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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数字化创新应用研究
——以宋锦天华锦纹样为例

扈冰玉，束霞平*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近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受到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国潮风”兴起，传统纹样的创新应用成为时下热点。以宋锦天华锦纹样为

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查阅和专家访谈等方式，从图像学和类型学角度对天华锦纹样的构成元素、骨架结构、色彩搭配等艺术特

征进行分析和归纳，后运用数字化技术和软件将纹样矢量化，并建立纹样数据库，实现其在服饰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以期助力

传统天华锦纹样在新时代的推广，也为“国潮”服装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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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Costume
Design: Take Tianhua Brocade Pattern in the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HU Bingyu, SHU Xiaping*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China- fashion wind" has risen, an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has become a hot spot. With the Tianhua Brocade pattern in the So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elements, skeleton structure, color matching and other art features of

the Tianhua Brocade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and typolog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are used to vectorize the pattern and establish the pattern database to realiz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patterns in costume design, in order to help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Tianhua Brocade pattern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provide new ideas for "China-fashion" costum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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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纹样承载了古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和艺术

风格，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然而，因年

代久远及环境变化，我国部分传统纹样在保护和传承

上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目前传统纹样的设

计和应用缺乏创新意识，传统纹样与现代产品的结合

存在对传统纹样的“拿来主义”趋势，无法满足国内国

潮产品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传统纹样的载体多依

靠传统手工艺的制作与传承，如宋锦天华锦纹样多以

天华锦织锦为载体，然而，无论是手工织造还是机械生

产的方式，均面临效率低与成本高的双重挑战，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天华锦纹样的传承与推广，而数字化技

术的快速发展为此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决路径。

在服饰设计领域，纹样的数字化应用可大幅度提

升设计的效率和灵活性，使传统纹样跟上时代步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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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传统纹样与现代服饰设计的完美结合。因此，本文

将以宋锦天华锦纹样为例，旨在探寻宋锦天华锦纹样

在服饰设计中的数字化应用路径，促进天华锦纹样在

现代社会的保护与传承，丰富现代服饰设计的文化

内涵。

一、传统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数字化技术应用

现状

数字化概念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发达国家，

并于20世纪80、90年代在中国逐渐普及。历经半个多

世纪的演变与发展，数字化如今已演变成一种将艺术

与科学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型艺术形式，在我国传统纹

样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

（一）传统纹样的数字化采集和存储技术

在当今社会，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为传统纹样的保

护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主要包括数据采集、记录及存

储技术。在传统纹样的采集与记录环节，目前广泛应

用的是二维和三维扫描技术，它们能够将传统的照片、

文字等资料转化为数字化格式，并在存储环节，利用网

络、光纤以及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将原始的纹样照片等

资料转化为数字化图片存储于数据库中，为资料的分

类与检索工作提供一种更加便利的途径。

（二）传统纹样的数字化再现技术

在信息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再完全遵循传统

的口传身授的方式，图像处理和数字复原等新的技术

逐渐发展成为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必要手段[2]。借助图

像处理和数字复原技术，可将所采集的传统纹样以数

字的形式进行保存，并在需要时进行复原和展示。

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也日益成熟，虚拟服装技术

的出现为传统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保护、传承及应用

提供了一种新颖的途径。虚拟服装技术由国外兴起，

20世纪 90年代，瑞士日内瓦大学Miralab实验室开展

“F1ash Back”虚拟服装项目，B.Lafleur 等人以简单圆

锥曲面表示裙子，在虚拟人物上试穿，模拟检测人体周

围的排斥力场[3]。之后虚拟服装不断发展，至今已较

为成熟，在传统纹样的保护与传承领域，虚拟服装常被

用于传统服饰的数字化复原。此外，部分学者将传统

纹样运用于虚拟服饰的设计中，对现代服饰进行创新

设计，实现传统纹样的现代化设计和应用。

（三）传统纹样的数字化平台交互技术

在智能化时代的背景下，数字化平台成为大众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传统纹样服饰数字化创新

应用平台的创建可以有效提升传统纹样服饰设计的普

及性和创造性。随着工业化进度的加深，机器生产降

低了产品的美学特征和个性化，人们在物质上的需要

得到了满足，因而对精神上的需要有了更多的追求，于

是手工艺、中国风和 DIY 商品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传统纹样服饰数字化创新应用平台通过引导用户

自主选取心仪的传统纹样进行DIY服饰设计，在满足

用户精神追求的同时，扩大传统纹样的知名度，培养用

户对传统纹样的喜爱，促进传统纹样的传承和发展。

二、宋锦天华锦纹样艺术特征分析及数字化提取

（一）宋锦天华锦纹样艺术特征分析

天华锦纹样结构丰富独特、纹样繁复精致，具有较

高的艺术研究价值。天华锦的艺术特征主要包含：纹

样构成、骨架线、框架结构和色彩搭配四个部分。

1. 宋锦天华锦纹样的构成分析

天华锦纹样由主体纹样和装饰纹样构成。天华锦

纹样中主体纹样占据视觉中心，并对天华锦的主题表

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体纹样分为主要纹样和次要

纹样，主要纹样的种类主要包括团花纹、如意纹、蔓草

纹、宝相花纹和符合花纹五类；次要纹样主要包括团花

纹、蔓草纹、朵花纹、万字纹和动物纹五类。

团花纹和如意纹是较为常见的主要纹样，见表

1。其中团花纹是宋锦的标志性圆形图案，其以独特的

艺术魅力脱颖而出。团花纹不仅外形呈现为圆满的圆

形，其边缘更以放射状或旋转的线条巧妙延展，内部则

精心布置了丰富多彩的图案元素，如生机勃勃的植物、

栩栩如生的动物或是寓意深远的文字等。这些元素和

谐共生，共同传达出“美满团圆”这一深刻而吉祥的寓

意，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与追求。

天华锦次要纹样中较为特殊的是万字纹和动物

纹，见表 2。万字纹即“卍”字形纹饰，有吉祥、万福和

万寿之意。动物纹以天华锦中常见的蝙蝠纹为例，蝙

蝠的“蝠”与“福”字同音，有“福从天降”“福到”等寓意，

而且在我国蝙蝠被看作长寿的象征，蝙蝠纹还被赋予

了趋吉避凶、求富贵、寓康寿、报顺安的含义。

天华锦的装饰纹样分为四方连续的几何纹样、单

独纹样和锦上添花式复合纹样三类，见图 1。其中锦

上添花式复合纹样是天华锦中较有特色的装饰纹样，

它是由单独纹样和四方连续几何底纹组合而成，单独

纹样浮于几何低纹表面，使纹样更加精致繁复，在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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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天华锦部分次要纹样

类目

第一类：团花纹

第三类：蔓草纹

第四类：朵花纹

第五类：万字纹

第六类：动物纹

次要花纹

第一类：四方连续的几何纹样

连钱纹

回形纹

第二类：单独纹样

花卉纹

第三类：锦上添花式复合纹样

“卐”字纹

锁子纹

动物纹

龟背纹

菱格纹

杂宝纹

图1 天华锦部分装饰纹样

表1 天华锦部分主要纹样

类目

第一类：团花纹

第二类：如意纹

第三类：蔓草纹

第四类：宝相花纹

第五类：复合花纹

主要花纹

39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4年10月

表面的装饰效果更为突出。天华锦装饰纹样在视觉上

具有繁复、细致、精密的特点，但尺寸大小与繁复程度

都与主体纹样有一定的区别，用以突出主体纹样，并使

锦面纹样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在文化寓意上，天华锦

的装饰纹样多为具有长寿、富贵、辟邪等吉祥寓意的连

续几何纹、花卉纹、动物纹及杂宝纹，借此表达了我国

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2. 宋锦天华锦纹样的骨架线分析

在天华锦纹样中骨架线不仅有构建框架结构的作

用，还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如图 2所示，天华纹的骨

架线主要分为单线结构、组合几何结构和变形纹样结

构三大类。天华锦的骨架线以多变的对称几何结构为

主，这些骨架线与其他纹样元素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

天华锦能够展现出一种复杂而和谐的美感。其中单线

结构的骨架线结构较为简单，组合几何结构以及变形

纹样结构的骨架线虽然相比单线结构较为复杂但并不

繁复，因此天华锦的骨架线在起到装饰作用的同时又

不会影响主体纹样，使锦面和谐有序。

第一类

骨架线

第二类

骨架线

第三类

骨架线

单线结构

组合几何结构

变形纹样结构

图2 天华锦部分骨架线

3. 宋锦天华锦纹样的框架结构分析

宋锦天华纹的框架结构分为：八角填花型、菱形填

花型、方形填花型、龟背填花型、四合如意型、锦上添花

型六种类别[4]。其中锦上添花型布局是天华锦独有的

框架结构，该布局主要是在八角形填花型的纹样布局

上，再填饰其他纹样，此类织锦图案布局更为复杂、层

次更为丰富（见图3）。

4. 宋锦天华锦纹样的色彩分析

宋锦的配色根据宋锦中不同的品种类别及其用途

不同而各有特色。根据表 3可以得出，天华锦地纹花

的配色方法有两种：一是同类色的明度变化，即由深逐

渐至浅或由浅逐渐至深，加以褪晕；二是不同色相不同

深浅的配置[5]。天华锦的整体色彩搭配主要有两个特

点：其一，注意各色纯度和明度的统一和谐，达到灰而

不闷，艳而不俗的效果；其二，对比色的相配，一般以鲜

明的红、青、绿、橘黄等彩抛色显现主花，在和谐中略有

跳动，形成宫廷和书画装饰品的典雅而古朴的格调，又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二）宋锦天华锦纹样的数字化提取

1. 数字化软件应用

天华锦纹样的数字化提取是实现其在服饰设计中

数字化应用的前提和基础，在此方面，可以应用设计与

图像编辑软件，如CorelDRAW、Photoshop、AutoCAD、

InDesign、ApplePencil等[6]。通过这些软件可将天华锦

实物或书籍资料图片上的纹样进行分类提取和复原。

2. 数字化提取

本文主要通过Photoshop数字化设计软件对天华

锦上的图案进行提取。首先，将传统纹样的照片或书

籍图片导入Photoshop中，后利用Photoshop的画笔工

具，在新建的图层上描绘出纹样的轮廓，并对提取的纹

样进行上色后存储，完成对传统纹样的数字化提取。

因华锦的纹样结构较为复杂，需将天华锦纹样进行解

构和分类，分别对天华锦的主要纹样、次要纹样、装饰

纹样和骨架线进行数字化提取，例如图 4是对黄地锦

上添花天华锦部分主要纹样的提取。通过Photoshop

提取的纹样可随时存储并进行轮廓的修改和色彩的搭

配，可根据不同风格搭配不同的色彩，为数字化纹样库

的建立提供纹样数据。

三、宋锦天华锦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数字化创

新应用

近年来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逐渐受到了国

人的重视，兴起了一阵“国朝热”，宋锦作为中国优秀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并被运用

图3 黄地龙凤八角形天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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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部分天华锦色彩搭配提取

来源名称

《苏惠织锦璇玑

图》装裱天华锦

《江山清远图》

装裱天华锦

《垂虹亭图》装

裱天华锦

《龙王请斋图》

装裱天华锦

参照织锦 主体纹样取色 装饰纹样取色 骨架线取色 色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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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现代产品中。为跟随时代的脚步，促进传统纹

样在现代社会环境下的传播，实现传统纹样的数字化

应用是尤为重要的。

（一）宋锦天华锦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天华锦图案多样、色彩丰富，耐用性好，可被应用

于新中式服装设计中。将古典织锦纹样融入现代服装

设计之中，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与致敬，

同时也巧妙地将这份古典韵味与现代时尚的审美观念

相融合，创造出既富含文化底蕴又不失时代感的独特

服饰风格。如图5所示为上久楷雅莹定制系列龙凤呈

祥纹及地礼服裙，该礼裙运用了天华锦作为主要面料，

配合礼裙简约素雅的剪裁风格，更加凸显出了国风礼

裙的优雅与大气。

此外天华锦也常被应用在不同类别的饰品设计

中，例如：首饰、箱包、香包等。图6~7为宋锦品牌上久

楷设计的男士钱包和女士斜挎包，均采用了方形填花

型结构的天华锦纹样。其中，图 7的天华锦纹样根据

斜挎包的色彩和结构做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增添了传

统天华锦纹样的设计感和时尚感，使传统纹样与现代

服饰结构设计完美结合。

图8为北京服装学院博士怡君的宋锦纹样数字化

服装设计作品《月晕知风》。该作品将传统织锦纹样与

现代服饰结合，重现了传统织锦纹样的风采[7]。目前

宋锦八达晕锦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数字化应用案例较

多，而天华锦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数字化应用则较为

缺乏，因此本文将结合天华锦的艺术特征，构建一套适

用于天华锦纹样的数字化应用设计方案。

（二）宋锦天华锦纹样数字化应用设计方案

随着时代潮流的演进与大众审美眼界的不断拓

宽，简单地复制或照搬传统纹样进行设计已难以满足

图4 黄地锦上添花天华锦部分主要纹样的数字化提取

图5 龙凤呈祥纹及地礼服裙 图6 男士宋锦钱包 图7 女士宋锦斜挎包

图8 设计作品《月晕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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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强烈需求。为此，必须深入

挖掘宋锦天华锦纹样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与象征意

义，通过创新设计思维与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巧妙融合，

对这些纹样进行再创造与活化应用。唯有如此，方能

以高效、优质的方式将中国传统纹样的精髓巧妙融入

各类设计作品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融合，满足市

场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定制需求。天华锦纹样元素的种

类和形制较多，但其结构架构具有较为明确的种类和

规律。通过前期调研对宋锦天华锦实物进行详尽的数

字化采集工作及细致的分析与归纳，提炼出天华锦纹

样的独特构成形式，深入探索了其内部填充元素的多

样性，并系统总结了色彩搭配的规律与特点，为后续的

设计与应用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将天华锦纹样在

数字化平面绘图软件中矢量化处理；构建天华锦纹样

的骨架结构库、主体纹样元素库、装饰纹样元素库、骨

架线纹样元素库与纹样色彩库，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

天华锦纹样的创新设计，并植入服装和服饰效果图模

型库，模拟天华锦纹样所呈现出的产品效果。从纹样

采集到纹样数据库建立，实现纹样自主合成和创新应

用的研究路线，制订宋锦天华锦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

数字化应用方案（见图9）。

1. 纹样生成与衍生原理

天华锦纹样具有纷繁复杂的种类和庞大的体系，

为了更有效地运用这些纹样资源并促进创新设计，构

建天华锦纹样数据库显得尤为重要。在构建纹样数据

库的过程中，需引入分裂语法和形状文法作为理论模

型的核心。通过将分裂语法融入天华锦设计实践，可

对复杂的天华锦纹样进行细致入微的分解与重构，这

一过程不仅揭示了天华锦纹样的内在逻辑与层次结

构，还促进了文化基因数据库的构建，使得这些设计要

素得以系统化存储与高效利用。如此一来，设计师在

创作过程中便能轻松调用和重组这些纹样元素，实现

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推动天华锦纹样在现代服饰

设计领域的创新与发展。图10为具体分形过程，即对

天华锦纹样进行逐层解构，将天华锦的主体纹样、装饰

纹样和骨架线等组成部分从整体天华锦纹样中分离开

来，分别提取和归类5个部分的纹样元素，并分析其不

同部分的色彩搭配。

形状文法是一种通过替换规则推理形状的生成系

统，在执行相应的运算规则后，既保持了原有的形态基

因，又产生了新的形态[8]。形状文法四元组公式为：GS=

(S,L,R,I)，GS表示S经过了置换、镜像、旋转等手法形成

的图集，S表示形状的有限集合，L表示符号的有限集

合，R表示规则的有限集合，I表示初始形状[9]。在操作

上，这一方法主要遵循一系列视觉变换规律，包括但不

限于图案的平移、缩放、旋转、翻转、复制、置换和增加

图9 天华锦纹样在服饰设计中的数字化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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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这些手段，可以创造出既保留原始图案精髓

又富有新意的图案组合。据天华锦纹形态学矩阵中的

目标标记，将推理规则的属性分为继承性、修改性、衍

生性，见图11~13。

图11 继承性规则

图12 修改性规则

图13 衍生性规则

2. 单独纹样的解构与重组

在天华锦中单独纹样分为主体纹样和装饰纹样中

的单独纹样两种，其中主体纹样还包括主要纹样和次

要纹样。单独纹样的解构与重组是指将纹样拆分成以

单点或散点组合点状，以对称或均衡的构图进行布局

排列[10]。如图14所示，提取天华锦原片主要纹样中的

四合如意云纹，选择其中一个如意云头纹作为单元纹

样，通过复制、旋转、缩放等变化方式，构成新的天华锦

图案。这些图案保留了天华锦传统纹样的魅力，并且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运用在服装、箱包、丝巾等产

品中。

图14 单独纹样的解构与重组

3. 连续纹样填充与组合

连续纹样按连续方式又分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

两种。其中通过二方连续方式设计生成的带状纹样，

可装饰于服装的领口、袖口或下摆处。例如图15将天

华锦中提取的朵花纹元素进行左右的反复连续循环排

列形成条形装饰带，并运用于裙装的边饰设计。

图15 二方连续纹样的组合与应用

传统天华锦纹样由四方连续的单元纹样组成，反

复循环、无限延展。图16为《锦堂图》装裱天华锦中提

取的四方连续纹样单元，其中包含：主体纹样、装饰纹

样和骨架线。

（三）数字化纹样库的建立

1. 宋锦天华锦骨架结构模型库

骨架结构是天华锦设计的基础。提取天华锦的6

种传统骨架结构构建天华锦框架模型库。见图17，可

通过选取不同的骨架结构作为基础来设计自己心仪的

天华锦纹样。

图10 分裂语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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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锦天华锦纹样元素库

在确定了骨架结构之后，通过宋锦天华锦实物和

照片收集天华锦纹样资料，建立天华锦纹样元素库。

天华锦纹样元素库共有三个分库，分别为：主体纹样元

素库、装饰纹样库、骨架线纹样元素库。

天华锦的主体纹样库包含主要纹样和次要纹样，

轮廓形状多为圆形、方形或花形，纹样元素主要包括：

团花纹、宝相花纹、蔓草纹、米花纹、如意纹和动物纹

等，见图 18。主体纹样占据天华锦纹样的视觉中心，

因此主体纹样的选取十分重要，是纹样元素主题选取

的基础，需优先进行选取。

装饰纹样元素分为三类：单独装饰纹样、四方连续

装饰纹样和锦上添花式复合装饰纹样。单独装饰纹样

的元素多为花卉、动物或物品等，结构较主体花纹简

单；四方连续纹样主要包括连钱纹、龟背纹、锁子纹、万

字纹和菱格纹等；锦上添花式复合装饰纹样是单独纹

样和四方连续纹样的组合纹样，形式多变。图19装饰

花纹主要用作在骨架线之中或主体纹样附近，起到丰

富锦面纹样和突出主体花纹的作用。

骨架线纹样库是对传统天华锦纹样中骨架线的提

取，骨架线是构成天华锦结构和划分纹样空间的重要

元素，在骨架纹样库中参考传统骨架线的分类标准将

骨架线素材分为：单线结构、组合几何结构和纹样结构

三类（见图20）。

图19 天华锦装饰纹样元素库

图20 骨架线纹样元素库

3. 宋锦天华锦纹样色彩库

宋锦色彩丰富，搭配繁多，不同的色彩搭配能使宋

锦展现出不同的魅力。为了能够实现天华锦色彩设计

的自由性，色彩库的建立必不可少。在深入挖掘与整

理传统经典天华锦纹样的色彩精髓后，将精心挑选并

提炼出的最具代表性和辨识度的色彩及其组合方案建

立纹样色彩库，图21的色调库是对经典天华锦实物底

色常用色的提取和归类，用于纹样底色的填充。图22

的色系库是对经典天华锦装饰纹样和骨架线纹样色彩

的提取，色彩丰富，可用于多种配色方案设计。其中纯

度和明度较高的色彩多提取自天华锦的主体纹样，与

装饰纹样不同的是，主体纹样的色彩库会加入更多纯

图16 四方连续纹样单元

图17 天华锦骨架解构模型库

图18 天华锦主体纹样元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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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的色彩，用于区分装饰纹样和主体纹样，使主体

纹样在视觉上更加突出。

4. 宋锦天华锦纹样应用效果模型库

为了生动且全方位地展现天华锦纹样在服装及服

饰上的融合魅力，采用前沿的 3D虚拟现实技术，构建

虚拟的模型库。通过虚拟模型的模拟效果用户能够身

临其境地感受纹样与服饰的完美结合，增强了视觉体

验的真实性和震撼力，见图23。用户可以自由调整纹

样的大小和位置，确定设计后软件可以立刻生成天华

锦纹样在所选产品上的呈现效果，让用户可以直观感

受到自己的设计作品，得到更为沉浸式的设计体验。

（四）数字化创新应用流程

1. 宋锦天华锦服饰数字化创新应用平台演示

天华锦纹样APP程序的界面主要有进入界面、登

录界面、首页、个人界面、加载页面、设计方案、色彩搭

配、模型选取和效果模拟等界面（见图 24），用户进行

注册和登录后，可直接选择进入设计方案界面设计自

己心仪的天华锦纹样，进入设计方案界面后，用户会先

后完成骨架结构选取、主要纹样选取、次要纹样选取、

装饰纹样选取、骨架线纹样选取以及色彩选取和色彩搭

配最终根据用户的选择生成一幅完整的天华锦纹样，确

认后进入模拟模型选取界面，进行产品效果的模拟。

2. 数字化宋锦天华锦服饰创新设计实践

天华锦纹样在现代服饰中的数字化应用流程主要

分为设计方案、色彩搭配和效果模拟三大步骤。设计

方案共分为三个环节，首先需要用户选择自己心仪的

骨架结构，本次设计选取了锦上添花型的骨架结构；确

认骨架结构后用户需通过选取天华锦纹样元素库中的

主体纹样、装饰纹样和骨架线纹样三步完成天华锦纹

样的图案拟合。本次设计主体纹样中的主要纹样选取

团花纹、次要纹样选取朵花纹、锦上添花纹样选取龙；

装饰纹样中的单独装饰纹样选取蝴蝶纹、四方连续装

饰纹样选取“卐”字纹和连钱纹；确认纹样元素后进入

骨架线纹样元素的选取界面，选取单线结构骨架线结

合前面选取的纹样元素合成新的天华锦纹样，见图

25。第二个流程是色彩搭配，在选择好相应色彩后，页

面下方会提供额外的配色方案，可以为用户提供不同

的设计灵感。第三个流程是效果模拟（见图26），效果

图21 色调库

图22 色系库

图23 天华锦应用模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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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天华锦纹样设计APP部分界面

图25 天华锦设计效果 图26 服装数字化应用效果

47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4年10月

模拟是天华锦纹样实现从数字化设计到数字化应用的

一个重要流程，能够更好地推动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

的融合。

四、结语

天华锦是我国非遗宋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本

文在研究和分析天华锦纹样艺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

天华锦的数字化应用方案，通过数字化设计软件将所

提取的骨架结构和提取的天华锦纹样矢量化，以方便

建立对应的骨架结构和纹样元素库；借助交互技术使

用户可以通过设计软件实现骨架结构和纹样元素的自

由组合；并运用3D虚拟现实技术完成服饰产品的数字

化模拟应用。数字化技术为中国传统织锦纹样的创新

应用开辟了新路径，在宋锦天华锦纹样的传承与创新

上展现了巨大潜力。本文致力于通过数字化手段，深

度剖析天华锦纹样的文化精髓与设计美学，旨在探索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可行路径，为现代设计领

域注入传统文脉的活力与创意，丰富现代设计的文化

内涵，促进了天华锦纹样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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