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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这种艺术形式，常被称为工艺美术入门的基础，是从事艺术设计工作的奠基石。图案作

为艺术的载体，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它是一种物质产品，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

图案设计是一门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的艺术，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生活实

践和艺术实践的过程。在中国，图案的运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技艺精湛，取材广泛，种类丰富多彩，

在世界艺术长廊中享有极高的荣誉。从古代的陶器、青铜器、漆器、壁画、纺织品，到现在的服装、

包装、广告设计、雕塑、建筑、家居装饰等都反映着图案设计这门艺术的存在与变化。

图案设计是将人们的感知经过艺术加工，使其在造型、色彩、构成等方面符合现实实用和审

美的需求。图案设计课是以美化人们衣、食、住、行为目的的装饰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设计课程，

与同类课程相比，它具备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审美、设计优势，是学生认识、制作和设计图案的

必修课，是艺术设计类相关专业的重要内容。因此，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图案设计艺术，了解它

的艺术特点与设计规律，能够提高对图案艺术的审美能力，并逐步提高图案设计水平，对掌握设

计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按照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根据教学时间和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编写，其特点如下。

(1) 掌握基础。学习图案设计，首先必须掌握图案的基础知识，包括图案的审美法则、色彩运

用、写生变化等内容。

(2) 灵活运用。图案设计的教学内容涵盖各个艺术设计类的专业，而不应只针对某个专业。图

案设计内容涉及平面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等各个专业，力求专业知识的全面性。

(3) 强调创新。在认识图案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创新设计，根据现代艺术设计要求，

创意表现图案元素，并使其服务于各行业的整体设计。

本书由王晓勇、丁超、刘立刚编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和老师的支持与指导。本书

中部分插图采用了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历届学生的作业，对此表示感谢。本书借鉴了国

内外同行专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尤其是书中一些优秀案例图片来自专业书籍和设计网站，

由于编者精力所限，无法追溯原始出处，故未能一一注明来源，在此向相关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诚挚地希望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为便于读者学习，与本书配套的考试题库单独成册，随书赠送。同时，本

书提供了完备的立体化教学资源，包括 PPT 教学课件、教学大纲、考试题库答

案和案例文件，读者可扫描右侧的二维码获取。

　　　　　　　　　　　　　　　　　　　　　　　　　　　　　　　 　 　　　　   编　者 

前　言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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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图案随处可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图 1-1 所示。可以说自从有人类

艺术活动开始就有了图案，人类早期的岩画、新石器时期陶器的纹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莫高

窟的壁画，都证明了图案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图案源于自然、源于生活，但又高于自然，比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更美、更典型，给人以强烈

的感染力。图案设计过程实际上是体现设计师匠心的过程。设计师从自然界中发现美、认识美、

提取美，最后凝聚美，为世界提供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也点缀了人们的生活。

图 1-1 　随处可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图案

第 1 章　图案概述

本章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图案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分析图案的应用范围。

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讲解，让读者初步了解图案的概念、特征等相关基础知识。

本章要点：

认识图案的产生和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图案的艺术特征、应用范围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度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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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设计原理与实战策略 第 1章　图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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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案的概念

《辞海 ( 艺术分册 )》中对“图案”条目的解释为广义是指对某种器物的造型结构、色彩、纹

饰进行工艺处理而事先设计的施工方案，制成图样，统称图案。有的器物 ( 如某些木器家具等 ) 除

了造型结构，没有装饰纹样，也属于图案范畴 ( 或称立体图案 )。狭义是指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和色彩。

图案是装饰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把生活中的自然形象通过艺术加工，

使之适合于某种器物、环境、空间形态的造型、色彩、结构、纹饰而做的预先设计。同时，为了

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图案还受到经济、文化、科技、工艺技术、材料、生产力和流通等各环

节条件的影响。

在二维空间中设计的图形，例如染织设计图案、装潢设计图案等被称为平面图案；在三维空

间中的器物造型、构成、色彩的设计，例如陶瓷、家具、家电等产品的设计被称为立体图案；在

二维和三维空间中的结合设计被称为综合图案，例如橱窗、环艺、室内设计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持续发展，图案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宽泛。

1.2　   图案的应用范围

从人类认识到美的那一天起，图案就以粗犷、原始的面貌与人类朝夕相处，美化着人类自身，

并随着人类对美的认识的提高而逐步发展。从岩壁上和先人身体上的涂鸦到陶器上的纹饰，如

图 1-2 所示；从纺织品上的简洁纹样到瓷器上的精美图案，如图 1-3 所示；从日常用品外形的塑

造与图饰到建筑的造型与纹饰，如图 1-4 所示；从皮影形象到动漫形象，如图 1-5 所示；从橱窗

展示到广告纹样，如图 1-6 所示，无不体现着图案的形式与精神 ( 详见第 3 章 图案的分类 )。

图 1-2　涂鸦和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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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设计原理与实战策略 第 1章　图案概述

2 3

图 1-3　简洁纹样和精美图案

图 1-4　日常用品外形的塑造与图饰、建筑的造型与纹饰

图 1-5　皮影形象和动漫形象

图 1-6　橱窗展示和广告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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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设计原理与实战策略 第 1章　图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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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图案的基本特征

图案的基本特征，即依附性、艺术性和文化性，是图案设计实用、经济、美观等重要原则的

具体体现。

1.3.1　依附性

图案设计是依附于物体和环境而进行的一种设计活动。

图案主要用于修饰人们生活中的实用物品，如服装的配饰、建筑的装饰、家具的美化等，充

分显示了图案本身具有的依附性特点，如图 1-7 至图 1-9 所示。通过对商品的美化，达到促进销

售、创造经济效益的作用。

图 1-7　服装的配饰

图 1-8　建筑的装饰

图 1-9　家具的美化

另外，依附性还表现在对图案的制约性上，即图案是结合具体实用目的，并在经济能力、工

艺材料、生产条件的制约下所设计的。正是在这种制约下，图案才显现出更多的特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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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设计原理与实战策略 第 1章　图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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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艺术性

所谓艺术性，主要表现为物象造型的概括、变形与夸张，以及色彩处理的主观性和归纳性，

如绘画、雕塑、摄影等视觉造型艺术以观赏为目的，给人以美的享受。

图案要适应工艺制作技术，这决定了它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性语言，其表现手法为平面化、

单纯化，如图 1-10 所示；组织构成上为秩序感、条理性，如图 1-11 所示；追求吉祥寓意、奇

思妙想和理想化形象的组合美，如图 1-12 所示；以及与加工技术相适应的材质美、工艺美等，

如图 1-13 所示。

从图案本身来讲，既然它担负着美化商品的重任，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美学为主、功能为辅的

特点，这与图形有很大的不同。图案以美化人民生活为宗旨，因此美感是图案的主体，并反映时

代的生活面貌。图案所体现的是优美的艺术形式、科学的工艺过程、合理的实用功能的统一。

图 1-10　图案的平面化、单纯化

图 1-11　图案的秩序感、条理性

图 1-12　图案的吉祥寓意、奇思妙想、理想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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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图案的材质美、工艺美

1.3.3　文化性

图案强调文化特征和民族欣赏习惯，各种装饰形式在演变的过程中同人类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时代的飞速发展，图案设计对艺术形式的追求也在不断变化、更新。

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中，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图案透露出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审

美意象。

许多离我们久远的艺术形式，至今还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激励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折服，

如清新质朴的蓝印花布、富丽多彩的传统刺绣、千古流芳的青花瓷器、神秘莫测的面具艺术、小

巧精致的民间剪纸、交错缠绕的中国结饰等，如图 1-14 至图 1-19 所示。

图 1-14　清新质朴的蓝印花布

图 1-15　富丽多彩的传统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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