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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艺术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的表现 
薛颖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071000） 

摘要：原始图腾纹样现代化应用，增强服饰图案设计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审美性，并由此展现出整个民族的文明优越性。为此，
促进服饰图案设计领域多元化发展过程中，需认识到中国画艺术应用的价值意蕴。根据服饰图案设计的主要特性，提出中国画艺术
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的价值具体表现措施：一以中国画艺术中的水墨元素赋魅服饰图案设计，二以中国画艺术中的花卉元素放大服饰
图案寓意上的表现优势，三促进笔墨意境与服饰图案设计的深层交融，四服饰图案设计中应巧妙表现中国画中的“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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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创新姿态推动服饰设计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应

从历史和现代双重视角审视当前的设计理念与实现方式。服饰

图案设计，既要能展现装饰与情感催化作用，还应借助传统文

化和艺术实现赋能赋魅。中国画艺术是我国宝贵的艺术文化，

蕴含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深邃文化，尤其独特的水墨元素和花卉

图案，可在美学与文化等维度表现出独特的意境之美。中国画

艺术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的应用，从设计灵感启发维度来看，可

促进创造者形成多元视角与开放性思维；从图案美感和意境表

现维度来说，有助于固定图案的灵动表现。基于中国画艺术的

服饰图案设计，主张客观物体精神内涵的外化表现，既可营造

独特的意境之美，还可增强美学意蕴。 

一、服饰图案设计的主要特性 
（一）象征性 

着力于客观物体的特定形象，表达美学内涵和审美意义的

过程中，主要以图案为载体表达特殊的象征意义。服饰图案设

计与实现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象征性特性，而独特的纹样

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后，更有助于视觉传达与传播中产生更广阔

的想象空间。尤其在古代的宫廷服饰中图案设计，以龙图案象

征帝王，以凤图案象征帝后。而在民间的普通服饰设计中，会

更多的使用花鸟虫鱼等图案，可展现整个服装图案的趣味性。

而对这些趣味元素进行创新设计与应用时，可通过灵动的拟人

或拟物，借助服饰表达独特的情感和设计理念。如将鱼跃图案

应用到服装设计中后，实际上象征的是腾达上进。松树图案与

服饰设计的巧妙结合，即可产生独特的视觉传播效应，还可借

助服装服饰表达生命不息的概念。 

（二）寓意性 

服饰图案设计的过程中，会利用独特的纹样和图形，达到

借物托意的效果。创作者的独特情感与设计观念，可隐性的嵌

入到具体的形象中。而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和理念形成的服饰

图案，可表现出独特的寓意性。而这样的隐性情感表达，在服

饰图案设计领域中较为常见。如在特殊的节日会穿着应景的衣

服，以独特的图案表现吉祥与喜庆寓意。无论是使用谐音法和

表号法，还是利用喻义法实现寓意于图，本质上都是利用较为

含蓄的方法表达特殊的含义。具有独特寓意的服饰图案应用到

服装设计中后，可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穿着体验和文化体验。 

（三）装饰性 

服饰图案最显著的功能就是装饰，利用具有美感的图形，

表达一种独特的审美。而我国传统服饰及相关图案的设计，会

受到审美观念和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共性

化的制约因素，还是服质化影响因素，都会对既定的审美形式

和美的表达方式产生一定的限制。而在传统服饰图案形成与发

展的过程中，无论服饰造型有怎样的变化，人们对美的追求是

不变的，会利用契合当时审美观念的图案进行装饰。而服饰图

案设计的主要特性就是装饰性，必须要根据当时的审美观念和

美学思想，选择对应的纹样与图形，由此才能在特定的环境下

产生流行度与影响力。 

二、中国画艺术在服饰图案设计中应用的价值意蕴 
（一）以中国画艺术内涵丰富设计理念 

中国画在创作与发展的过程中，会将当时特定的文化元素

与审美理念融入作品中。中国画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与演

变的过程中，形成深刻与丰富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思想体系。中

国画艺术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的应用，可利用其本身蕴含的艺术

文化内涵和创作理念，丰富服饰图案设计理念。设计者可深入

和全面了解中国画的艺术构思与画面布局，从而在服饰图案设

计和美学表现等方面形成新的观念和理念。不再从单一或特定

视角思考服饰图案设计，需能对所见的客观物体进行创造与想

象，形成开放与独特的思想境界，基于这样的视角与思维进行

服饰图案设计。相对于以往讲究装饰性的服饰图案设计，基于

中国画艺术的创作与设计，可巧妙融入独特的笔墨技巧。以独

特的绘画形式进行物象描绘，从而能更加意味深长的表达服饰

图案之美。 

（二）突显服饰图案设计的精神价值 

现代化的服饰图案设计，既要能巧妙的表现装饰性与象征

性，还应借助传统艺术文化，突显服饰图案设计的精神价值。

中国画艺术应科学和创造性的应用于服饰图案设计中，独特化

的表现视觉传达效应时，需用好用对水墨元素。在展现整体设

计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内涵时，需能充分发挥我国博大精深哲学

思想的内在价值。中国画创作的过程中，讲究表现精神气质，

无论是绘画人物，还是勾勒具有神韵的动物图案，极为看重表

现特定形象的“神”，从而营造出独特的意象之美。基于中国画

艺术的服饰图案设计，需注重意境的独特表达，可巧妙融入中

国画艺术中的精神内涵。而中国画中的文化精髓与精神内涵，

被巧妙应用到服饰图案设计中后，可向人们传达具有历史意蕴

的精神价值。例如，将中国画创作中的和谐思想应用到服饰图

案设计中，从而以服饰图案为载体，传达与传播深邃的精神价

值，使当代人能更加积极的寻找精神信仰。 

（三）增强服饰图案的艺术审美性 

服饰图案设计本身就有突出的装饰性特点，而中国画艺术

更讲究营造独特意境与美学意蕴。人们穿着配有独特图案的服

饰，主要目的是遮羞与保护身体，除此之外要能产生美化效应

与效果。因此在现代服饰图案设计中，需能对设计元素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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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丰富。通过科学与巧妙应用中国画艺术，能够增强服饰图

案的艺术审美性。基于中国画艺术的服饰图案设计，要表现出

独特的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平不断提

升后，要在新的审美观念支配下，设计更具有艺术审美性的服

饰图案。主要着力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将具有代表性

和极强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艺术，创造性和多元性的应用到服饰

图案设计中。 

三、中国画艺术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的价值表现策略 
（一）以中国画艺术中的水墨元素赋魅服饰图案设计 

中国画艺术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的价值表现，应巧妙的沿袭

其中独特的东方韵味。为此应将我国独有的水墨元素，科学的

应用到服饰图案设计中，以此达到赋魅和强化装饰美的效果。

中国画艺术中的水墨元素，蕴含深刻的辩证哲学，即将“形”

与“神”生动的跃然纸上，以凝练与含蓄的方式，表达东方美

学与东方韵味。基于水墨元素的服饰图案设计，应以黑、白、

灰三色为主要色调，且在服饰设计中合理的整体布局。服饰图

案中的色彩设计，必须要严格遵守水墨画的创作原理和规律，

由此达到浓淡相宜的效果。且遵循水墨画创作中的辩证思想，

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精美的表现简与丰、满与空、浓与淡。同时

在服饰图设计中表现水墨元素美学意蕴时，应做好“形”与“神”、

“情”与“意”的统一，营造出和谐与美好的意境。中国画艺

术中的水墨元素应用，需着重于表现服饰图案设计的雅致风貌，

彰显整个服装设计的高雅品位。尤其，需精准的表现与表达水

墨元素的洒脱与凝练，赋予服饰图案独特的意境和视觉效应。 

（二）以中国画艺术中的花卉元素放大服饰图案寓意上的

表现优势 

中国画艺术服务服饰图案设计的过程中，应提炼其中的精

髓与精华，利用独特的形态与艺术元素，丰富与点缀服装服饰。

可将中国画艺术中的花卉元素，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表现于服

饰图案设计中，用以放大寓意上的表现优势。即服饰图案设计

本身，讲究象征性与装饰性，在融入中国画艺术中的花卉元素

后，应产生催化与增强的效应。根据服装风格和面料，以及受

众的审美追求，选择适合的花卉图案。如针对女装设计服饰图

案时，可创造性和丰富性的表现花卉元素的美学意蕴。如中国

画创作的过程中，会将花卉与女性自然化的联系到一起。而无

论是任何时代的女性，对“花卉”这以元素都有着独特的情感

寄托。从某种角度来说，花卉衬托出女性的娇艳之美，而女性

也是表达“花卉”独特之美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画艺术中

的花卉元素，需以艺术手段与手法表现在服饰图案设计中。例

如，在服装的下摆或袖口处，将花卉元素以刺绣的方式融入。

基于中国画绘画技巧与创作理念，含蓄的表现花卉元素，这样

可展现出女性的柔美与淡雅。 

（三）促进笔墨意境与服饰图案设计的深层交融 

中国画艺术中，主张利用独特的笔墨传神表达物象，并通

过巧妙的线条处理，勾勒客观物体的系列特征。中国画艺术的

笔墨意境，应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现代化的美学价值体现。即在

展现服饰图案设计的简约与高雅意境时，就可利用中国画艺术

中的绘画技巧。以独特的笔墨意境，对服饰图案中的线条进行

虚实处理，或对既定的造型元素重组，以现代的表现技法展现

中国画艺术的笔墨意境。而在这个过程中，需促进笔墨意境与

服饰图案设计的深层次交融，形成具有文化底蕴和现代审美品

格的设计理念。呈现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的每一个线条，都应展

现出简约效应，使人们在观看时产生无限的遐想。例如，将徐

悲鸿的“奔马”元素，巧妙应用到服饰图案设计中。可充分借

鉴画作中的线条处理手法，对服饰图案中的各种元素进行简化，

且能通过线条的延展，表现整个艺术构思的独特韵味与意境。

设计人员必须明确，中国画艺术中的笔墨意境，更讲究凝练与

概括，在服饰图案中具体表现时，必须要贴合受众生活的选择

素材，并对各种元素进行精细化处理，达到“以少胜多”的效

果。 

（四）服饰图案设计中应巧妙表现中国画中的“留白” 

中国画艺术中的留白，是较为常用的艺术创作与表现手法。

在以历史和现代双重视角设计服饰图案时，需巧妙表现中国画

中的留白，从而赋予整个作品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美学意蕴。而

留白艺术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的使用与表现，不应是僵化的模仿，

需从中提炼深刻的精神内涵与美学思想。根据服装设计的整体

构思与艺术表达诉求，将中国画留白艺术中的独特美学思想，

创造性的应用与表现在服饰图案设计中。留白艺术的美学价值

表现，不能单一的突出“形式美”，要营造契合当代人审美品格

的“意境美”。即将中国画的绘画技术，科学的应用到服饰图案

设计中，并与整个服装设计理念完美的融合，实现“技术”与

“美感”的统一。 

结语： 
中国画创作讲究营造意境，突出物象的“精神气质”，而服

装图案设计强调视觉效应与美的体验。两者在对美的追求方面，

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因此可利用中国画艺术推动服饰图案设计

领域的创新发展。而在服饰图案设计中，具体表现中国画艺术

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蕴的过程中，设计者应抓住画作创作的精

髓，将经典与精华部分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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