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2021年6月 第3卷 第3期

基于国潮设计的清代补子纹样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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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清代补子纹样为例为当下传统文化的创新寻找出路。近年来，在我国“文化自信”的号召下，国潮设计应运而生，活跃

于文化消费市场。所谓“国潮”，即中国潮流，具体译为将中国元素融入当下的潮流中并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中国元素亦不

是单一的，其复杂多样，杂糅成体，如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精神等。这也使国潮设计表现多样，层次丰富，底蕴深厚。同时

国潮设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喜好，甚至精神追求，不仅扩大了文化知名度，而且深受消费者青睐。通过

对国潮设计的发展现状、艺术特点等展开论述，分析出宏观的设计流程，并以清代补子纹样为例进行国潮设计实践。国潮设计

进行传统文化的创新是当下的一大趋势，能有效激发文化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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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Buzi pattern of Q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find a way out for the innovation of curr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all of“cultural confidence”in our country, Guochao design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 and is active in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market. The so- called“Guochao”, that is, the Chinese trend, is specifically

understood a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lements into the current trend, which produces a visual impact. Chinese elements are not

single, they are complex, diverse and mixed.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art, Chinese spirit and so on. This also forms the

diversified performance of Guochao design, which is rich in levels and profound in- depth.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Guochao design can meet peoples aesthetic preferences and even spiritual pursuit. It not only broadens the

cultural popularity, but also is favored by consum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Guochao design, analyzes the macro design process, and carries out Guochao design practice by taking the Buzi pattern of Q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he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arried out by Guochao design is a major trend nowadays, which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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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设计在我国“文化自信”的号召下应运而生。

国潮设计极具艺术特色，紧抓当下审美风尚，深受消费

者青睐[1]。可以说国潮设计将特定文化内涵与视觉效

果进行了良好的融合，且符合市场规律，运用现代设计

的传达手法及思维模式为传统文化的再设计提供了新

思路。一种传统文化若想推广传承，借助国潮设计进

行创新是一条可行路径。

一、国潮设计的发展现状

国潮设计的兴起来源于设计师们对本土文化、传

统艺术等的重新思考。当下国潮设计主要体现于中国

品牌的创新及传统文化的推广,其案例见图1。在国货

的创新上，百雀羚通过国潮设计打造全新的品牌形象，

其注重东方女性柔美的表现，以女性形象为主，融合梳

妆用品、山水花鸟画、传统建筑等相关文化因素，形成

众多偏重清新淡雅的国潮插画，与统一的包装设计相

结合，使产品与众不同，保持时尚的同时，更富厚重感、

年代感，可谓别具一格。百雀羚的成功让众多女性用

品品牌纷纷效仿，在消费市场上形成了一股浓郁的东

方美。李宁也通过国潮设计提升了其品牌价值，其通

过市场调研创立了中国李宁系列，创作主题多以瑞兽、

传统纹样、中国书法等为主，色彩绚丽，视觉冲击力强，

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可见这些品牌从融合传统和创新

设计的角度将产品特征进行重塑，推广了传统文化，也

易与当下年轻人产生互动。除了中国品牌的创新，设

计师也关注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国潮化推广。最为知名

的便为故宫文创，其具体的设计思路是选取故宫藏品

进行再设计，而这往往都是国潮化的过程，最终选定合

理的载体赋予其实用性，也让更多人透过文化衍生品

认知文化艺术[2]。可以说故宫文创让国潮设计有了良

好的展示平台。

二、国潮设计的构成因子

国潮设计的识别性来源于其独特的构成因子，这

些因子往往能在视觉上传达出中国韵味及时尚潮流并

杂糅成一个和谐共存的整体。具体主要有传统象征因

子、文化精神因子以及时尚表现因子。三者的构成关

系见图 2。传统象征因子指传统文化符号，多为传统

象征物。传统象征物在特定的语境中往往能指出一定

的文化内涵，从而反衬出对应的人文精神。这部分便

构成了国潮设计中的文化精神因子。设计师在设计实

践中可运用反推法，从想要表现的内核及表达环境出

发推导出画面中所需的元素，以此丰富传统象征因

子。最终引入时尚表现因子，其常常作为设计画面中

的外显层，即利用特定的时尚设计手法贯穿设计始终

而形成了国潮设计风格。

（一）传统象征因子

传统象征因子是传统文化的符号，也是国潮设计

的基垫[3]。因传统事物的组合堆叠才让画面呈现出中

国韵味。传统象征因子有：传统物件（如折扇、祥云、

元宝等）；中国建筑（如长城、故宫等）；古今人物（如钟

馗、解放军等）；神话瑞兽（如龙、麒麟、虎等）……国潮

设计中的传统象征因子见图 3。这些中国传统的象

征物也让画面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尤其是在特定的语

境中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例如玉兔寓指对中秋佳节的

美好祝愿；钟馗寓指避邪驱恶、平安常在。这也延伸

出文化精神因子，为设计增加文化附加值，深化画面

内涵。

图1 国潮设计案例

图2 国潮设计的构成因子及其构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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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精神因子

文化精神因子给予了国潮设计的画面内涵，让其

在满足当下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兼具文化性、叙事

性。文化精神因子往往透过传统象征因子表达某种主

旨或寓意。它们有的是文化特质，有的是典故传说，有

的是宗教信仰，有的是精神情感等[4]。通过设计画面

常常能感受到设计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及美好生

活的祝愿、向往。有些画面传达出的主旨较为鲜明，易

读性较强，也会激起观者对画面的联想。它往往伴随

着人们熟知的或流行的事物，是创作的主流。例如以

“哪吒闹海”为题的设计（见图 4），其极富特色的形象

让读者得以快速明确地表现主题，最终映衬出主人公

舍生取义，为民请愿的伟大精神。但由于中国人含蓄

内敛的处事方式，部分艺术作品的表达主旨需要读者

深入探索和分析得出。对于国潮设计而言，其设计对

象多为非专业人士且以强化传统文化知名度为设计初

衷，阅读负担不宜过大。故在实际设计中，设计者致力

于让画面传达的意蕴较为明显，部分作品甚至会配以

一定有强烈指向性的、较为精辟的文字来翻译画面，让

人们快速到达阅读顶端，识别画面内核。

（三）时尚表现因子

时尚表现因子是国潮设计的外在展现，其给予了

传统文化、中国精神一件华丽的外衣，让传统熠熠生

辉，夺人眼球。时尚表现因子极具特色，由众多的视觉

表现部分整合而成，也由此造就了国潮设计浓厚的视

觉特征并构建了国潮设计的识别系统。

三、国潮设计的视觉特征

国潮设计的“潮”在视觉上极为显著。在视觉上基

于中国传统并融入流行艺术表达而迸发的创新给予了

国潮设计独特的视觉表现力。本研究主要从线条特

征、色彩特征及构图特征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线条特征

国潮设计是以中国传统美术为基础而发展起来

的，故在视觉方面很大程度地吸收了传统绘画的艺术

特色。中国绘画极为注重线条的表达，从线条中可以

读出绘画者在创作时的心境与情绪，也用线条的变化

赋予画面节奏韵律[5]。中国传统绘画以画面意境表达

为中心，发人深思遐想。国潮设计吸取了这一特点，从

国潮作品中可以发现线条表达的比例极大，但其表达

方式也根据需求或目的发生了改变。国潮设计作为当

图3 国潮设计中的传统象征因子

图4 《哪吒闹海》国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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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表达出的事物应明确，故

在线条的语义传达上大部分较为肯定、大方。最终的

效果便是线条明确、变化少，整体略粗硬。这样的形式

虽削弱了国画线条表达的意境，但让画面更有气势，引

人注目。传统线描与国潮设计的线条表现对比见图5。

（二）色彩特征

我国的美术作品自古以来便存在固定的色彩观

念。《孔子·势篇》中提及：“色不过五，五色不变，不可胜

观也。”可见我国的色彩运用是以“青、赤、黄、白、黑”这

五色为基础而不断融合或变化的结构[6]。其在不同的

时代背景下或是作者的创作心境中演变更新。当下为

了快速吸引观者眼球，设计者常常会选用对比强烈的

色彩博取用户的关注度。国潮设计的色彩提取，见图

6，其常选用明度较高的色彩，整体作品绚丽夺目，让传

统元素熠熠生辉。值得一提的是，国潮设计的画面中

通常存在2～3个主色，大多数构成对比色。这亦是国

潮设计得以使多种“艳色”和谐共生的重要原因。

（三）构图特征

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创作思维，不仅在上述的线条

和色彩上有所体现，在构图上也不例外。有些艺术画

面为了烘托出一定的意境，给予观者大量的想象空间，

常常会选择留白处理，例如传统的山水画、花鸟画多是

如此[7]。有些画面则反之，为了表达吉祥寓意及世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最终画面布局，较为饱和，营

造出浓厚的团圆景象，使观者为之欢喜，例如传统的织

锦纹样或年画极多采用此构图方式。国潮设计两者兼

具。鉴于其主要功能让观者热爱、深究传统文化，常以

后者的构图形式为主，以饱满的姿态传达风韵。在具

体设计时，应选择合适的构图方式或是留白空间，主要

以画面主题及主要表达的韵味、精神等而裁定[8]。

国潮设计的视觉特征见表1。

四、国潮设计的设计流程

对国潮设计提出一个范式设计流程，见图 7。国

潮设计首先应选定设计主体，其可为现代事物亦可为

传统事物。创新设计常常是一个解构再重构，提取再

重组的过程。故对设计主体展开分析，开展解构与提

取工作，导出精华元素。这些元素主要分为三层，分别

为外显层、行为层以及心态层。外显层为事物的外在

展示，在视觉层面上，常包括线条、纹样、色彩、工艺

等。行为层是主体物处于社会的进程中而迸发的一系

列动作，例如作品的创造历史、文化背景等。心态层是

事物顶层，传达出一个事物期待与读者产生的情感共

鸣，包括传达精神、启示启迪等。随后选取设计可用元

素置入国潮设计中，结合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完成创新，

画面中含有全新的构成因子（见第二部分“国潮设计的

图5 传统线描与国潮设计的线条表现对比 图6 国潮设计的色彩提取

表1 国潮设计的视觉特征

名称

线条特征

色彩特征

构图特征

特点

线条肯定、大方，富有气势

明度高，绚丽夺目，对比色运用多

常以饱满姿态示人，留白较少

38



杜鹤民等：基于国潮设计的清代补子纹样创新设计第3卷 第3期

构成因子”）。除了在时尚表现因子上，为追求当下的

审美风尚，在保留传统风格的同时强化视觉效果，其余

两者基于国潮设计的推广传承作用常进行延续，某些

设计因其用途会有一定的更新或偏移，有更为明确的

设计指向。而后对设计进行衍生与扩展完成设计创新

及推广传播。

五、清代补子纹样的国潮设计

这里以清代补子纹样为例，利用国潮设计进行传

统文化创新设计。清代补子是清时在官服胸前或背上

织缀的织物，其隶属于清代云锦。不同的动物补子代

表不同的官品职司。文官饰以禽，武官饰以兽。体现

出了清时严密的等级制度[9]。清代补子纹样凝聚了前

人的智慧，孕育着前人对世间万物的思考与探索。可

以说清代补子纹样蕴含着丰硕的传统象征因子及文化

精神因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当下为了对

其进行推广传承，利用国潮设计手法为其置入时尚表

现因子是可行路径。保留传统的同时让最后画面更符

合当下审美风尚，强化关注度，以此打开文化消费市

场。这里选取清代武官四品补子虎补子展开设计实践。

（一）清代补子纹样的解构与提取

清代补子纹样作为云锦织物，本身就拥有丰富的

传统元素及文化寓意。从虎补子中提取主要纹样。虎

补画面中含有虎纹、云纹、水纹、江崖纹、红日纹、蝙蝠

纹和植物纹。这些纹样各有寓意及特色。虎纹是虎补

子中的主体纹样，为武官四品纹样，具有认知功能。虎

作为百兽之王，有驱邪纳福的寓意。云纹在清代补服

中，甚至在云锦中都极为常见[10]，云纹的妙用也造就了

云锦艺术富于变化、不呆板的艺术特点。水纹与云纹

一样，为常见的辅助纹样[11-12]，其灵动富有曲律的绘制

特色象征着智慧、聪颖。江崖纹及红日纹常出现于官

服中，江崖纹形为耸立的山崖配有惊起的水波，寓为江

山一统。红日纹则象征帝王的恩泽，也是皇权至高无

上的物化体现，两者皆为指代皇权永固。蝙蝠纹及植

物纹也是清代补服中的辅助纹样。蝙蝠纹的名称里含

“福”的谐音，有福气飞至的美好寓意。植物纹来源于

前人对自然的细微观察并归纳而成，传达出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虎补子各纹样的提取及翻译

见表2。

（二）结合市场需求的重构与创新

纹样的创新再设计是融入时尚表现因子的关键一

步。在尊重补子纹样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展开元素的

重构及创新设计。参考国潮设计对于主体物常常采用

拟人化、夸张化的表现手法。这样的方式可与观者产

生多层互动，让画面兼具故事性与文化性。创新的导

向要基于传统。本研究主要采用关键词设计法确定创

新方向。选取十名年轻人参与其中，男女比例为1：1。

首先让十人写出提及虎形象，最容易联想到的三个关

键词，将关键词提及次数进行总结统计，最后的结果见

图 8。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虎的称号及头顶的“王”纹

及百兽之王的称号让人印象深刻且虎常常以凶猛的形

象示人。其次考虑到为武官补服的创新设计，可融入

武文化的设计元素，结合虎的特征来拟定一个武侠形

象。特定形象的视觉表现常常借助人物动作和器具配

备的组合来达成画面的认知功能，故再次进行头脑风

暴，让十人继续联想与武侠相关的三个物品的关键词，

最后结果见图9。结合调研结果并采用国潮设计手法

完成了虎纹的创新设计，见图10。在结合大众认知的

创新画面中虎左手持酒壶，右手持长枪，身着披风、斗

笠，背挂长刀，怒视前方，虎虎生威。其符合清代补服

富含趣味又不失庄严的艺术氛围，也遵循了虎形象及

武侠文化的普众特点。

完成了主体物的设计后，对辅助纹样开展创新设

计。在遵循国潮设计风格的前提下，可尝试与主体物

产生一定的互动联系来丰富画面，这种联系可为视觉

层面的亦可为隐性的，以此来强化画面的视觉表现力

图7 国潮设计的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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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内涵，图案故事性的表达也更为突出。主要辅

助纹样的设计结果展示见图11。

国潮设计的色彩运用较为成熟，常有艳丽之态。

这里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清代补服的艺术特色，可

以补服用色为中心进行创新。这样的方式能更优质地

传播传统文化，避免国潮设计的同质性。清代补服在

纹样的用色上极为丰富多彩，但背景色常常选取较为

深沉的颜色，例如黑灰色、蓝灰色等，最终达到的艺术

效果自由且冷静。这便反映出了清代补服在极力表达

自身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时，也给予观者严肃静谧的氛

围，预示着清朝严密的等级制度。在设计时遵循国潮

设计用色特点并降低背景色明度，让画面更为厚重，亦

显现出清代补服的艺术魅力，也可丰富国潮设计的表

现方式。最终设计展示见图12。

（三）衍生与扩展

在完成了补子纹样的创新设计后，为了深入文化

图8 虎形象的关键词提取 图9 武侠相关物的关键词提取

表2 虎补子各纹样的提取

虎补子纹样 纹样提取

虎纹

云纹

水纹

江崖纹

红日纹

植物纹

蝙蝠纹

纹样内涵

虎纹是虎补子中的主体纹样，为武官四品纹样具有认知功能；虎作为

百兽之王，有驱邪纳福的寓意

云纹在清代补服中，甚至在云锦中都极为常见，云纹的妙用也造就了

云锦艺术富于变化、不呆板的艺术特点

水纹与云纹一样，为常见的辅助纹样，其灵动富有曲律的绘制特色象

征着智慧、聪颖

江崖纹形为耸立的山崖配有惊起的水波，寓为江山一统

红日纹则象征帝王的恩泽，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物化体现

植物纹来源于前人对自然的细微观察并归纳而成，传达出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蝙蝠纹的名称里含“福”的谐音，有福气飞至的美好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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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可进行一定的设计扩展及衍生品开发来丰富

设计结果、强化推广深度[13]。在产品的选择中，考虑到补

子纹样常用于衣物中、虎形象有辟邪恶，佑平安的作用

等。结合当下产品的实用功能进行衍生品设计，见图13。

六、结语

国潮设计紧抓当下审美风尚，受人青睐。国潮设

计的盛行是国人重视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国潮化也

让传统文化的创新有了新式载体。本研究对国潮设计

进行论述并选取清代补子进行国潮化设计实践，阐述

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国潮设计的具体设计流程，丰富了

国潮设计的表现形式，有效地避免了设计的同质性。

图12 虎补子国潮设计

图13 衍生品设计

图11 主要辅助纹样的创新设计

图10 虎纹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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