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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新朝向，而山西属于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如何打造本土特色品牌，一直

是设计从事者们在考虑的问题，针对文旅市场而言，山西代表性的文创

品牌较少。

晋绣作为三晋民间传统手工艺，具有浓郁的黄土风情。随着5G互联

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传统晋绣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三大问题：第一是一些

纯手工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但是这类产品工艺要求严，制作耗时

长，劳动成本高；第二是绣娘短缺且年龄结构不合理，40岁以下绣娘占比

很少，后继发展中会出现年龄断层现象；第三是作品缺乏一定的创新性，

市场较小，难以吸引当今社会80后、90后的消费主流群体。将晋绣与文

创相融合，是晋绣保护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的大朝向，有利于打造山西

文化创新品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一、晋绣的艺术特征

山西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孕育了具有浓郁三晋黄土风情的晋

绣，其作为当地独特的民间刺绣手工技艺，地方传统绣种，有着五千年的

历史和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文化底蕴深厚。从最初仰韶文化蚕丝

的出现，到春秋战国时期晋绣的风靡，再到明清时期晋绣发展的鼎盛，都

证实了晋绣文化的绚丽。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使晋绣形成了

品类多样、色彩浓厚、图案丰富、工艺独特的艺术特征。

（一）品类多样

晋绣作品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是山西人民生活所需与审美

的需要。《史记·苏秦列传》中的记载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刺绣产业的风

靡，在此时期流传的晋国鞋、刺绣鞋垫、绣花枕头等产品，可以推断晋绣

最初以生活用品为载体。山西南宋墓出土的“褐地人物花卉刺绣抹胸”

又证实晋绣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晋绣品类繁多，以生活用品为主，涵盖

鞋、鞋垫、帽子、枕头、肚兜、服装等实用品，在山西曾出土的南宋时期的

抹胸、枕头顶、裙带、包首等刺绣作品，体现了晋绣的艺术价值。

（二）色彩浓厚

色彩是视觉艺术的急先锋，晋绣所展现出来强烈的对比色，是山西

人民对三晋文化的积淀，更是民风民俗与思维方式影响下的个人主义色

晋绣元素在服装配饰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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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样创新、品类创新、文化创意三个方面对具体的服装配饰设计案例进行分析。将传统晋绣文化元素与文创产品设计相结合，探索融

合突破口，为晋绣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也为其他绣种与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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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为传统晋绣眉勒。晋绣采用强烈的、大面积的纯色对比，以褐、

蓝、红、绿为主色调，用作衬底，刺绣图案色彩采用艳丽、明快的色调，整

体层次分明，强烈而又不失庄重，华丽而又不失优雅，是山西民风民俗、

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具有强烈共性的晋绣色。

（三）图案丰富

晋绣图案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整体构图饱满，选用题材广

泛，图案组织形式多变。晋绣作品在构图上属于满幅构图，纹样处于作

品的中心位置，以平铺的方式将主题纹样布满画面，视觉上充实饱满，

具有圆满吉祥的美好寓意，表现了山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图2（a）

为传统晋绣花帽的局部，图案采用满幅构图；晋绣题材大多取自于自然

与生活，与山西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包括植物、动物、人物、器物、

文字、几何纹样等题材；在组织形式方面，晋绣多以某一纹样为单位，根

据作品的结构进行不同组织形式的变化，有单独纹样、连续纹样和适合

纹样三大类，如图2（a）花帽中的“寿”字为单独纹样，图2（b）装饰带中

的“蝴蝶石榴纹”为连续纹样，图2（c）服装局部中的“动物纹”“植物

纹”为适合纹样，纹样多被赋予了美好寓意，有“牡丹抱菊花，辈辈享荣

华”“凤穿牡丹”“五蝠捧寿”等的说法，深刻反映了山西民间的传统风

俗与人民淳朴憨厚、追求幸福的性格特征。

（四）工艺独特

山西独特的地域环境决定了晋绣工艺种类的独特与繁多。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三晋各地区在早期刺绣技法上又进行了不同地域特色

的二次发展创新，包括北部地区将民间剪纸艺术与刺绣相“联姻”的繁

峙刺绣、中部地区立体感极强的硬质绣交城堆绫、东南部地区高平刺绣

等，除此之外还有贴布绣、平针绣、锁绣、打籽绣等工艺，它们相互统一

而又各自独立，各具特色，图3为近代晋绣交城堆绫局部，图4为传统晋绣

打籽绣绣片。

因为晋绣以生活用品为主，所采用的工艺都具有美观耐用的特性，

所以民间有“布破花不破”的说法。

二、晋绣元素在服饰文创产品中的创新应用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中指导方针明确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了解晋绣非遗源头，合理开发利用，不能盲

目创新。晋绣与文创的结合是对传统晋绣文化的再挖掘，晋绣要想在文

创的道路上长远发展，其核心支撑点在于设计创新。通过广泛深入的社

会调研，充分了解传统晋绣的特点，明确当今发展潮流的趋势，对晋绣的

品类、图案、色彩、工艺等方面进行二次创新设计，充分做到传统文化与

创新设计的高度结合。

（一）纹样创新

纹样，是最常用的文化符号之一，将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相融合，

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强调“融入”，并非“述而不

作”，因此首先需要我们充分了解传统纹样的文化寓意，再进行符合现代

城市审美需求的加工塑造，是一个“解构+重塑”的过程。

1.关公脸谱的纹样设计

在山西，关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形象早已与山西人民的生活

融为一体，大多数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关公信仰，关公形象便具有明显的

地域化、民俗化、个人情感主义化的特点。承袭了传统晋绣纹样的特点，

设计关公人物形象，以葫芦造型为主结构，采用单独纹样与适合纹样的

组织形式，并结合脸谱文化进行纹样设计。其设计过程如图5关公脸谱

纹样设计过程解析所示，关公面部“眉”“眼”“鼻”“嘴”“胡子”特征

由“晋”字变形而来，腮部胡须采用流苏的方式表现，结合“字纹”“火

纹”“植物纹”“阴阳鱼纹”等纹样进行组合设计，在延用传统晋绣纹样

组织形式与题材的基础上，对纹样进行了变形与加法设计。在色彩上，

受中华五色精神中红色表忠义与民间“红脸关公”说法的影响，采用红色

作为主色调，用传统晋绣对比色进行表现，图6为关公脸谱色表。

2.晋字阴阳鱼的纹样设计

将动物、文字、地形特征元素相融合进行纹样设计。乾坤湾，位于

山西省偏关县，是黄河入晋第一湾，因形状酷似太极阴阳鱼而取名乾坤。

以其为主要题材，将动物、文字相融合进行纹样设计。将乾坤、鱼、“晋”

字三大元素进行组合设计，在纹样创新设计过程中，不再是传统晋绣的

“直白式”纹样融合，运用分割、减法、变形、加法的设计手段，将字纹

与动物纹巧妙融合，完成了“晋字阴阳鱼”纹样的设计，其设计过程如

图7所示。“晋”字变形后与阴阳鱼融合，整体表现效果和谐，拆分来看，

“晋”字又像阴阳鱼的鱼骨，与结构合理相融，表现手法生动具体，纹样

有阴有阳，与三晋大地共生，融为一体，纹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构图

饱满，题材丰富。

（二）品类创新

在5G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晋绣的发展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包

容性，结合当今发展趋势，晋绣产品也应该与时俱进，不能仅停留在生活

> 图1传统晋绣眉勒

> 图3 近代晋绣交城堆绫局部图 > 图4 传统晋绣打籽绣绣片 > 图5 关公脸谱纹样设计过程解析

> 图2 传统晋绣物品

（a)绣花帽局部 （b）装饰带 （c）服装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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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与艺术品上，还应该在品类上加以创新。

1.口罩绣品

实用价值即使用价值，晋绣产品最大的特色之一便在于它能兼顾实

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实用化与视觉化并存，在设计过程中应保留传统文

化的精华。2020年，“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面对这样的环境，戴口罩已经成为常态化，设计作品以口罩

为载体，在品类上进行了创新，图8为系列口罩绣品。口罩结构新颖，上

下两弧度进行人体立体裁剪，寻找最符合人体面部特征鼻梁与下颌骨的

弧度，使其在达到功能性的前提下，提高舒适度，如图9为口罩绣品结构

图；采用多层设计，中层为滤网，可以阻挡有害的气体、气味、飞沫、病毒

等物质，具有防疫功能。图案采用传统凤纹，寓意吉祥，具有观赏性。

2.服装配饰绣品

服装配饰与服装具有统一性，依附于服装而存在，在整体的服装造

型与形象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云冈石窟——坐落于山西大同，开凿于

北魏时期，是北魏政权与佛教文化联姻的产物，是山西的代表性建筑。

服装配饰绣品以云冈石窟为设计元素，提取壁画图案，采用代表性的荷

花为原型进行设计，将人为景观融入设计中，具有地方特色，迎合市场

需求；以纱质材料为底布，图案采用机绣工艺，以珍珠加以装饰，丰富画

面；以颈链与袖腕作为载体，拓展了晋绣品类，图10为腕饰、耳饰、颈链

系列配饰绣品。

（三）文化与创意的融合设计

新时代，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每个文创产品的背后，都应该有一

个中国故事。产品文化，是一个商品背后强有力的支撑，将产品自身蕴含

的文化内涵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让故事传承产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民风民俗作为无形的文化遗产，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

人，但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存在断层的现象，这就

要求设计师将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相融合进行物化表现，物化产品背后

的文化故事能够吸引社会人并得到有效传播。

葫芦形荷包绣品的设计以《封神演义》人物“姚少司”“萧升”“赵

公明”“曹宝”“陈九公”五位人物形象为主，打造“守旺，把幸福传承下

去”的家文化，五路财神，各显神通，文化故事的注入，赋予了物以人的

色彩，使产品鲜活起来，图11为“五路齐福”系列荷包绣品成品。此外，

在设计方面，将传统图案和纹样进行二次设计，以中国传统戏剧脸谱为

设计原型，传统葫芦形状为结构外观，结合吉祥纹样，与金木水火土五

色五行搭配，传达福德智慧、迎祥纳福、辟邪除灾、财源茂盛、吉祥安康

的美好心愿。传统文化的注入，使产品更加鲜活。

三、结语

晋绣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份宝贵的财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展现了晋绣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地域性、民俗性。以上所展示的设

计作品皆遵循了“市场化、视觉化、故事化、特色化、实用化”五大原则，

研究晋绣与文创产品的融合，对晋绣的保护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具有很

大的意义，解决了晋绣产品缺乏创新性的问题，进一步拓展了市场。也希

望能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山西民间刺绣的魅力，吸引更多的设计师

加入其中，让晋绣更好地发展并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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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关公脸谱色表

> 图9 口罩绣品结构图

> 图10 系列配饰绣品

> 图11  “五路齐福”系列荷包绣品成品

> 图7 晋字阴阳鱼设计过程解析 > 图8 系列口罩绣品

（a）腕饰 （b）耳饰   （c）颈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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