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教育前沿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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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纹样作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的重要元素，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竹子蕴含“虚怀若谷”“柔韧有节”
的东方哲学，与健身气功追求的“形神合一”“以柔克刚”理念相契合——竹节纹的纵向延展呼应气脉贯通之势，竹叶交叠的疏密
节奏暗含呼吸吐纳之法，使服饰成为可穿戴的文化媒介，在习练者举手投足间传递修身养性的精神文化内涵。本文通过竹纹样在健
身气功服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将文化意象转变为物质载体，为传统工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也为健身气功文化的传承和普
及提供物质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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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健身气功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以自身形体活动、

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3]。作为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健身气功起源于

古代导引术，融合了中医经络学说、道家修炼思想和儒家修身

理念，强调内外兼修，形神合一，旨在通过调身、调息、调心

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效果。近年来，健身气功列为我国

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专门成立了健身气功管理机构和协会，

以加强对群众性健身气功活动的管理，推动健身气功的普及[4]。

在这一背景下，气功服饰成为了文化表达与身份认同的媒介，

其服装设计应体现健身气功的文化内涵与特色，本文在保留现

代气功服传统功能的基础上，融入竹纹元素，既满足习练者的

运动需求，又通过视觉语言传递东方美学，成为连接传统与现

代、功能与文化的桥梁。 

1 竹纹样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 
竹纹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其含

义从自然属性、人文精神到哲学思想层层递进。郑板桥在《竹

石》写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竹喻人，象

征人在逆境中依然保持坚定的品格，人们通常以竹子“节节高

升”的形态寓意事业有成、步步高升，表达对个人成长或家族

昌盛的祝福；竹子“虚怀若谷”的中空结构象征谦虚包容，成

为君子品格的物化表达；而“柔韧不屈”的特性则体现外柔内

刚的处世智慧，传递出在逆境中坚守信念的精神力量。作为“四

君子”之一，竹纹样承载了文人追求正直、清雅、高洁的精神

品格，成为文人雅士身份与审美趣味的象征。 

竹纹样以竹节、竹叶、竹枝为基本单元，通过多样的排列

组合及设计手法呈现，在艺术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于陶瓷、书画、

建筑、服饰等领域。首先，竹纹样的排列组合多样，有重复、

对称、交错和组合等，如郑板桥的《墨竹图》，竹叶多作“个”

字或“介”字交错排列，疏密有致；北京四合院中的竹石纹砖

雕照壁，竹纹样与怪石、梅花结合，形成竹石、竹梅等组合纹

样。其次，设计手法上通过用不同的工艺和材质呈现出写实或

写意的风格，如在宋代瓷器上，竹纹以纤细的笔触勾勒出竹叶

的飘逸；而在明清家具中则以浮雕形式强调立体感与节奏感。 

除此之外，在服饰领域，竹纹样更是文化符号与功能美学

的结合。明清时期，竹纹样被用于官服补子或刺绣图案，象征

官员的清廉与正直，成为身份与品德的标识；竹纹样还与花卉、

鸟兽组合，形成“竹报平安”“竹梅双喜”等吉祥图案，广泛应

用于女性服饰的裙摆和袖口，表达女性对自身美好品德的追求；

此外，竹纹样在儿童服饰中的应用也颇为常见，以“节节高升”

的寓意寄托长辈对子女成长与成功的祝福；在现代服装设计中，

竹纹样通过数码印花、激光雕刻、3D 打印等新技术实现现代化

应用，如国潮服饰中的竹纹设计通过几何化处理和色彩创新，

以数码印花的方式将传统符号融入现代时尚，既保留传统寓意，

又契合当代审美需求。 

2 健身气功服的发展与设计原则 
2.1 健身气功服的历史与现状 

健身气功的雏形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导引术，其服饰尚未

形成独立体系，练习者多穿着宽松的麻布或葛布深衣，强调“宽

衣博带”的舒适性，便于肢体伸展与气息调节。汉代马王堆帛

画《导引图》中绘制了 44 个不同的练功姿态，是现存最早的彩

绘气功导引操练图，人物服饰以交领右衽为主，袖口宽大，腰

间束带固定，既满足动作需求，又符合礼制规范（见图 1）；20

世纪 80、90 年代流行气功热，几乎全民气功，受西方运动服装

的影响，气功服的形式也逐渐多样，从开始的形式不约束，到

比较明显的中式上衣和长裤，上衣部分为中式立领，长排一字

扣，装袖，平袖口，无口袋，衣摆两侧开衩，整体衣长过臀部

甚至到大腿，下裤为上宽下紧造型，膝盖以上宽松，膝下收紧

或用束带束紧，似灯笼裤，整体造型宽松而干练，兼顾传统审

美与现代实用性。 

直到现代，健身气功服饰又有了新发展。2009 年 5 月发布

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试行）》中提到：“裁判人员、参赛队

员应着大会指定的服装,并佩戴相应的标志[5]。” 首次提出指定

统一服装，提升了健身气功项目的专业形象和公众认知度，但

对于健身气功比赛和日常服饰的具体形制，官方目前还没有明

确的规定。 

 
图 1 帛画《导引图》 

2.2 健身气功服饰的设计原则 

2016 年 12 月，《体育总局气功中心关于中国健身气功服装、

练功鞋设计方案的征集公告》其中提到如下内容：“符合中国健

身气功的传统文化内涵，突出汉服大襟右衽之特点，体现中国

健身气功千百年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精髓，在服装面料、款式、

图饰上充分表达健身气功传统文化的特征，要有较高的艺术价

值和实用性，要有利于运动[6]。”开始进行设计征集，这体现了

现代健身气功服饰的设计理念与特点：传统与现代融合、舒适

性与功能性并存。 

新时代健身气功服饰的设计原则围绕功能性、审美性以及

文化传承创新三大核心展开。在功能性要求上，健身气功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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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以宽松舒适为主，注重运动时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上衣

和裤子都采用宽松设计，以适应气功动作的多样性，让运动者

在进行健身气功练习时能够自由伸展；面料需具备吸湿透气、

弹性适中的特性，如竹纤维、有机棉或高科技混纺材质，能够

有效排汗来保持身体干爽，适应气功练习中长时间的动作。在

审美性要求上，健身气功服饰追求色彩与图案和谐，古代布料

染色也遵循阴阳五行，以黑、白、赤、青、黄为正色，汉朝尚

火德，以黑色和红色为贵[7]。所以气功表演服常用黑、红为主色

调，饰以鲜艳华丽的刺绣，常服则多采用米白、青绿等自然色

调，营造宁静平和的视觉氛围；图案上注重与自然元素的结合，

如植物纹、动物纹等，通过刺绣、印花或提花工艺呈现，既保

留传统韵味，又避免过度装饰。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新时

代健身气功服饰强调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的融合，通过解构传

统纹样来赋予其现代时尚感，这种创新并非是对传统的背离，

而是通过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传统文化内涵，为文化的传承

与传播注入新的活力。 

3 竹纹样在健身气功服中的应用 
将竹纹样应用在健身气功服中，不仅是一种装饰元素的融

入，更是文化寓意与功能美学的结合。 

“竹影意”系列健身气功服的灵感源于自然界晨昏交替中

竹子的斑驳光影，以及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竹纹样，结合中国传

统服饰的细节，巧妙地将自然之美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上衣

领型借鉴了明代竖领衣，领式后宽前窄，是立领的前身；扣子

采用 1 粒一字扣；袖子借鉴传统琵琶袖，袖端饱满，袖口逐渐

收紧；部分款式加入了分割线，增强运动感；衣身两侧开衩，

动作起来行云流水；束脚裤设计便于动作，脚口可调节以适应

不同需求；面料选用阳光缎，富有光泽，轻盈透气，赋予服装

现代运动服的质感；色彩上，竹纹样与服饰色调遵循和谐统一

的原则，常服以表现健康形象的绿色、蓝色为主，搭配竹子纹

样刺绣，形成色彩对比的同时保持整体风格的协调，表演服选

取较为浓烈的红、黑、棕等展现气势。 

在图案设计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竹叶与竹枝，通过将传

统水墨风格的竹叶纹样简化为线条，再运用重复、对称、交错

的设计手法，设计了两种风格的竹纹样。一种是向上生长的竹

纹样，搭配蓝绿色系，营造清新、充满生机的气氛，寓意欣欣

向荣和节节高升；另一种是向下低垂的竹纹样，随风吹动的竹

子既表现中国人的含蓄，也展现出竹子坚韧的特质。在布局与

搭配上，纹样根据服饰的功能性与美观性进行合理分布，肩膀

和胸口处大面积的竹纹样刺绣可以提升服装的视觉美感，使服

装具有辨识度和艺术感，下摆的竹节纹样则通过纵向延伸拉长

视觉比例，增强服饰的流畅性。实现技术上，竹纹样采用的是

最传统的刺绣方式，能够展现纹样的立体感与细腻度，使竹纹

样与服装结构融为一体。 

 
图 2 “竹影意”系列健身气功服成衣 

4 结论 
竹纹样在健身气功服饰中的应用，不仅是一种装饰元素的

融入，更是一种文化寓意与审美价值的深度表达。其审美价值

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竹纹样结合自然形态与人文精神，赋

予气功服饰独特的文化韵味。例如，衣领处的竹节刺绣和袖口

的竹叶印花，不仅提升了视觉美感，还传递出“坚韧不拔”“清

雅脱俗”的精神追求，使练习者在运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次，竹纹样通过现代艺术手法的转译，实现了传统美学与当

代审美的融合。例如，将传统水墨风格的竹纹样简化为几何线

条，或在浅色面料上采用深紫色竹纹刺绣，形成色彩对比的同

时保持整体风格的协调。此外，竹纹样的布局与搭配体现了功

能性与美学的统一，常被巧妙地分布于肩膀、胯部等部位，通

过视觉引导优化服装的剪裁效果。 

综上，竹纹样在健身气功服中的应用体现了气功服功能性

与文化性的结合，使服装不仅具有实用性，更成为承载文化内

涵与审美价值的载体，进一步提升了健身气功的文化认同感和

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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