编结成一种宽度约为 3 mm 的扁

平辫带，见图 1。其次要剪制绣花底样，勾勒出刺绣

图案的蓝本。苗绣花样在刻制时会根据绣面装饰部位

的大小位置进行调整，将古法制作的白皮纸或红纸裁

好叠齐，并以纸钉加固，然后在上面用铅笔或指甲勾

画出图案轮廓，再放到蜡盘上用斜刀刃（也有刀剪并

用或只用剪刀的情况）进行刻制。图案多是以暗刀或

刺孔组成的结构线，整个花样的造型朴拙洗练、浑厚

粗犷、装饰味浓。再次，将剪好的图案稿样粘贴裱裰

到绣布上，再罩上一层薄皮纸。 后，将编好的辫线

起始端固定后平置于绣布上，按图案轮廓以一定的纹

理由内至外依次循环填绕平整后，另取同色丝线将它

固定成图即可，见图 2。 
 

 
 

图 1  辫带机 
Fig.1 Braiding machine 

 

 
 

图 2  辫绣编织过程 
Fig.2 Preparation process of braid embroidery 

 

由这种特殊的制作工艺可知，相较于在针线的交

织中展现细腻平整的平绣、破线绣等苗绣绣法，辫绣

图案 终形成了表面针向规则、层次丰富、丝辫交错、

线眼清晰的纹饰形态，在方寸之间尽显朴拙洗练、粗

犷厚重之感，渲染出形与色之间的艺术表现力和装饰

意味。这种工艺方式也决定了黔东南苗族辫绣与其他

绣种的与众不同之处，成为辫绣 具代表性的符号。

黔东南苗家人生活环境相对封闭，长期自给自足的生

活，也使得传统民族文化、手工技艺得以保存完好。

“以线编辫”的工艺方式不仅成为了辫绣图案的一种

代表性符号特征，也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表现形式

和结构规律的 终呈现提供了客观的技术加持，是黔

东南苗家人物尽其用朴素造物观的直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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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崇尚自然”的纹饰符号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纹饰符号十分丰富，纹饰特

征明显，主题明确，多数绣片都能直观地判断其纹饰

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动物纹饰、植物纹饰和人物纹饰

这几类。 

本文将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纹饰题材组合形

式分为三类，分别是动植物图组、动物图组、混合图

组（人物和动植物图组），其中动物纹和植物纹出现

的频率较高，见表 1。动物图案主要有龙纹、蝴蝶纹、

鸟纹等。植物图案包括花卉纹、桃纹等，虽然有些植

物纹饰造型表现出明显的程序化特征，但依然可从其

局部看到对自然对象的模糊视觉表象特征。这些图案

题材均出自《苗族古歌》所记载的苗族创世神话，苗

族人民将蝴蝶视为万物始祖，蝴蝶妈妈生出十二个

蛋，吉宇鸟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后诞生了生灵万物和人

祖姜央，蝴蝶纹也因此成为后人崇拜祖先的精神寄托

与情感转化的图腾。在苗族人眼中，把鸟比作男阳是

不分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鸟纹与祈育崇祖的潜意识

有很大关系[5]。龙纹是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中出现十

分频繁的刺绣图案之一，它源于蝴蝶妈妈所诞下的十

二个蛋之一，本在苗族社会中无特殊的地位，但随着

与外界文化的交融与演变，龙纹逐渐呈现出多种形

象，如蛇龙、鱼龙、双头龙、飞龙、蜈蚣龙等。黔东

南苗族的龙纹不像汉族龙纹被封建社会皇家视为

高权力的象征，其形象也并非千篇一律，张牙舞爪给

人以敬畏恐惧之感[6]。他们创造的龙纹形象总体风格

憨态可掬而又充满亲和力，这也诠释了黔东南苗族 

与生俱来的生命平等的共生意识与天地寻常的等级

观念。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纹饰讲究构图上的形式美

感，其图案元素的构成规律主要有两种。 

1）异形同构是将本无关联性的物体通过形态的

相近性联系成一个整体，传达出某种特定的信息，从

而创造出新的意义和价值[7]。如表 1 中编号 4 所示的

纹饰，花朵与蝴蝶交融叠加，互为变化，产生亦花亦

蝶的装饰美感。 

 
表 1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纹饰组合形式 

Tab.1 Pattern combination form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题材组合形式 编号 实物原图 构成要素 图案语义 构图形式 

1 

 

飞龙、猫、花卉等 祖先崇拜、天地寻常 满铺式 

2 

 

蝴蝶、花卉 对生命的尊崇与敬畏 对称式 

3 

 

鸟、花卉 
崇尚自然，寓意后代兴盛、人丁兴

旺 
自由式 

4 

 

蝴蝶、花卉 祈求祖先庇佑，寓意吉祥幸福 对称式 

5 

 

石榴花、蝴蝶 对生命的礼赞与感恩 对称式 

动植物图组 

6 

 

花卉、蝴蝶 自然崇拜，祈求富贵安康 对称式 

7 

 

鸟、鱼等 祈求种族繁衍、平安兴盛 满铺式 

动物图组 

8 

 

龙、蝴蝶 祈育崇祖、子孙繁盛 满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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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题材组合形式 编号 实物原图 构成要素 图案语义 构图形式 

9 

 

猫 保佑子孙健康长寿，驱邪避难 满铺式 

动物图组 

10 

 

双头蜈蚣龙 祖先崇拜、生命平等 对称式 

11 

 

人物、龙、牛、蝴蝶

等 
祈福丰收、降福消灾、风调雨顺 满铺式 

混合图组 

12 

 

人物、鸟、龙、蝴蝶、

鱼等 
自然崇拜、万物有灵 对称式 

 
2）同形异构是将外形相似或相同的两种生物进

行组合，如表 1 中编号 10 所示的双首共身龙纹，其

浓缩凝练了自然界中诸多的元素，介于真实形体与几

何形体之间，借用“双首”的形式来重点强调龙的头

部。这些纹饰或是为了加强视觉效果，或是为了均衡

与对称的讲究，鲜明地体现了“形中之形、象中之象”

的表现手法，体现了苗族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既折射出黔东南苗族万物有灵、生命同源的朴素世界

观，亦表明其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与崇尚之心。 

1.3 “五彩共施”的色彩符号 

色彩作为一种通过视觉获取感知的符号，亦能够
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标志特征，相对于理性的造型艺
术，它能够直观地传达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特质[8]。在
对万物类象的认知过程中，人们通过对颜色进行分类 

 

编码、赋予意义等方式，使色彩成为表达某种特定文
化内涵的象征符号[9]。在色彩的搭配与使用上，黔东
南苗族辫绣图案色彩体现了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普遍
的用色规律，擅长将多种颜色和谐地布置在同一画面
中，以高纯度、对比鲜明的装饰色彩为美。为了对黔
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色彩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本文
借用 NCS（Nature Colour System）自然色彩体系来有
效地获取其色彩特征。首先，将所收集到的辫绣绣片
导入到专业图形软件 Illustration 中提取色彩，并让这
些颜色在装有 NCS 色彩系统插件的调色板中读出色
彩的相应色值。其次，根据色彩编号将其定位到 NCS

自然色彩系统的色相环中。 后，在此基础上对黔东
南苗族辫绣图案色彩的色相进行分析。 

黔东南苗族辫绣的色彩分布范围很广，在色相环
的各个色域中都有所涉及（如图 3a 所示），这展现了 

 
 

图 3  黔东南苗族辫绣绣片色彩提取 
Fig.3 Color extraction of braid embroidery pieces of Miao in southeast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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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辫绣“五色共施”的色彩特征。色彩运用

频率依次为红色调色彩、紫色调色彩、蓝色调色彩、

黄色调色彩、黄绿色调色彩、蓝色调色彩、无彩色调

色彩、绿色调色彩、橙色调色彩，见图 3b。黔东南

苗族辫绣图案的绣布常以红色、黑色或深蓝色为底

色，图案外型以高明度、强对比线条勾勒，在此基调

上配以中度对比色彩进行点 调和。以深蓝色为底的

辫绣绣片，纹饰结构多采用高明度、中纯度色彩，如

紫色、蓝色等，内部细节则以红色、绿色、黄色等高

明度、高纯度的色彩进行装饰，形成视觉上的强烈碰

撞，见图 4a。以红色为底色的绣片，丝线多采用中

纯度邻近色或低纯度对比色，注重色彩的分布位置和 

整体色彩的协调性，如运用蓝色、紫色为纹饰主体颜

色，黄色和淡绿色为纹饰结构色，在这些色彩之间寻

求平衡点，形成丰富而不杂乱、靓丽而不艳俗的色彩

关系，见图 4b。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五彩共施”

色彩符号的形成是因为苗族人善于利用自然环境优

势，依然保留着从植物中提取染料染制布料或是绣线

的传统染色方式，如红色是从椿树皮、茜草等材料提

取而来，靛蓝染料是从植物蓼蓝中提炼而出等。这种

古老的染色方式赋予了精美的黔东南苗族辫绣自然

的气息，是少数民族女性勤劳与智慧的象征，亦表明

了黔东南苗族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美学

内涵。 
 

 
 

图 4  黔东南苗族辫绣绣片色彩提取 
Fig.4 Color extraction of braid embroidery pieces of Miao in southeast Guizhou 

 

2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学要素分析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将逻辑实证主
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对符号理论进行更加系统化
的归类，提出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种研究对象
的符号学学科划分，并且沿用至今，成为了人们广泛
采用的符号学科分类法。莫里斯在《指号、语言与行
为》中提到“莫里斯的符号学划分改变了传统语言学
的研究视角，语构学研究‘符号相互间的形式关系’，
语义学则研究‘符号与其所指示对象之间的关系’，
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10]依循莫
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本文从语构学、语义学及语用
学三个学科的视角及理论维度予以切入、分析。 

2.1  语构学下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关系 

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中，语构学侧重于解

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构成关系。研究涉及到黔东南苗

族辫绣的三个代表符号之间的相互组合关系，就辫绣

图案“以线编辫”的工艺符号而言，其独特的工艺手

法使得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纹饰图案独具粗犷、朴素之

感，通过丝辫盘缠的方式造就了凹凸有致、造型圆润

的图案艺术。同样，辫绣图案形态作为黔东南苗族文

化内涵的物态承载，其纹饰形态虽然来源于自然与生

活，但并非仅是对自然事物的客观摹写，而是在各种

形象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对具象事物进行抽象化、夸

张化的处理后形成的。通过动物纹饰和植物纹饰等不

同符号要素的组合方式，来强调“崇尚自然”的朴素

世界观。“五彩共施”的色彩符号也是展示黔东南苗

族辫绣图案艺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黔东南苗家人

从当地特有的植物中提取染料，结合实际生产技术，

染制出多种颜色，并将其映射在布料之上，呈现出“五

彩共施”的视觉效果，是黔东南苗家人色彩观的真实

写照。这三个符号之间既独立存在又相互统一，工艺

符号为纹饰符号的呈现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

方式；色彩符号以视觉感知与视觉交流的形式，为纹

饰符号的呈现赋予了寓意性与色彩风格；纹饰符号在

这两者的加持下引导人们关注视觉物象的本体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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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实现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

一融合。 

2.2  语义学下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解读 

索绪尔（Saussure）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

的符号”，语义学研究的也就是符号的所指、能指与

两者间意象作用之间的关系[11]。对于黔东南苗族辫绣

图案视觉符号的语义学，主要从符号的外延语义（能

指）和内涵语义（所指）两方面进行分析。能指主要

是指黔东南苗族辫绣的规律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即物

质要素，涉及到工艺、纹饰和色彩符号。所指主要研

究黔东南苗族辫绣隐藏在符号背后的内涵语义，即非

物质要素，涉及各符号之间的文化信仰、思想观念、

审美特征、象征意义等(如图 5 所示）。 
 

 
 

图 5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语义解读框架 
Fig.5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Miao braid em-

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在传统审美观念的基础上，

通过工艺、纹饰与色彩等元素，运用“以物达意、物

意一体”的造物逻辑与感知方式，创造出本民族独特

的视觉形态体系，这些元素或形态便蕴含了文化或精

神层面的意涵，具备了符号的作用，经过不同历史时

期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这些符号语言至此形成完整齐备的语义。对应于苗

族，这些符号是外在形式和内在意义这两者之间关系

的肯定，每一种符号都和一种恒定的意义相结合。只

有当符号通过内在意义的浸润获得了灵性与活力，其

外在形式才会被作为审美对象[12]。 

2.3  语用学下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关系 

语用学旨在以使用者为视角，解读符号与符号使

用者之间的关系[13]。分析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在现实

语境中的应用与社会性意义，有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

解黔东南苗族辫绣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黔东南苗

族辫绣图案的应用载体主要为苗族传统服饰、配饰、

背面等，被广泛运用在上衣的领、襟、袖，以及背儿

带处。辫绣图案在服饰载体上的应用主要突出装饰

性、寓意性和实用性，使用者主要是黔东南苗家人，

在日常生活或节日盛典中穿着。随着文化旅游市场的

发展，其应用载体也在使用者的演变中潜移默化地发

生改变，如耳环、T 恤、背包等文创旅游产品。一方

面，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常以物质载体记录文化

事件与民族信仰，黔东南苗族辫绣的传统工艺和图案

符号成为承载民族文化的 佳载体，并依附于多种工

艺品种和图样样式作为视觉符号的语用载体，成为民

族文化向外展示与传播的媒介；另一方面，饰有精美

图案的黔东南苗族辫绣织绣品在被使用的过程中，部

分购买者已经将其视为当地民族文化符号的象征，用

来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和购买欲，而黔东南苗族辫绣

图案的文化传承性和社交性也被进一步加强。 

3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在文创产品中

的设计转化 

符号学对现代美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

用，它作为一门研究符号和意义的学科，为现代美学

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符号学视域下通过对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视觉符号元素的解构与分析可

知，辫绣图案具有工艺独树一帜、纹饰造型多样、色

彩绚丽多样等美学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美

学优势，并具备丰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积淀。随着信

息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文化语境的冲击下，人们的需

求也逐渐从物质层面逐渐过渡到精神层面，用户在消

费“文化”的过程中，除了关注产品的外在信息，也

更加注重文化产品自身传递的某种特殊意义及其背

后蕴藏的内在因素[14]。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通过将

现代设计方法介入到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中，不仅拓

展了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传承路径与传播载体，也

有助于寻求辫绣图案符号与现代化市场需求的匹配

路径，从而使其在时代的嬗变中继续发展下去。 

3.1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文创产品设计流程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设计

转化，以莫里斯的符号学视角对符号元素的分析为前

提，从语义、语构和语用等维度构建符号学的解读与

转化体系，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进行创新设计，与

“意”“形”“用”等层面对应，使黔东南苗族辫绣图

案符号元素 终转化为可以被感知、理解的文创产品

体系，设计流程见图 6。 

1）在语义维度层面，在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

工艺、纹饰和色彩符号特征深层内涵的基础上，建立

图案图谱，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形态显性文化与隐

性内涵因子进行整体解析，深入分析黔东南苗族辫绣

纹样的符号特征，概括、提炼并简化代表性符号对象。 

2）在语构维度层面，利用平面构成的设计方法

对其符号元素进行重组与再设计，采用均衡对称的构

图方式对图案进行创新演变，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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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符号学视域下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流程 
Fig.6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 design process in southeast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进行创新设计转化，探索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创新拓

展的可能性，赋予其时代性和现代性。 

3）在语用维度层面，以现代生活美学价值为切
入点，寻求图案形式、内涵与现代文创产品载体的关
联性，探析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融入现代生活的新
载体与新形象，强化符号认知与符号价值，实现设
计转化。 

3.2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因子的提取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因子的提取是其设计
转化的基础，能够多维度拓展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生存
与运营空间，不仅能够丰富文创产品的设计语义与文
化内涵，而且能让具有民族认同感的图案与色彩获得
现代意义，从而促进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现代化活
态传承。 

3.2.1  图案元素的提取与简化 

本文在提取图案元素时采用元素提炼法和抽象

简化法。元素提炼法是指从数据分析后的原有经典图

案中提取重要的设计元素或设计因子[15]。抽象简化法

中的“抽象”是指将事物中共同的、本质的、具有代

表性的属性进行抽离，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

“简化”则指通过提炼、概括等方式使复杂的事物变

得简约，目的是突出事物的本质或典型特征[16]。本文

从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崇尚自然”的纹饰符号中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龙纹、蝴蝶纹、花卉纹、鱼纹、鸟纹

作为初始元素。首先，运用元素提炼法从这些初始元

素中提取出所需的设计因子，由于辫绣图案是以弯曲

辫带层层盘绕的特殊工艺方式汇聚而成，因此这些纹

样元素均呈现出多重层次的视觉效果。其次，运用抽

象简化法对这些设计因子进行形态上的简化。在保留

辫绣工艺多重层次效果的前提下，规范纹饰的结构走

向，去掉多余线条， 后将其改良为造型流畅、形象

清晰的纹饰表现，以此带来新的视觉美感，为黔东南

苗族辫绣纹样的设计转化提供详实的造型符号元素。

此次提取的纹饰设计因子在表达形式上灵活多变，主

要由曲线、弧线和圆形构成。从美学视角分析，具有

圆润饱满、朴实和谐的艺术美感，见表 2。表 2 中编

号 1 绣片提取的是龙纹和花卉纹。龙纹元素为自由组

合的不对称纹样，分为龙头、翅膀、龙身与龙尾几部

分，在翅膀和身体的下方均有“L”型装饰。花卉纹

在对称的美感中又追求差异化，花朵部分由两个卵形

组成，枝干由曲线构成。表 2 中编号 2 绣片提取的是

鱼纹、鸟纹和蝴蝶纹，这一组设计因子在外形上兼具

抽象性和具象性，特征明确且易于识别。鱼纹在结构

上呈团状，充满动感。鸟纹在造型上强调翅膀和尾巴

的动势走向和比例关系。蝴蝶纹则采用俯视视角来表

现出两只翅膀的外部特征与灵动之美。表 2 中编号 3

绣片提取的是石榴花纹和蝴蝶纹。这两者在外形上均

为左右边线的对称形状，仅用几根弯曲多变的线条就

生动地呈现出石榴花与蝴蝶之间的动静状态。 
 

表 2  纹饰元素提取 
Tab.2 Extraction of decorative elements 

编号 实物图案 图案元素提取 

1

 

2

3

 
 

3.2.2  色彩元素的提取与凝练 

色彩作为现代设计中的视觉表征元素，对设计风

格的决定和设计氛围的烘托有着直接作用。色彩的变

化会让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波动，各类不同消费人群对

色彩的感知与喜爱会有所区别，因而丰富的、多样化

的配色方案对文创产品设计来说尤为重要[17]。因此，

本文在“五彩共施”色彩符号的基础上选取了三个具

有代表性的不同色系绣片，使用 Photoshop 软件，对

图片的主要颜色进行提取，见表 3。表 3 中编号 1 辫

绣绣片现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从台江县征集而来，

它是在黑色的底色上以不同深浅的黄色、黄绿色等同

类色为主，局部点 紫色进行冷暖对比与调和，整体

色调统一和谐，内敛而又含蓄。表 3 中编号 2 为台江

县苗绣非遗传承人石传英所创的浩邓苗族民间博物

馆收藏的辫绣绣片，在红色的底色上，采用低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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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蓝色进行纹饰刺绣，各个色块所占面积不等，

使色彩关系出现强弱对比，以此达到整体的视觉均

衡。表 3 中编号 3 绣片为笔者在雷山县郎德苗寨调研

中所收集到的辫绣绣片，其色彩运用广泛，整体色调

明亮而又充满现代韵味，局部的玫红与绿色、黄色、

蓝色等冷暖色调的对比形成了丰富的视觉层次感。 
 

表 3  色彩元素提取 
Tab.3 Extraction of color elements  

编号 实物图案 色彩元素提取 

1 

  

2 

  

3 

  
 

3.3  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与应用 

3.3.1  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具有质朴和色彩绚丽的特

征。但笔者发现，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多为平铺式构

图或中心对称式构图，绣片中心位置多为单独动物纹

或植物纹，四周填充以其他动植物图案，如花草、蝴

蝶等。这些图案通过构图、色彩与线条之间的夸张、

变形，以及自由组合等艺术手法被组织在同一画面

中。这样的构成方式虽然能够给人以直观的视觉体

验，使观者清晰明了地获悉其内容，但仅是将提炼出

来的原有图案以这种平铺直叙的设计手法套用到文

创产品设计中是不能与现代设计审美需要相契合的。

因此，本文采用形状文法和符号的重组重构法对黔东

南苗族辫绣图案进行设计转化。 

形状文法是图案纹样设计中常用的一种研究方

法[18]，其常通过移动、缩放、旋转、镜像、置换、增

删等演变规则，在保证核心元素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纹样创新设计演变。本文将独具特色的龙纹、花卉纹、

蝴蝶纹等纹样通过多次形状文法的变化规则（如图 7

所示），派生出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黔东南苗族辫绣

图案纹样。在此基础上，运用二方或四方连续的构图

规律对这些图案纹样进行重新构造组合（如图 8 所

示），并根据所提炼出的色彩元素进行着色，使其成

为具有时代性与艺术性的创新纹样形式。根据黔东南

苗族辫绣图案“纹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民族传统，

创新演变后的龙纹，是取其“风调雨顺、驱邪避灾”

的文化语义，花卉纹强调“热爱自然、平安健康”的

文化意涵，蝴蝶纹则是“祈求生活美满、幸福安康”

的美好愿景。使用形状文法和二方或四方连续演化生

成的具有规律性、创新性的黔东南苗族辫绣纹样，既

保留了传统纹样的典型特征，又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

案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奠定基础。 

符号的重组与重构是现代设计中视觉元素表现

的重要方法[19]，以此方法对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所提

取的设计元素进行抽象变形或解构重组，在保留中心

对称式构图的基础上，运用平面设计的构成原理，尝

试打破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平铺式构图方式，通过

增加图案中的圆形和方形元素，以轴心对称的方式将

所提取的符号元素以相互叠置的表现形式来体现各

符号元素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韵律感与节

奏感，增加其符号元素的神秘感，从而激起观者的视

觉感知和关注度。方案一（如图 9a 所示）以花卉纹

为中心图案，周边辅以龙纹、鸟纹、蝴蝶纹等元素，

打破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元素的常规排列规律，

结合现代设计均衡与对称、节奏与韵律兼顾的形式美

法则，将纹饰元素进行排列组合，且图形符号之间以

低饱和度的色彩关系来淡化图案间的色彩冲突。方案

二（如图 9b 所示）以对称龙纹为主视觉的中心元素，

采用玫红和绿色这组对比鲜明且颜色丰富的色彩搭

配，基于整体与局部之间大调和、小对比的配色思路，

以邻近色和对比色的点 ，调和丰富图案的层次关

系，使图案设计符合对比适度、艳而不俗的现代美学

原则，明快色调的图案整体和谐呼应，给人以温暖祥

和之感。方案三（如图 9c 所示）是以单个龙纹作为

构图的主视觉中心点，将蝴蝶纹、鸟纹和花卉纹围

绕中心图案进行重复而有规律的排列，采用方圆结合

式构图，以便形成视觉流动，采用蓝色、绿色、红

色等高饱和的色彩来概括丰富的纹饰物象，在色彩

的秩序与和谐上尝试寻求突破，追求多层次的对比

变化效果。 

3.3.2  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方案应用展示 

为了迎合当下的审美理念，文创产品的主视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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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因子形状文法演变 
Fig.7 Evolution of Shape Grammar for the Design Factor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图 8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因子二方/四方连续构图演变 
Fig.8 Evolution of two/four square continuous composition in design factors of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s in southeast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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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设计在遵循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特点的基础上，以

多样化的配色和图案组合方式呈现，以现代产品设计

的实用性、文化性、审美性为指导原则，将带有黔东

南苗族辫绣图案符号特征的文化元素以文创产品为

载体进行语义和文化内涵的关联。考虑到黔东南苗族

辫绣图案的承载形态与实用功能，对其功能和形态进

行创新转化来适应现代生活的审美需求，是黔东南苗

族辫绣图案创新发展的新途径。因此，此次主题文创

产品设计 终以文创礼盒的形式呈现，分别为“夏日

炎炎”户外文创礼盒与“苗之物语”纪念文创礼盒，

见图 10。以系列化文创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体

验，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引起观者进一步

挖掘和探讨该文创产品视觉表征背后隐藏的深层含

义的兴趣，打造出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

美的黔东南苗族辫绣文创产品。 

黔东南地区夏季风景优美，但温度较高、紫外线

较强，“夏日炎炎”户外文创礼盒从降温防晒这一视

角出发，在满足功能需求、审美需求和文化需求的基

础上，结合当下流行的设计风格，设计出防晒帽、晴

雨两用伞、便携水杯、折扇、防晒冰袖，以及口罩等

产品，将经过创新演变的图案设计运用到这些载体

中，使这些创新设计后的纹样形式整体和谐而又有呼

应，繁复而不失美感，提升了产品的精致感与时尚度，

见图 11。以冰袖设计为例，其灵感来源自花卉纹常

用于袖口的使用传统，同时根据花卉纹中的花瓣具有

循环共生、周而复始的特点，以冰袖这一产品载体将

寓意着幸福美好的花卉纹代入到现代生活中，不但能

够让受众感知黔东南苗族辫绣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还

可以使受众在符号消费的过程中增强符号认同感。同

时，“夏日炎炎”户外文创礼盒还能够完美契合用户

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多种使用场景。无论是来黔的外

来游客还是在黔的本地居民，在户外活动中使用这一

组防晒产品都可以有效地防止紫外线伤害，遮挡阳

光直射，降低身体温度，消费者也可以在流动的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向周边人群宣传黔东南苗族辫绣文

化符号。 
 

 
 

图 9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方案 
Fig.9 Design scheme for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 in southeast Guizhou 

 

 
 

图 10  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文创礼盒 
Fig.10 Qiandongnan Miao braid embroidery patt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gift box 

 
“苗之物语”纪念文创礼盒主要是从纪念性和实

用性出发，考虑到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实用功能主

要体现在绣片、服饰或背儿带等物品上，因此选择丝

巾这一兼具实用性与纪念性的织物载体，并将经过创

新设计后的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纹样运用到丝巾上。

丝巾可系在颈间、缠在手腕、扎于发尾、绑于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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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多样化的图案与配色来满足消费者的多种搭

配需求。基于前文可知，经二方或四方连续创新演化

的苗族辫绣纹样为矩形条状，根据此特点，结合纸胶

带产品使用，取其连续不断的外形与“福意连绵”的

寓意，为消费者打造出沉浸式的纹样体验。这一系列

的文创礼盒还包括香熏蜡烛、无线耳机盒、生活挂件、

杯垫等，以纪念品的形式进行展示结合。这些体积较

小的文创产品不仅便携，而且在生活中使用频率较

高，便于消费者购买后长久保留，见图 12。“苗之物

语”纪念文创礼盒在保障功能与审美的基础上，将黔

东南苗族辫绣纹样所蕴含的“富贵安康”“驱邪避难”

“子孙繁盛”等意蕴，通过文创产品这一介质进行可

视化呈现，实现文化价值与现代产品的衔接，使这些

纹样符号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展现出其所蕴含的独特

精神内涵，既能够拓宽大众接收的维度，实现对传统

民族纹样的感知与理解，又能带给用户丰富的文化体

验与情感共鸣。 

此外，随着社交媒介的广泛运用，如何利用电子

媒介进行设计转化，实现静态视觉符号的生活化，增

强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是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设计转

化的又一关键所在。近年来，微信红包封面一直受到

用户的追捧与喜爱，诸多品牌方也开始运用这种形式

进行品牌传播与营销。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也应抓住

这一契机，将已有的设计方案与微信红包封面相结

合，来增加其曝光度和知名度。此次微信红包封面设

计包括：红包封面、聊天气泡和领取页面三部分（如

图 13 所示），通过提取和重构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

符号语言，并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来提升受众的新鲜感

与舒适度。当用户领取到自己中意的红包封面后，会以

向他人展示或发朋友圈的方式实现多方互动，既满足

用户的社交需求，也在无形之中实现了对黔东南苗族

辫绣文化的交流与宣传。以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为主

题的微信红包封面设计使传统图案纹样不再囿于普通

媒介载体，改变了人们对民族图案只能依附于布料或物

品的传统认知，将其符号语言的传递路径拓展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用户在使用微信红包时就能够获取一

定的情感体验。同时，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视觉符号

也借助现代的社交媒介实现了转型，从而丰富了人们

的体验形式与情境价值，兼顾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形

式美感，凸显出黔东南苗族辫绣的艺术价值与时尚度。 

 

 
 

图 11 “夏日炎炎”户外文创礼盒 
Fig.11 Summer heat outdo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gift box 

 

 
 

图 12  “苗之物语”纪念文创礼盒 
Fig.12 Miao Zhi Wu Yu commemorative cultural and creative gif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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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微信红包封面设计 
Fig.13 Cover design of WeChat red envelope 

4  结语 

辫绣图案已成为黔东南苗族刺绣文化的一种图

形艺术符号，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诠释与传递着族群历

史、造物法则和审美情趣等各种信息，是符号语言的

集中展现。本文总结了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中的三大

符号特征：“以线编辫”的工艺符号、“崇尚自然”的

纹饰符号，以及“五彩共施”的色彩符号。在此基础

上，运用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法理论体系，从语构、语

义和语用的层面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地阐

述分析，深度挖掘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为辫绣图案在文创产品中的创新设计提供了理

论支撑。不仅如此，本文进一步提取出黔东南苗族辫

绣的经典符号元素，将其进行抽象变形与解构重组的

再设计， 终设计出以黔东南辫绣图案元素为题材的

主题文创产品。本文为黔东南苗族辫绣图案的符号学

研究与设计转化的探讨，旨在用现代设计语义唤醒传

统文化蕴藏的内在活力，为实现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

时尚设计的交融与传承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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