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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构成女书新的视觉形态,并结合瑶族服饰色彩将女书视觉形象与校服进行融合创新。提炼出适应于地域文化发展的

设计范式,为区域文化的活态化传承与创新提供更多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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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地区校服设计现状与女书传承发展分析

校服是每个人学生时代的必需品,承载了一代又

一代人的青春,校服对特定的校园文化具有直观的诠

释作用,是一所学校甚至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名片。教

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意见》中指

出,校服是培育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育人

价值和审美功能。由此可见,校服除了在质量、功能上

需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对于美感及文化的培育也尤

为重要。笔者在针对湖南地区中小学生校服调研中发

现,目前湖南地区校服设计存在美感不足、文化传承较

为薄弱等现状。因此,如何将校服与地域文化相融合,
是湖南地区校服设计亟待解决的问题。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一支,其中“女
书”是湖湘地区独有的文化形态,女书所容纳的文化内

涵和美学意蕴一直以来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宝库。20
世纪末开始,以宫哲兵、赵丽明为代表的学者们,向世

界各地传播女书文化,这种独特且罕见的女性文字逐

渐被世界所了解,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人文学、民族

学等诸多学科,并逐渐转向设计领域。目前,女书设计

衍生出众多特色的文创产品。但在服装领域的设计研

究还较少,由于传承渠道较少,与现代生活连接度不

高,女书难以被大众所认知,而女书背后所蕴含的坚

韧、勇敢的精神内核能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弘扬社会正能量。因此,笔者以女书文化作为切入点,

对湖南地区中小学生校服进行融合设计研究,尝试将

两者建立共性连接,使校服在体现校园风貌的同时,传
承湖湘地区特色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更好地发挥校

服的德育教化功能。

2 江永女书的文化价值特征与基因谱系构建

2.1 女书的文化价值特征

女书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别文字,起源于湖南

省的江永县,所以又被称作“江永女书”。江永女书是

一种记录永明土话的文字,中国过去的封建思想剥夺

了女性读书识字的机会,江永流域的女性聚在一起通

过织布绣花传达交流情感,在织布绣花图案的基础上,
共同创造了这种文字。2005年10月,女书以“全世界

最具性别特征文字”被收入《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2006年5月20日,女书习俗被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女书”在其文字学、语言

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文化史和民间文学等多学科

领域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被国内外学者叹为“中国

文字史上的奇迹”。

2.2 女书文化基因谱系构建

2.2.1 江永女书文化基因挖掘

江永女书主要运用的基因挖掘法有感知挖掘法、
谱系挖掘法、地域挖掘法、含义挖掘法和跟踪挖掘法。
感知挖掘法主要是对女书的字体笔顺、书写方式等方

面进行分析与整理。谱系挖掘法则着重于分析江永女

书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地域挖掘法

主要是挖掘江永地区一带的地域文化特征,分析其与

女书文化基因内涵之间的关系,结合地域文化特征更

好地对女书文化基因进行提取。含义挖掘法主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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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中不具有明显性传承的文化要素。跟踪挖掘

法主要分析江永女书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过程,
根据时间线来对江永女书的脉络进行梳理。

2.2.2 江永女书文化基因提取

依据江永女书的文化特征分析,从视觉识别和文

化识别两个方面,分别对其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进行

因子提取。
显性基因主要从女书字体的构图形式、工艺特征

两方面进行提取。在构图形式上,女书笔画纤细均匀,
字型弯曲细小,似蚊似蚁,称为“长脚纹”或“蚊形字”。
从文字形体上来看,女书的字体呈现出一种长菱形的

形体,斜线交织,右上高,左下低,书写较为简便,其笔

画分为点、竖、斜、弧4种。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女

书进行研究,女书书法家发展出“楷体”“直头”“刀笔”
“重头”“回头”“减笔”等多种女书艺术形式;工艺特征

方面,女书是通过女性聚集在一起手工艺劳动产生的,
传统手工艺是承载女书文化的物质载体,以刺绣为例,
往往没有进行草图的绘制,凭借经验进行创作,将女书

文字与民族图腾相结合,用黑线或白线绣出有规律的

方格,形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纹样,常用于民族服饰

的边缘及图案装饰,整体呈现出传统图案的对称、规律

美。
隐性基因主要从字体涵义与文化精神层面进行提

取。深入探究江永女书笔顺特征的内在创作意图,结
合产生时期女性社会地位进行思考。了解女书字体的

基本涵义,包括女书的特色和功能。长久以来,女书仅

在女性之间传播,是女性所独有的一种交流方式,在
女书的发源地江永,由于传女不传男,因此男性对女书

书写及内涵不甚了解。女书采用的是家传式的传承模

式,由母亲或者其他女性长辈传承下一代的女孩。与

传统汉字相比,女书虽然没有表意功能,但可通过表音

功能传播。因此,它不仅能够用书面形式记载,还能够

编写为唱本进行传唱,将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进行结

合,充满当地文化气息。文化精神层面,女性通过女书

进行交流来排解心中的郁结,获得精神上的宽慰。因

此,女书是当地女性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女书的产

生象征着女性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女性的自我意识崛

起,女性希望通过女书表现自我,体现的是江永妇女追

求平等、自由和解放的精神。

2.2.3 江永女书文化基因框架构建

将归类好的女书文化基因进行三级谱系级别构

建,对江永女书文化基因分层级进行细化形成江永女

书文化基因谱系图(图1)。江永女书文化基因图谱可

从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视觉形态三模块搭建,其
中,意识形态包括人文地理、风俗习惯、使用功能、审美

意蕴、精神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划分为女红与文学;外
表构成可分为女书字体形态、艺术特征、笔画结构、组
合方式4个部分。在女书文化基因框架的第三级构建

中,细分每个基因的要素,进行符号提取,构建具有设

计功能的元素库,并思考女书文化的创新性,为传统文

化与校服设计的关联性构建提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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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永女书文化基因谱系图

3 江永女书文化基因与校服融合设计方法

通过对谱系中的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提炼,以外

表构成中的字体形态、组合方式等视觉形态进行造型、
图案、色彩的转化设计,女书文字素材选取“阳光”“朝

气”等词语,涵义契合新生代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以直接应用和间接应用等设计方法构成女书新的

视觉形态并与校服进行融合设计。

3.1 直接应用方法

直接应用是指将图案与产品在设计过程中直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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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或将图形、色彩、材料等创意元素经过简单的变换

后直接转移到设计产品的外观上。它属于一种客观

的、可视性强且易于理解的表达形式。通过对女书的

文化字符进行形态提炼,再加以简单的设计创作,将其

直接运用在设计中。以女书文字“阳光”为例,直接提

取字体原本造型,结合女书字体圆弧特征对其进行镂

空设计,再填充色彩,如藏青色、蓝色、白色等,见表1。
颜色的多种组合将女书传统字体赋予了新形式的设计

感,在校服的融合设计中,直接应用也可直观地输出字

体的动感及字体涵义,女书的纤巧形态结合新生代的

阳光、活力,使校服更加灵动具有生气。
表1 女书直接应用法设计步骤

(a)文字素材 (b)元素引用 (c)排列图形 (d)融合设计

3.2 间接应用方法

3.2.1 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指减少不必要的装饰元素,去除繁琐

的设计。将具有设计价值的图案加以简化提炼融入到

设计作品之中,简约传神又不失意蕴。女书文字多且

复杂,简单象征性概括其图形元素,进行以点、线、面元

素为主的多样化平面化处理,可以增强其现代感与流

行感。例如表2中将女书文字“飞扬”原本的点、弧、斜
特点用几何圆形与长方形等形式进行简化改造,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四方连续变化,以实现现代平面设计的

简化视觉效果。在与校服的融合设计中,整齐排列的

几何图形给人一种平稳、安定的视觉感受,避免大面积

的重叠感,可使用在校服的门襟、袖口、袋盖等局部设

计中,从而为校服细节增添形式美感。
表2 女书化繁为简法设计步骤

(a)文字素材 (b)元素化简 (c)四方连续 (d)融合设计

3.2.2 抽象变形

抽象变形是设计中常用的创意方法,是基于图形

原生态的韵意和结构造型的特点,以直觉与想象力为

创作的出发点,对原先传统构成形式进行抽象的解构、
变形与重组,使其图形更具有广泛、灵动的寓意性。表

3将女书文字进行抽象化简之后,重新打乱其文字原

始的组合秩序,不受束缚地来进行全新的排列创作,最
后变换颜色,使整个设计画面更具有抽象感与联想魅

力。在与校服的融合设计中,其抽象的字体设计可以

图案形式应用于袖子、裤子等局部印花装饰中,为校服

原本单一的色彩注入趣味特征,增强服装整体的灵动

性。
表3 女书抽象变形法设计步骤

(a)文字素材 (b)元素变形 (c)排列图形 (d)融合设计

3.2.3 重复构成

重复是设计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重复是指同一设

计中的骨骼、形象、大小、色彩、方向等,在一定的安排

下,有规律、有秩序地反复出现,进而创造出新的图案

形象,重复构成使设计元素更具有安定、整齐和规律之

感,从而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节奏韵律感,表4
中,以女书文字“阳光”素材为例,将其作为独立纹样,
运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多种排列方法,构以繁复造

型。但重复构成容易产生视觉疲劳,因此,与校服融合

时,考虑其复杂程度,可巧妙运用于校服女装的裙摆褶

裥 ,也可将纹样的明度降低,使校服设计既具有节奏

韵律又可遵循校服设计的简约大方原则。在设计中结

合民族服饰中的百褶裙结构,使其更具有民族底蕴。
表4 女书重复构成法设计步骤

(a)文字素材 (b)元素重复 (c)四方连续 (d)融合设计

4 女书元素融入中小学生校服设计实例

4.1 女书与校服融合设计构思

校服在版型设计上,主要选取运动服款式,追求穿

着的舒适感。为改善湖南地区中小学原有校服的性别

模糊问题,女生校服采用衬衫和裙子,男生采用衬衫和

裤子,强调增加性别差异。由于青少年学生正处于成

长期,体型身高差异较大,增加尺码分类,可以更好地

符合人体工程学。纹样方面,将展现青少年良好精神

面貌的词汇“朝气”“阳光”“飞扬”转化为女书的文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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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再经过直接运用、化繁为简、抽象变形等方式,
在保留文字框架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将女书文字进行

几何化,使其字体变得更具装饰性,增加了结构的艺术

性。在单位字体图案设计变化之后,将图案运用于校

服的合适位置上。例如将其直接运用于上衣胸前位

置,或将其运用在袖子、裤脚边缘,亦或将其运用于裙

子底纹等,小面积地运用字体图案,使其既具有校服标

准的简洁特点,又能够较好地融合江永女书的文化特

色。配色方面,以瑶族服饰色彩为参考,选取蓝、橙两

色为主色,以蓝色为主基调,点缀具有活力朝气的橙色

文字图案,大面积蓝色使校服颜色整体呈现简单大方

的特点,而小面积橙色又增添了青少年独有的青春活

力与朝气特点,蓝橙两色为互补色,将其搭配起来,会
使校服设计具有醒目的效果,也加强了校服设计的视

觉冲击力,从而使得校服设计更具标识性。同时在设

计过程之中融入隐性基因,将女书文化中的社会元素

与思想情感,如价值信仰、社会观念等,通过图案传递

情感价值,将校服设计进一步个性化、情感化。

4.2 女书与校服融合设计效果图展示

校服设计分为春秋款、夏款、冬款3种类别。在校

服号型、性能、面料上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中小学生校

服标准,强调安全、环保、柔软、舒适、耐洗、透气等功能

性。依据设计构思绘制出设计效果图(图2)。

图2 女书与校服的融合设计效果图

5 女书文化应用在中小学生校服中的意义

5.1 改善校服现状,提升社会审美

女书与校服的结合,让校服设计变得更加多元化,
款式的增加及改变,打破人们对于校服的固有印象,校
服的文化融合,让校服增加时尚魅力的同时,展现传统

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这极大提高了校服的文化价值与

审美价值。

5.2 构建校服品牌,拓宽校服市场

校服的受众群体较为广泛,分布密集,女书与校服

的融合设计方法,可提炼成设计范式,应用于多个地区

校服样本参考,形成湖南地区独特的校服产业链,能够

提高学生或消费者的消费热情,让他们不再是被动地

去接受校服,这会更加有利于校服行业的发展,推动校

服品牌的构建。

5.3 推广地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将女书的艺术特征运用到中小学校服上,塑造出

带有湖湘风味的特色校服,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学

生能直观地感受女书文化,有利于推广与传播地域文

化,更好地将女书文化在艺术领域得到延伸。服装是

自身民族文化的体现,校服更是如此,将女书元素与校

服相结合,能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归属感,更加坚定文

化自信。

6 结束语

针对当下校服文化彰显薄弱等问题,提出文化融

合设计的思路。江永女书是湖湘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通过分类视觉形态的显性基因与精神内核的隐性

基因,可以更系统地归纳设计元素及深层内涵。对江

永女书这一元素进行研究和实践,推动女书元素在服

装领域的应用,也加强中小学校服的文化内涵及审美

价值。本文所提出的融合设计方法可提炼成设计范

式,为后续地域文化融入服装等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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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omfortofHoodedSportsSw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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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comfortofhoodedsportssweaterwerestudied.Bycontrollingthesubjectiveandobjective

equivalentfactors,thebestcomfortforthehumanbodycanbeachievedwhendesigninghoodedsportsswe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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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DesignoftheSchoolUniformandJiang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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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Siyi,LINWenjing,XIESisi*

(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Toimprovetheculturalvalueoftheschooluniformsofstudents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inHunan,theinte-

grationdesignmethodofschooluniformwasstudiedcombingwithwomaneseculture.Theculturalgenepedigreeoffemalescriptwas

constructedby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Thewomaneseculturalgenewasexcavated,andthewomanesefontstructurewas

disassembled.Thenewvisualformoffemalescriptwasformedbydirectapplication,indirectapplication,abstractdeformationand

otherdesignmethods,whichwasappliedtotheschooluniforminnovationcombinedwiththecolorofclothesinYaonationality.The

designparadigmadaptedtothedevelopmentofregionalculturewasextractedtoprovidemoredesignideasandmethodsfortheactive

inheritanceandinnovationofregion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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