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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多样化的广西传统壮族织锦之创新思考 
罗冬梅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8） 

摘要：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广西壮族织锦，是一种利用纯天然棉线或桑蚕丝线手工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具有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凝聚了广西地区壮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壮锦图案纹样组织工整、复杂，多用几何、写实和吉祥图案，色彩
鲜明，对比强烈，具有浓郁粗狂的民族艺术风格，体现了广西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族织锦有自
成体系的不同种类图案纹样，过去壮族织锦的图案大都来源于生活和大自然，来源于广西壮族的图腾崇拜，近年来，壮锦不断得到
发展和创新，如今，壮锦图案纹样在沿袭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与社会现实生活和当下精神风貌有关的创新图案纹样，古
老的壮族织锦增添上了时尚的元素，再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关键词：图案多样化织锦；寓意吉祥；形式类型；创新 
 
壮民族织锦工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相传三国时诸葛

亮进军西南，把中原的织锦技术传授给西南的少数民族，所以当地
民众把织出的锦叫作“诸葛锦”。千百年来，西南的少数民族将汉民
族的织锦工艺与自己本民族棉织工艺相结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
西南少数民族织锦，其突出的代表就是壮锦、瑶锦、苗锦、傣锦和
侗锦等。 

壮族织锦主要产地在广西的靖西、忻城、宾阳、龙州等地。壮
锦是以棉纱为经线，以彩色的丝绒线为纬线，编织缝制成被面、桌
布、头巾、背包、背带等。壮锦图案纹样一般是以几何纹样为底纹，
嵌以花鸟鱼虫的变形纹样，如鸳鸯踩莲、回纹菊花、方格井字纹、
棋格五彩花等。由于壮族织锦织幅比较窄、花回较小，织出的纹样
多为小型几何化纹样，纹样图案方中见圆、规则对称。壮锦的色彩
因以本色经线棉纱编织地纹，以五彩的丝线起花，并以黑色来做间
隔，多艳丽又浓淡相宜。 

一、寓意吉祥、平安的壮锦图案纹样 
吉利祥瑞的观念，是广西壮族人民生存、生活的重要精神追求。

这种对吉祥、平安、幸福的渴求，对生命存在的关注和信仰无处不
在。求生、趋利、避害等功利意愿，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
的整个过程。从原始社会对自然的畏惧与崇拜，视山河为神灵并重
视吉凶之兆，再到封建社会中期，为了与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相融合，
而出现的希求皇权永固、企慕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祥瑞意念，直
至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和近代，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
民阶层的活跃， 终形成了以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审美意识及情感为
主体的，融合了封建社会上层贵族意识，并渗透近代资本主义民主
思想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吉祥意念，诸如福、禄、寿、喜等这些主题，
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吉祥纹样图案。 

1.龙凤纹 
“龙凤配”纹样图案在唐代以后广为流传。它象征着帝王和帝

后的权威，也象征着人类夫妻间的美满结合，还可以象征一切世间
的精神与物质的阴阳两极调和。可以说，龙凤纹样图案是中华民族

具有代表性的形象符号，是非常美妙的艺术形象。龙与凤结合的
“龙凤呈祥”纹样在壮锦纹样图案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壮族劳
动人民根据自己的愿望与理想，不断地丰富它们、美化它们，乃至
于神化它们，赋予了它们种种超凡脱俗的品格。龙、凤都是人们传
说中想象出来的生物，不仅形象生动、优美，而且被赋予了许许多
多神奇的色彩。龙能降雨祈丰收，还象征皇权。凤凰风姿绰约、高
贵，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吉祥幸福的化身。龙、凤又被用来形容那些
有才能的人。“龙凤呈祥”纹样图案象征高贵、华丽、祥瑞、喜庆。 

2.吉祥文字 
吉祥图案中的“福、禄、寿、喜”字纹，是民间应用极为广泛、

极为普遍且极受广大民众喜爱的题材内容之一。“福、禄、寿、禧”
是老百姓一代代长期追求幸福生活而归纳总结出来的人生幸福的
“四大项”内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福”。为了表现“福、
禄、寿、禧”，人们创作出很多吉祥纹样图案，在这些纹样中，除了
用不同吉祥物的特性、谐音取意、传说附会等表现手法外。还运用
文字直接来表达主题，这些吉祥字纹充分展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祈求。 

二、壮锦图案纹样的形式类型 

壮锦图案纹样的构成形式，除了遵循基础图案的构成规律，与
基础图案造型艺术有共通之处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它必须适合工
艺制作的要求，而且还要尽可能使图案纹样的结构形式符合壮族人
民的审美标准。壮锦图案纹样的结构形式可分为单独纹样、适合纹
样、连续纹样等。这几种纹样各有其组织形式和骨架方法，形成各
式各样的组织形式和种类。 

（一）单独纹样壮锦图案 
壮锦单独纹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形式，也是图案纹样的 基本

的单位，是构成适合纹样、二方连续纹样、四方连续纹样的基础。
壮锦单独纹样的组织结构要注意纹样造型的完整，要具有完整美。
一枝花、一只动物，都可以构成一个单独纹样。单独纹样的变化或
动势不受到任何外形的约束，只要让人感觉到造型自然、结构完整
即可。单独纹样在结构形式上千差万别，但也是有迹可循的，大致
可分为对称式和均衡式两种结构形式。 

（二）适合纹样壮锦图案 
壮锦适合纹样是具有一定外形限制的图案纹样造型形态。它是

将素材经过加工变化后，组织在一定的轮廓范围内，即使去掉了外
形，仍然具有外形轮廓的特征。纹饰的组织结构具有一定的适合性，
所以称之为“适合图案”或“适合纹样”。适合纹样要求纹饰的变化
既要有物象的特征，又要穿插自然，具有装饰美感。 

（三）二方连续壮锦图案 
二方连续壮锦图案是带状连续的一种纹样，因此又称为带纹，

或称为花边。用一个或数个单独纹样向左右连续延展，称为横式二
方连续；向上下连续延展的，称为纵式二方连续；斜向连续延展的，
则称为斜式二方连续。二方连续的特点是节奏感强。这种纹样的基
本单位，既要求纹样的完整性，又要求纹样之间的相互穿插呼应，
使之具有整体感。壮锦二方连续的结构形式分为散点式、直立式、
水平式、倾斜式、折线式、波浪式、重叠式、综合式等。 

（四）四方连续壮锦图案 
四方连续是将一个单位纹样向上下、左右四面延展的一种纹样

组织形式，它循环反复、连绵不断，又称为网纹。四方连续要求单
位面积之间彼此要有联系呼应。既要有生动多姿的单独花纹，又要
有 称协调的整体布局；既要有反复不断连续的单独纹样，又要有
花纹的宾主层次关系；既要有纹样的穿插连续性，又要有空间的活
泼自然性；既穿插有序，又不能露出较大的空档。因此，它有疏也
有密，有虚也有实，既有变化，又不凌乱；既要有统一，又不呆板。
所以，四方连续既要注意一个单位纹样的协调，又要注意几个基本
单位连成大面积纹样后的整体艺术效果。四方连续纹样在壮锦图案
中的用途非常广，四方连续纹样主要有散点式、连 式等构成形式。 

壮锦二方连续纹样和壮锦四方连续纹样都属于连续纹样。连续
纹样是相对单独纹样而言的，它是由一个或几个基本单位纹样向上
下或左右进行连接，或向四方扩展的一种图案纹样形式，具有延展
性。连续纹样是单位纹样的重复连续组合，所以它具有一种规律性
的节奏美感和较强的装饰美感。它的应用范围很广，可作为边饰，
也可作为大面积的装饰花纹。 

三、壮锦图案纹样的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一切的生产

生活都在迅速地向前发展，“任何一个民族都在发展变化，体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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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壮锦亦是如此，在千余年的文化长河
中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壮锦采用传统的竹笼机来织制，在漫长
的实践过程中，织锦的实用性、审美性和工艺性已经被娴熟地有机
地融为了一体。每个图案都适应生产工艺的要求，生产工艺的制约
又促成了特有的壮锦纹样形式特点。壮锦纹样以表面花纬、底面花
纬和平纹地纬三梭穿插交错织制完成。特点是纬线起花，通经断纬，
彩色纬线与素色的经线在交织的时候，按纬浮长线在织物正面的长
短来形成花纹图案。因此，在编织时具象纹饰由于受到织造工艺的
限制，具象形体的圆弧线造型只能以短直的纬线概括而成，故织造
出的各种图案均显得规整和富有较强的厚重感。现在，壮锦主体依
然保持着 为原始的味道，但有一些创新的主题在 20 世纪手工织锦
时代就已经出现，那时已可以织造一些小幅的桂林山水图案。如今，
伴随着电脑科技、机械化设备不断升级完善，壮锦几乎可以做到将
设计师的所看所想、顾客所需完全描绘出来，现代风格的新时代壮
锦已打破传统壮锦规矩排列风格的僵局，大胆构图，主题也由传统
纹样扩大到人物、山水、建筑物等，在保留传统风格的同时，带动
了壮锦图案的改革和创新。 

1.创新离不开生活 
任何艺术创作都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壮锦图案创新设计

也不例外。纵观中国传统图案的发展脉络，从其发生、发展到今天
社会强调的对其创新再现，都凸显了其与生活之间紧密的联系。 

对于传统图案与生活之间的关联，首先，要从传统图案的表现
主题内容去进行分析。传统图案的起源 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部
落的图腾及器皿上的装饰，而这些图腾及图案主要是以功能件为主，
大多是记录一个场景、一个事件或描述生活中一个真实的物件，写
实性比较强，而审美性还处于还十分朦胧的状态。随着社会文化的
进一步发展，受到生产力水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意识形态等因素
的影响，这些图案逐渐变得丰富起来，并形成了具有某种特定寓意
的图形符号。这些图案多表现合家欢乐、颐年长寿、国泰民安等与
世俗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好心愿，是人们日常生活和谐美好的真实写
照。时至今日，传统壮锦图案创作已经脱离了装饰审美的从属地位，
达到了功能与装饰的和谐统一效果。其次，可以从传统壮锦图案的
组合方式进行分析。传统壮锦图案主要运用了谐音、寓意、指示、
会意的组合方式，这恰好与汉字的构形方式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传统壮锦图案的组合方式沿用了汉字的造字方法，这就形成了传统
图案中利用某个形象与其他形象组合便会带来不同意义、不同发音
以及不同感觉的方法，这一手法是人们在生活中不断摸索、实践得
来的，是广西壮族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基于图案与生活这种
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要创新就必须要到
传统中去，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生活理念、
生活习惯，需要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传统，创作出符合时代
特征的创新作品；第二，现代设计的 终目的是为人们的物质、文
化、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以达到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
的生活质量的目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必须敢于摒弃传统
图案本身的功能性，从其文化内涵的角度去挖掘传统。 

2.创新离不开文化 
传统壮锦图案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社会的心理暗示、阶级制度、

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由于人类 初承受着自然界的种种苦难，
所以才要析求图腾保护神的佑护，人们通过图案析求神灵的降临，
逐渐形成了一种历史的文化图腾、一种心理的暗示，这其中便增添
了人们无穷无尽的联想、思辨以及想象，进一步发展就是善、恶、
美、丑观念，并逐渐成为远古先民的一种心理特征，且作为一种精
神支柱，靠它获得维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与生活环境。于是，
壮锦图案的出现就不再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还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 

另外，文化具有象征性，在壮锦图案中运用文化象征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文化象征的制约因素。 

首先，文化象征是建立在广西壮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壮民族有
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各种风俗习惯。因而，处理不好，往往会大相
径庭，不得要领。钱锺书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海有一位中国
画家，儿子留洋学油画。有一名中国银行家请他们父子各画一幅“幸
福图”。儿子准备的是古希腊幸福女神的油画，画了半年。父亲则只
用两个小时便画完了，画面上是一枝杏（幸）花，几只蝙蝠（福）。
这名银行家欣然选择了父亲的画。这不是由于水平问题，也不是画
种问题，而是父亲的物象选择与方式更具有民族特点。 

其次，文化这个概念是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蛇在
中国古代有“灵蛇”之称，认为它可以给人带来福祉、富裕，而现
在蛇则被视为一种毒兽。又如，饕餮 初的象征是凶狠残暴，殷商
时期则成为统治者权威的象征，而到了汉朝又成为残暴、丑恶的象
征，到后来就只有贪婪的象征意义了。所以，我们在设计图案时一
定要注意到象征文化含义的这种时间性制约。 

再次，不管运用何种形式的文化象征手法，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广大受众的接受程度。所有的图案文化象征都需要通过受众的领悟
才能称其为文化的，这样象征才会具有意义。只有一个人懂的东西，
或者连设计者自己都不懂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因为图
案具有装饰性，是给大众看的，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文人画”，
也不同于现代的种种艺术流派，而纯粹是一种大众艺术，因而在运
用文化象征时，一定要考虑到大众的接受度程度及社会的认同度。
需要注意的是，在传统图案中会存在一些陈腐过时甚至迷信的色彩，
这需要我们具有辨识能力且去摒弃那些陈腐的东西，赋予其符合时
代要求的新含义，让这些古老的传统文化散发出新的光彩。 

3.创新离不开设计 
从信息传达角度来看，传统壮锦图案是现代设计的一种媒介，

其作为文化存在的一种形式，与现代设计有着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现代设计是一种社会行为，其根本目的是为大众和社会服务的，

在满足人们实用性及功能性的同时，体现了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
由此可见，现代设计是围绕“人”而横向与纵向来延展开的，设计
的对象是产品，但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人，人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
产生什么样的设计，人的情感本身就是无法言语表达的抽象之物，
如何引起广泛关注与共鸣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探索的深层次问
题。一方面，现代设计已经不再是单一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
而越来越重视其内在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精神层面而消费，为情感
而消费。传统壮锦图案体现了广西少数民族独有的文化趣味和思想
内涵，涵盖关于人文、自然和哲学等方面的思想，是一种人性精神
的至高体现。因此，将传统壮锦图案中的情感因素消化、吸收，从
而创作出更贴近人的新壮锦图案是现代设计的重要一项任务。另一
方面，传统壮锦图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设计师以传统图案为设计
素材，充分利用传统壮锦图案演变后的装饰化、商业化、日常化特
点，通过人们对其文化精神的认同来实现商业上的营销目的。在今
天国际设计舞台上，传统壮锦图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肯定和重视。 

传统壮锦图案正以多元化的演变趋势延伸出更新、更深的精神
理念及审美象征意义，使现代设计作品更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传
统壮锦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其一，传统
壮锦图案的提取、变化、应用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兼收并
蓄，多元并置；其二，传统壮锦图案的再设计有助于增强传播的力
量。总而言之，传统壮锦图案的应用可以使设计始终保持某种艺术
或文化上的追求，实现设计与大众消费之间的两情相悦。 

四、结语 
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广西壮族织锦，是一种利用纯天然棉线或

桑蚕丝线手工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
族文化底蕴，凝聚了广西地区壮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壮锦图案纹
样组织工整、复杂，多用几何、写实和吉祥图案，色彩鲜明，对比
强烈，具有浓郁粗狂的民族艺术风格，体现了广西壮族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族织锦有自成体系的不同
种类图案纹样，过去壮族织锦的图案大都来源于生活和大自然，来
源于广西壮族的图腾崇拜，近年来，壮锦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如
今，壮锦图案纹样在沿袭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与社会现
实生活和当下精神风貌有关的创新图案纹样，古老的壮族织锦增添
上了时尚的元素，再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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