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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本土化酒包装设计中图案元素的应用，并结合几个典型的实例论述了在本土化酒包装设计的过程

中图案应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论证图案背后蕴含的意义与本土包装的相互关系，进而分析了图

案的功能与形式在酒包装设计的过程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深深影响着酒包装的设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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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of pattern elements in localized wine packaging design together with some

obvious examples, it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in wine packaging. Based on

this, by demon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ificance inside the pattern and localized packaging, it analyzed the

irreplaceable place of the pattern′s function and form in wine packaging. And it also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wine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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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的地域特征、历史特征和文

化特征对该地区人们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

这种影响必须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够形成。

因此，就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人有相对独立的语言、习

惯、审美观念以及性格特点，同样把代表不同地域文

化特征的包装设计来作一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在传

统装饰纹样的选择上也有着特有的文化烙印。这就

是今天所说的包装设计的本土化。

所谓本土化，是指共同地域的人在历史上形成的

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稳定的共同体。简单地说，就是

具有本土特色化。本土化包装，就是具有本地文化特

色的，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独特的包装设计。

要做好本土化包装的设计，就必须从包装设计的

文字、色彩、图案等各方面进行整合，充分挖掘本地的

文化语言。故笔者就是从包装设计的图案入手来分

析，如何应用本土化的图案元素。

1 本土化包装设计中图案应用的原则

中华民族有着上下 5 000年的灿烂文化，当然在

这样悠久而深厚的文化背景下，也保存了大量精美的

传统图案，它们见证着历史，讲述着历史，是无比珍贵

的文化瑰宝。

早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祖先们就开

始用最原始、最质朴的纹样来装饰生产工具，来表达

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1]

。现在使用这些图案设计包装的

时候，再也不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装饰，而是建立在

一定实践和理论基础之上的理性的规律和原则。

1.1 信息的准确性

图案作为设计的语言，要注意图案所表达的内容

的准确性。在处理中必须抓住主要特征，注意关键部

位的细节。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比如代表产品

形状、颜色、大小的图片，就要尽量准确，否则就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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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图片与实物不相符。

1.2 视觉的新颖性、独特性

所谓新颖，就是要有创意，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让消费者看到图片就想要马上看到产品本身，从而产

生购买的行为。所谓独特，并不在于简单或复杂。简

单的可能是独特的，也可能是平淡的；复杂的可能是

新颖的，也可能是陈旧的

[3]

。要做到简洁而有变化，复

杂而不繁琐；简而生动，丰富，繁而单纯、完美，才能新

颖独特，富有个性。

1.3 使用的局限性与适应性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

念，因而也就有他们自己喜爱和禁忌的图案，产品的

包装只有适应这些，才有可能赢得当地市场的认可。

英国忌用大象、山羊图案，视孔雀为恶鸟，而视马为勇

敢的象征。巴西禁用绛紫色作图案，因为紫色用于葬

礼。沙特阿拉伯严禁在文具上印绘酒瓶、教堂、十字

架图案

[4]

。另外国际上视三角形为警告性标志，所以

忌用三角形做出口产品的商标。这就是在图形案使

用上的局限性。

适应性就是要注意适应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消

费对象，根据这些消费对象来选择他们喜欢的或者符

合他们兴趣点的图案。

2 本土化包装中的图案元素应用

纵览当今的包装，已经有不少设计师在本土包装

设计的时候选用传统图案作为元素，但是应用的水平

参差不齐。以下针对几款不同地域的酒品包装作简

要分析。

2.1 上海老酒

江南文化自诞生起便体现了2个突出的特征：其

一是经济的富足，其二是人情的风雅。这 2个特征贯

穿了江南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对其内涵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吴越江南，无论是它的自然还是人

文，都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性感、最唯美的侧面。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具有的优势越来

越明显。她的时尚、怀旧和多元，都让这座城市的魅

力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上海老酒”用一种平静

祥和的态度诠释着老上海的味道，它勾起上海人对儿

时的里弄生活和游戏场景、八仙桌、煤球炉、老虎灶、

露天乘凉、老唱片、石库门等老古董和老事物的回忆

[5]

。最后他们选择了最具本土特色的石库门作为酒包

装的主体图案。石库门，曾经很风光显赫地矗立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住者多为当年上海的中上层人

士，它的建筑模式是罕见的，它只属于上海。“上海老

酒”的缓缓醇香，总是不期而至，那份平实和从容，正

是上海人所向往的。2001年上海老酒一投入市场就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年营业额远远超过了企业的

期望值。2002年这款包装设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包

装设计一等奖。

上海老酒的成功在很大意义上就是选择图案的成

功，他们选择了上海特有的石库门作为主体图案，与上

海人的情感诉求达到了最好的平衡，这种平衡作为一

种强大的力量维系着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情感纽带。

2.2 三星堆古酒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 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

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

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

[6]

。

巴蜀地区古文明发展的鼎盛的标志，是相继在广

汉月亮湾和三星堆等地发现玉石坑和建筑遗址，也就

是著名的三星堆。

由四川某公司出品的三星堆古酒，通过三星堆出

土青铜器的特点，推出了三星堆古酒系列产品。这个

系列应用了三星堆青铜器“千里眼”和“顺风耳”等头

像的造型作为主体图案，整体风格既古朴又典雅。主

体图案采用单线填色的手法，既保留了三星堆面具的

特点，又不乏现代感。盒体的正面右上角和左下角各

有面具的一半作为装饰纹样，这样的形式表达了三星

堆文化的古朴与神秘。

这款酒包装设计，在纹样的应用上准确而生动地

表达了三星堆古酒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反映了本土的

巴蜀文化。早在 1997年的联合国的国际食品博览会

上就被评为“中国最古老历史文化名酒金奖”。1998

年三星堆古酒首次进入台湾市场，凭借其包装设计浓

厚的文化气息和优良的品质受到众多的好评和一致

肯定，同年该系列产品又进入日本市场，被誉为来自

外太空的史前文化。

三星堆古酒系列产品包装设计的成功，不仅是对

三星堆古酒的文化进行诠释，更是对本土巴蜀文化精

髓的集中体现。

2.3 陕西杜康酒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产生于黄河流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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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缩影。中原文化的特点，在很广的层面上反映了中

华民族的特点。

陕西白水杜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杜康 15

年陈酿酒，在其包装设计的风格上就沿袭了这种淳朴

和厚重的风格。杜康酒是我国历史名酒，因杜康始造

而得名，距今已有 4 000多年的历史，有“贡酒”、“仙

酒”之誉。

为了突出这款酒的文化特色，酒包装设计就以传

达浓厚的酒文化为目的，在图案的选择上经过反复的

考证和研究。主体图案以六角形的窗户作为边框，里

面用传统线描的形式描绘出古代酿酒作坊的景象，让

人觉得打开这个酒盒就好像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

户。用形象的思维把消费者带回酒祖杜康酿酒的时

代，与产品原浆古酿的特点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在

背景纹样的处理上，以篆字作为盒身的底纹，无疑又

强化了年代久远的感觉，使得杜康陈酿的特点在不经

意间就传递出来。盒身底部的花边脱离了云纹、水纹

的固定模式，选用了战国青铜器上的人物纹样，并经

过提炼以后创作出新的以人物形象为主的二方连续

纹样。

总的来说此款杜康酒在图案的应用上选择了适

合本土文化的图案，既生动又不失庄重，既丰富又显

得主次有序，既贴近产品的特点又紧扣企业文化的核

心，在本土化包装图案的应用上是一个值得学习和借

鉴的成功案例。

3 少数民族地区本土化包装图案的应用

3.1 藏之韵酒

藏族文化也被称为雪域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

环境造就了藏族人民对雪山、圣湖的无限崇拜，这种

崇拜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成为对白色、太阳、光线、火

的崇拜。

藏之韵布达拉酒，以其极富民族特色的图案作为

装饰纹样，使包装设计在整体风格上藏族韵味十分突

出。藏之韵品牌名称下面用很小的一块玛尼石作为

图案进行装饰，表达原始而古朴的美。玛尼石是藏族

人的圣物，源于藏区原始的对圣山、圣湖的崇拜。顶

部选用藏传佛教传统吉祥物藏八宝中的宝瓶作为装

饰纹样。象征着聚宝无漏、富智圆满。从佛教文化的

角度进一步诠释了产品的文化内涵。棕色部分的盒

身用藏族文字作为底纹装饰，寓意藏族拥有浓厚的民

族文化底蕴。整个设计选用的图案虽然简洁，但是都

是最能代表藏民族特色的本土化图案，因此整体风格

统一，既有浓郁的本民族特色又不乏现代感。

3.2 彝族咂酒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

一。彝族的咂酒，多用漆器作包装，在纹样的选择上

多用虎纹和火纹。

虎是力量和威严的象征，被彝族先民敬奉为原始

图腾，成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彝族人称虎神为罗尼，

这是他们心中最灵验最崇高的神。虎神可以为他们消

灾驱邪，可以保佑他们称心如意、吉祥平安

[2]

。他们把

自己、家庭、家族的幸福，都寄托在虎神的护佑之下。

在彝族的咂酒包装上，以原始的虎图腾纹样作为

主体图案，以火作为整个包装的底纹，和盒顶和盒底

的花边，是非常典型的彝族包装设计风格。

4 结论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固有的

特点，这种特点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而沉淀下来

的，有着独特个性和鲜明性格的文化体系。所以在设

计不同的包装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具体的地域文化，

历史文化以及各种特定的限制条件，对传统图案进行

选择、提炼和再创造。使所选择的图案能够完全符合

产品的内涵和企业的文化。

总之本土化包装设计的宗旨是在传统文化中吸

收精华，将本土化和时代感相统一，同时，结合地域和

民族的共同特点，达到国际间的交流。使设计在研究

传统中融合时代特色和现代感，以本土的特性和风格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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