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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传统纹饰符号的应用研究 ①

卢洁，熊明
（湘潭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纹饰符号的产生和发展深受地域文化和消费人群的影响，往往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含义。现代设计中对传统

纹饰的使用必须基于充分理解和把握传统纹饰的文化寓意，尊重当地人群的消费习惯，利用现代表现手法对传统纹饰的

图样、色彩、线条等构成元素进行重新设计。在满足产品的形式和功能需求的同时，满足当代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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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符号是人表达自身情感的外在形式，是人类审美情趣的具象体现。纹、定型化的图形。纹饰符

号的形成不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简单模仿，设计师的艺样是装饰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按照一定图

案结构规律经过变化、抽象等方法而规则化加工，将特定地区的人文情感和审美情趣融合在图形之中，

纹饰符号也就具有了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湖湘地区的纹饰符号在湖湘文化语境中具有广泛的象征意

义，成为传递湖湘文化精神和当地居民情感的重要载体。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各地区、民族风格的产品随处可见，传统纹饰符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

表面看，这种冲击属于经济范畴；从更深层次来看，纹饰符号影响人们的审美和文化意识，当代设计的竞

争俨然成为不同民族的文化碰撞。长期对于传统纹饰符号的忽略，导致今天千篇一律的建筑外观、产品

包装和装饰。只有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充分利用符合当地居民审美的设计风格和纹饰图样，挖掘传

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在现代设计中找到符合本土居民需求的设计风格，满足湖湘居民的文化归属感。

１　湖湘传统纹饰的历史渊源
中国传统纹样是几千年来历史、思想和艺术的结晶，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丰硕成果，经过民族、民间、民俗美术发展和传承形成了璀璨的纹样艺术［１］。湖湘地区传统纹样的产

生和发展受当地特定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湖湘居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生产实践

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一批样式精美，具有民族风情的纹饰符号也逐渐沉淀下来，这些

纹饰符号往往具有典型的艺术特征和艺术风格，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湖湘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

情趣。

１．１　对自然现象的模仿
受生产力制约，古代湖湘居民对客观世界的审美和认知仅来自于自然环境。湖南“地质刚坚”，多

有“顽石赭土”，使民性非常“倔强”，因交通不便利，北阻大江，南薄五岭，在风气较锢塞的同时，也很少

“为中原人文所沾被”。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湖湘传统纹饰符号的形成。出于对大自然力量的

敬畏，湖湘居民将常见的自然现象如太阳、云、流水、当地植物的形态进行抽象提炼，将其符号化，进而表

现在产品之中，形成当地特有的装饰纹样。如阳光意味着光明、温暖、生命，太阳成为湖湘居民模仿、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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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的图样。湖南安乡发现的太阳纹白陶盘中，以规整的八角星为中心，辅以圆圈、三角形等纹饰，整个图

样如同光芒四射的太阳。大自然的景观通过湖湘居民长期提炼和改造，成为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以

云纹为例，包括云雷纹、云气纹等样式。在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常见云雷纹，分为方形云雷纹、勾连

云雷纹和菱形云雷纹等，基本样式都由规整的线条构成。常见的装饰方法有二方连续图样、四方连续图

样，一般用于装饰青铜器，填补在复杂图样的空白处与之互补，形成疏密关系。而在马王堆出图的漆器、

帛画、织物中，飘逸的云气纹随处可见，这些纹路一般通过对线条的变形，与动物形态进行组合，形成较

为流畅的装饰图样。这种纹饰符号对湖湘设计风格有很大影响，呈现出神秘、祥瑞的艺术风格，在后期

的刺绣、剪纸、木制艺术品中都可见到。

１．２　对动物形象的提炼
艺术源于生活，纹饰符号的产生同样离不开环境的影响。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湖湘居民将本地常见

的一些动物元素加以抽象提炼，进行符号化处理，形成了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艺术纹样，这些质朴

的纹样往往蕴含着当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湖湘地区地处中南，位于亚热带，夏季农村的蛙鸣声

不绝于耳，蛙成为当地生命繁衍的象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中发现了兽面蛙纹，马王堆的 Ｔ形帛画中
也绘制有蟾蜍，湖南民间也有“刘海戏金蟾”的经典纹样，象征湖湘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蛇为例，

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也多次出现蛇纹，如铜象尊、蛇纹尊上的蛇纹。邵阳隆回地区山环水绕，且地处江南

地区，温暖潮湿，蛇是当地常见动物，成为防身护体的象征，蛇纹在当地瑶族传统服饰中随处可见。瑶族

妇女的围裙上常见“双蛇缠树”“六蛇比势”等以蛇纹样为主题的图形，以此作为祈求平安的寓意。在安

化、兴化等梅山文化区域所供奉的梅山神像旁边也往往放置蛇的造型，成为地区文化的一大特色。

１．３　对神话传说的想象
古代生产力低下，湖湘地区朝夕多变的自然环境让当地人们束手无策，只能祈祷“神”或“圣人”的

保佑。一些传说中的英雄如炎帝、舜帝、祝融、飞山神、白虎神等因为出众的功绩或能力被湖湘先民神

化，为后人传颂。当地人们将这些人物的形象通过艺术加工，以图形的方式流传至今。如炎帝作为湖湘

地区典型的英雄人物，相传炎帝牛首人身，头生两角，象征着无穷的力量和对农业的贡献；他亲尝百草，

发明用草药治病；他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教人民垦荒种植粮食作物；他还领导部落人民

制造出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在湖南出图的器皿、织物中大量出现炎帝相关的图样，现今茶陵的炎帝陵

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祭祖之地。类似的传说人物还包括祝融、盘瓠等。以盘瓠为例，盘瓠是狗身，“其毛

五色”，因战胜戎吴将军而成为湖南许多少数民族信仰和崇拜的对象。瑶族妇女的传统服饰至今喜欢

穿五彩衣，衣服也通常绣有盘瓠的造型。在江华县的八宝被面上，隆回江华谣族妇女的筒裙上都出现过

“盘王过海”的纹饰图样。这些图样经过历代传承，早已成为地方纹饰符号的代表样式。

１．４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湖湘地区流传着大量具有象征性意味的传统纹饰符号，这些纹饰符号和不同区域、民族的生活习

惯息息相关，不同民族将其信仰和文化符号化、图形化。出于祈福需求，人们将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动植

物人格化、理想化，制作成图样融入生活，所产生的纹饰符号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如枫木、蝴蝶、牛、

犬等通常出现在苗族传统图形之中，而侗族则更偏爱杉木、鱼、蜘蛛、葫芦等形象，类似的特征还包括土

家族的白虎、瑶族的盘瓠等图形。这些脍灸人口的传统图形，有的象征着人们的美好景愿和祝福，有的

是吉样如意的象征。以牡丹为例，湖南地区的剪纸、刺绣、织锦、木雕等传统艺术中常见凤凰和牡丹的搭

配。常见图样有“凤凰队牡丹”“凤凰栖牡丹”“凤凰穿牡丹”等。“凤”乃百鸟之王，与牡丹相互衬托，颜

色鲜艳而富有生命力，象征着富贵、平安、家庭和谐，这类纹饰符号充分代表了湖湘居民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和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２　湖湘传统纹饰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设计产品繁多，形式多样，不同区域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消费习惯和审美情趣，对形式也有不同

的需求。合格的产品式样通常是形式与功能结合的统一体，这就要求我们在满足用户群体功能需求的

同时，应使用符合消费者文化习惯和审美思维的造型、纹饰、材料满足其内在审美需求。湖湘传统纹饰

０８１



第１１期 卢洁，等：湖湘传统纹饰符号的应用研究

符号蕴含着吉祥、象征、祈福等寓意，这些纹饰寓意的解读受湖湘地区文化背景、消费习惯等相关因素制

约。只有了解湖湘文化，充分认识纹饰符号的内在寓意，才能将传统纹饰合理地使用在当代产品之中，

满足用户对产品的文化需求，提升用户对于产品的认可度。

２．１　对传统纹饰的图样进行概括提炼
对湖湘传统纹饰的概括和提炼是指利用现代构成方法对图形的创新，通过异体同构、打散再构等艺

术手法将符合湖湘人民审美习惯的线条、图样、色彩元素进行重组，这是传统纹饰与现代图形设计的再

创作过程。设计师根据现代审美习惯，将传统纹饰进行符号化分解，打破原有的点线面构成形式，将核

心元素进行重新排列，例如中国奥运火炬上的“祥云”图样就是对传统的云雷纹重组得出的。在这个过

程中，设计师应根据现代人群的消费习惯剔除传统纹饰中繁杂、无关本质的部分，对纹饰中的典型元素

进行修饰和完善，从而得出简洁明了、特征明显而具有现代美感的造型。

２．２　对传统纹饰的色彩进行概括提炼
人们对图形认知的过程中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色彩，色彩在传统纹饰符号中发挥着特有的识别和记

忆功能，是传递地域文化最抽象的语言，通过产品作为载体来表现其情感特征。在现代设计中要使产品

具有区别于其他商品的视觉特征，离不开对纹饰色彩的合理使用。总的来看，湖湘本土设计偏好暖色，

尤其红色，同时又追求绚丽浪漫的色彩效果。现代设计用色追求醒目、简洁、单纯的视觉效果，与湖湘造

物文化中热烈、直接、简明的传统用色规律极为契合。对传统色彩的使用应避免简单套用，而应利用现

代色彩构成法则，对湖湘传统艺术中沉淀下来的色彩组合进行提炼，将蕴含古人审美情趣的色彩合理运

用在现代设计之中。

２．３　对传统纹饰的图案进行艺术创新
湖湘传统纹饰的形式多样，展现出简练、夸张而又传神的艺术特征。如剪纸艺术通过透雕、镂刻的

手法表现出装饰性极强的图形。湖南地区传统的“蓝印花布中那些疏密有序，变幻莫测，层层密密的星

星点点，与那断断续续的线条交相辉映，产生清晰、响亮的视觉印象，像夜空中闪耀的繁星”［２］。这些图

案一般具有叙事功能，如“补锅”“刘海戏金蟾”等传统纹样将湖湘地区的传统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这

些地域特征明显的纹饰符号具有较强的识别性，易于被当地消费群体接受。当代设计中可以结合现代

人群的审美习惯，利用新的绘画材料和艺术形式如水彩、油画等手法对传统图形进行演绎，或者结合传

统的纹饰图形设计当代流行的故事图样，从而获得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视觉效果。

３　结语
纹饰符号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其产生、发展都离不开特定文化背景和人群的影响。湖湘传统纹饰符

号流传至今，影响了湖湘地区人民的审美和消费习惯，给当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当今社

会，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会受消费者欲求的影响，甚至大多数通俗的流行艺术就是追随艺术消费时尚而

不断变革自己的［３］。同样，湖湘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变迁也给纹样的形式带来了改变。我们要充

分理解传统纹饰中的文化内涵，将传统纹样作为地域文化和审美情趣的外在形式与现代设计相结合，这

样的纹饰不仅具有装饰功能，同时也具有了象征性的意味。这种象征性含义使纹样易于被特定消费群

体理解和认可，同时也为广大的设计师在设计方法和设计思路上带来了启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日俱增，人们需要在丰裕的商品中找到文化的根

源。这就要求当代设计师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纹饰合理运用，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

代审美和消费习惯相结合，在满足产品的形式和功能需求的同时，满足当代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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