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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案纹样是服饰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分了解其起源、取材与组织形式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把传统服饰纹样

及其寓意植入当代,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纹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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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原始社会初期的身体裸露到古代章服制度的形

成,经历了漫长且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服饰图案纹

样作为装饰性纹样,在赋予服装美观与深意的同时,也
为中华历代服饰发展进程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丰
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图案纹样的起源

追根溯源,服饰纹样源于古代人民对环境的适应。
在物质不丰富、科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我们祖先从对

环境的茫然无知到逐渐适应,一切活动与生活都依赖

自然。他们靠捕鱼、狩猎为生,把这当作是大自然的馈

赠。在满载而归时,对上天的赐予进行感谢;在一无所

获时,对上天进行祈求,形成了那个时代的祭祀活动。
他们对天地与自然有着很强烈的追求与崇拜,当受到

太阳的光照与温暖时,形成了对太阳的崇拜。当祖先

们对自然了解深入、透彻后,受自然现象和动物形态的

启发,把这些形式记录下来,形成了图腾崇拜。这些图

腾一开始画在墙壁上或者其他生活器具上,在面料出

现后,作为图案纹样出现在了服饰上,让服装变得富丽

多彩又含有深意。

2 图案纹样的取材

图案纹样的素材大多来自于自然,祖先把所崇拜

的各种自然形态进行了加工、重组,形成了富有寓意的

图案纹样。从取材出发,大致可以分为以植物、动物、
人物和景物为主的具象图案纹样,以及以几何图案为

辅的抽象图案纹样[1]。
植物图案纹样:主要以花草树木作为原形,在服饰

中应用较广。如忍冬纹、莲花纹、缠枝纹、牡丹纹等被

充分应用在袖口、领口、前襟和下摆来作为装饰,在现

代少数民族服饰中依然可以见到。
动物图案纹样:由动物形态、动势变形而来。较植

物图案纹样来说,形态更多变。而图腾崇拜很大程度

上是从对动物的崇拜发起的,可想而知,动物图案在服

饰图案中占有极重的地位。动物图案在明清时期被充

分地应用在了官员的朝服上,绣禽表文、绘兽表武,通
过所绣禽与兽的不同,来表明官员的官位与身份。现

在有些长辈仍然会依照旧俗来为新生儿制作虎头鞋、
虎头帽,表达对孩子的祝福,这也是动物图案的一种延

续。
人物图案纹样:主要以神话人物、戏曲人物、劳作

人物为主,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景物图案纹样:以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山川平原

和亭台楼阁等风景为主。应用没有动、植物纹样广泛,
但所表达的意境是其他图案不可比拟的。例如动态流

畅、寓意高升如意的云气纹,从古至今一直被世人所赞

赏。
几何图案纹样:是把自然中的复杂图案进行概括

再呈现的一种图案。如雷纹的简化形式回纹,就属于

几何纹样,因为图案的连续不间断性,而被赋予了吉祥

的寓意。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寿字纹、福字纹

等字花纹,也属于几何图案纹样。

3 图案纹样的组织形式

图案纹样主要有3大组织形式,为单独纹样、适合

纹样和连续纹样[2]。
单独纹样以一个独立图案为主体,与周围其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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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没有直接联系也不相互限制,没有轮廓线,是可以单

独存在且具有一定表现意义的图案纹样。在服装、服
饰中可单独或组合出现,形式多为对称式和均衡式。

适合纹样以一定的轮廓作为限制,是在特定的空

间内形成的内部结构和谐、外部结构完整的特定形状

的纹样。在服装中多用于特定的部位,形式多为填充

式、角隅式和边框式,具有独立性,可以单独使用。
连续纹样是以一个单独的花纹或图案为基本单

位,进行重复排列、无限循环形成的图案。其中向左、
右或上、下2个方向进行连续排列的图案被称为二方

连续纹样,形式可以是水平式、垂直式、圆环式及波纹

式等,多应用在领口、袖口等边缘位置作为装饰花边;
向上、下、左、右4个方向同时做重复排列的图案被称

为四方连续纹样,形式多为点缀式、连续式。

4 传统图案纹样的应用

据文字记载,服装上最早出现图案纹样是在商代,
这一时期,纺织技术比夏朝有了极大的提高。在服装

的领口、袖口、前襟和下摆处用连续的矩纹作为装饰花

边,这可以说是二方连续纹样最早的使用案例。
中国的冠服制度在周朝得以完善,服装开始作为

地位的象征,也是服饰图案使用的鼎盛时期。这个时

期服制采用的是上衣下裳制,出现了象征最高等级的

礼服———冕服。在冕服上绘、绣上了代表王权的“十二

章”服饰纹样,依次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
澡、火、粉米、黼和黻,分别象征十二种德行[3]。在常服

的领口、袖口等边缘也出现了花纹,这些都体现了对自

然的崇拜。
唐朝经过了贞观、开元2个阶段,成为了历史上经

济最发达的朝代。物产丰富、对外交流频繁,对当时的

服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服饰图案在这个时期不再只

出现在边缘,而是呈现在了衣身上,趋向于表现大唐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包容开放。如百鸟、团花、龙凤等图案

大面积地绣在轻柔的服装上,花团锦簇、争奇斗艳。

5 传统服饰纹样所具有的意义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改变,生态设计、内涵设计成为了广大消费者

的追求。他们不再仅仅关注服饰的使用价值、价格、款
式、颜色等表面问题,而是更多地讲究服饰整体的审美

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内涵。
而服饰纹样作为服饰的点睛之笔,其所具有的宗

教的、吉祥的、传统的、民族的情感内涵,是服饰其他组

成部分不具有的。服饰纹样自身独特的象征与寓意、
文化与内涵,深深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

感,承载着历史的发展与变革。把传统服饰纹样运用

到现代服饰设计中,赐予了服饰新的生命。

6 结语

服饰图案纹样是在祖先对自然的崇拜下产生的,
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情

感、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现代生活中,传统图案纹样

以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民族情感赢得了世人的青睐,随
着复古潮流源源不断地涌来,民族风服饰占据了重要

的地位。作为后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分了解和把握

这种民族性图案纹样,赋予它新的形式,让它在现代设

计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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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Designpatternisoneofthepartsofdress.Itisbeneficialtocarryforwardthenationalculturebyunderstandingitsori-

gins,materialsandorganizationform.Traditionaldresspatternandtheirmeaningwereimplantedinthecontemporarysothatmore

peoplecouldrealizethecharmoftraditionalpatterns.

Keywords:dress;design;pattern

·84· 纺织科技进展            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