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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敦煌莲花纹样在服装设计中
的应用

程依静 杨欣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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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莫高窟的莲花纹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义。近年来国家扶

持传统文化再发扬力度加大，敦煌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结合不仅为服装设计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图案资源，也为传统

纹样的现代转化与创新提供了实践路径，进一步推动了敦煌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其中 CLO3D 是服装数字化表达的

重要的制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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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语境下，敦煌艺术作为

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正以全新的姿态融入现代设计

领域。敦煌莫高窟的莲花纹样，承载着千年的宗教内

涵、美学价值与文化记忆，其独特的艺术符号与精神

内核，为当代服装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1．敦煌莫高窟莲花纹样

敦煌莫高窟莲花纹样作为跨越千年的视觉符号，

其时代特征与艺术价值紧密交织于历史语境与文化交

融之中，呈现出极具生命力的演变轨迹。在早期（十

六国至北朝），莲花纹样受佛教东传与西域艺术的影

响，呈现出简洁质朴的风格特征。此时的莲花纹以单

线条勾勒为主，造型多为对称式的几何化形态，花瓣

数量较少且轮廓平直，色彩运用上以土红、石青、石

绿等矿物颜料为主，色调单一且对比强烈，带有明显

的西域壁画粗犷豪放的特质。这种简约造型不仅契合

佛教初传时 “苦修” 的精神内涵，也体现了当时艺

术工匠对异域佛教文化的初步理解与转化。例如北凉

第 272 窟的莲花藻井，以简单的白描勾勒花瓣轮廓，

通过疏密有致的线条排列营造层次感，虽无繁复装饰，

却以古朴庄严的气质彰显宗教艺术的肃穆感，展现出

早期佛教艺术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探索。敦煌莫高

窟的莲花纹样是中国图案艺术史上保存最系统的纹样

之一，探究其造型及风格特点的演变史，归纳文化碰

撞对纹样影响的规律，可以为现代纹样的设计方式方

法提供参考。敦煌莫高窟中莲花纹样具有独特的研究

价值，根据其表现形式大致分为三种：写实纹样、变

形纹样与平面纹样三大类
[1]
。

写实纹样即对莲花本身进行的写生，是所有植物

纹样中最普遍也是最直观的莲花纹样。写实莲纹多为

池中莲，亦作为具有装饰性的小图案或手持物，仅小

范围具有细微形变，大部分为莲花的侧面写实图案，

例如北周 428 窟、初唐 329 窟，其形象逼真，细致入

微，色彩浓淡皆有讲究。

图 1 北周 第 428 窟

图 2 初唐 第 329 窟

变形纹样基本表现为莲花样式变形为其他载体，

例如莲花台、莲花石柱、莲花台基等。通过莲花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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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变化，将其融入到具体事物当中，不再考虑莲

花的写实性，笔触更加张扬随性，用色大胆。例如初

唐第 323 窟中莲台呈托塔状，底座与莲托保持原有的

莲花特征，并加以其他纹样的修饰，更具设计感
[2]
。

图 3 初唐 第 323 窟

图 4 初唐 第 323 窟

平面纹样是目前服装设计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

纹样形式。其纹样不仅限于莲花纹样，同样融合了雷

云纹、祥云纹以及其他装饰性纹样。平面纹样的装饰

性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画面事物安排的有序性和自由

性上。构图的有序性，表现在画面采用了均衡、对称、

中心式构图形式，在个别图案设计上巧妙以动制静，

利用流动性纹样打破有序图形，形成独特的艺术审美。

其莲纹多取其圆满、纯净、威光之意，大多出现在敦

煌藻井的中心、神佛的背光莲花或是头光莲花
[3]
。

图 5 隋 第 407 窟

图 6 唐 第 217 窟

图 7 唐 第 320 窟

敦煌莲花纹样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

期的莲花纹样以简笔线条勾画为主，色彩较为单一，

造型也多呈现简洁。隋唐时期则出现了色彩艳丽、造

型繁复的莲花纹样，如图 5 立体质感的八瓣莲花油画

效果莲花纹，层层叠叠更有立体感。后期的写实莲花

在刻画时更注重写意，造型刻画更为真实，也更注重

图案连贯的表现。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艺术风格的演

变，也体现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深度。从艺术价值层

面来看，敦煌莲花纹样不仅是视觉审美的载体，更是

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其造型演变过程中，既保留

了印度佛教艺术中莲花象征 “清净无染” 的宗教内

涵，又融合了中国本土的五行、吉祥文化等元素，形

成独特的东方美学表达
[4]
。

2．服装设计与新媒体的融合

2.1 敦煌纹样的提炼与再设计

在敦煌艺术体系中，莲花纹样作为其几句代表性

的纹样类别，大致可被分为装饰类、寓意类和写实类

这三大类型。装饰类莲花纹样侧重于通过几何化线条

与简单造型对建筑、壁画、物件等进行装饰点缀，营

造华丽庄重的氛围。寓意类莲花纹样一般多用于表达

佛教的慈悲情怀与纯净思想，是宗教文化的可视化呈

现。写实类莲花纹样则追求更加逼真的描绘莲花自然

形态，由简入繁，更加注重艺术的真实性。对莫高窟

原始莲花图案进行深入研究时，可采用元素提取、分

布运用、元素混搭等方法。元素提取即从复杂的原始

图案中精准提炼出如莲花花瓣、花蕊等核心元素；分

布运用则是依据设计需求，将提取的元素合理布局于

不同载体，如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可将莲花元素巧妙

地分布在领口、袖口、裙摆等部位，如图 8 左二的服

装设计，将对称莲花纹样进行裁取，加以特殊布料质

感，部分区域进行形变处理，使袖子呈现半包型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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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既保留了敦煌莲纹的特点，同时也弱化了纹样

的规整程度，更体现出真实莲花的形象特征。

敦煌莲花纹样历史悠久，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

特的艺术风格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大量的宝贵灵感。

敦煌莲纹中的每一种元素都具有独一无二的象征意义

与审美价值。以平面莲花纹样为例，其连续重复的特

性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尤其适合用于表达服装边缘的流

畅性与动态性。如图 8 右一的服装设计所示，通过对

莲花纹元素的提取与再设计，将平面莲花纹样以渐变

的形式沿肩膀展开，利用莲花花瓣连绵的线条引导视

线，表达出莲花优雅灵动的动态美，从而设计出既有

传统韵味又颇具现代审美风格的服装作品。

图 8 基于敦煌莲花纹样的服装设计图

现代服装设计中传承了敦煌莲花纹样中的古典美

学，并将其进行创新。将莲纹的特质融入现代服装，

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元素符号，同时以现代设计为载体

保留了时代气息。从配色角度看，敦煌莲花纹样主要

选用对比色与互补色相搭配，如红与蓝、红与绿。虽

采用反差强烈的色系搭配，但饱和度相对较低，使图

案颜色呈现极其舒适的视觉效果，形成独特的中国传

统色系。在敦煌莲花纹样的应用上，通过合理的裁剪

分割，表现出一种连续而稳定的纹样图案，这种图案

往往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加上色彩的调和，使得

其纹样富有节奏感。在线条设计上，运用抽象化、几

何化等设计方式，按照莲纹严谨的对称式，采用方中

带圆的构图进行提炼设计。其创新不仅在服装表面图

案上体现，同样影响着材料与制作工艺的选择
[5]
。

2.2 服装设计与数字化结合应用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设计师们能过通过更加便

利的计算机技术设计服装产品，从传统的基于纸面的

设计流程转变为完全数字化的过程。这种转变大大减

少了由设计师物理运输服装样品给生产者所产生的时

间，随时修改设计、微调版型等都能高效实现。软件

如 CLO3D 和 VStitcher 皆允许设计师在虚拟环境中创

建、编辑和模拟服装样本，以此实现所见即所得的设

计效果。数字化技术使得服装样板可以电子化记录，

这样既可以规避传统保存模式的不足，同时也可以推

进服装设计的发展。

本研究使用 CLO3D进行服装设计数字化的实践。

在 CLO3D 软件中可对已设计完成的服装板片进行二

次修改绘制，而后于 3D界面进行缝制，完成平面与立

体的转化。使用过程中还可对服装面料进行颜色材质

属性调配，同时也可以检测虚拟服装舒适度以作参考，

寻找更加贴合实际的服装数据。

图 9 款式 1

图 10 款式 2

图 11 款式 3

图 12 款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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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款式 5

结合前文所提到的敦煌纹样的提炼与再设计，共

设计五款（如图 9-图 13）基于敦煌莲纹的服装样式。

本设计以胭脂红、铜绿、泥底、橄榄绿、土黄为主体

色彩体系，其色系构成既契合当下中国传统色彩的流

行趋势，又完整保留了敦煌壁画原色系的浓郁艺术韵

味。在色彩叙事层面，通过现代色彩构成理论对传统

色谱进行转译，实现了历史厚重感与当代审美取向的

融合。在廓形设计维度，注重层次搭配。通过不同长

度、材质的叠加（如外层挺括面料与内层柔软面料的

组合），让整体造型有立体感和视觉丰富度。同时，

在局部细节（如领口、袖口、衣襟）融入 “微创新”

设计，比如将传统对称结构改为不对称剪裁，或增加

可调节的功能性设计，让服装既有传统韵味，又符合

现代穿着的便利性和个性化需求。

总结

敦煌莲花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构成要素，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其进行

深入的历史追溯与文化解读后不难发现，在现代服装

设计领域，它绝非传统纹样的简单复刻，而是基于对

其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的深度领悟所展开的创新性转

化与应用，进而彰显出独特魅力与创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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