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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装视觉设计的新语言

万 彤

（井冈山大学，吉安 343009）

摘要：分析了涂鸦的由来、现状，以及它的表现形式、审美特征，并结合现代包装设计的时代需求，论述了涂鸦艺术

在现代包装中的具体运用，进而分析了涂鸦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涂鸦艺术作为一种

新的视觉设计元素，是丰富现代包装设计的重要视觉表现手段，不仅为现代包装设计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还带来了

新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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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origin, status，manifestation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Graffiti ar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demand for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it discusse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Graffiti art in

modern packag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raffiti art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this, it

puts forward Graffiti art as a new visual design ele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visual means of enriching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This will not only set the sta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and also bring new

marke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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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日益丰富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

消费模式，美观时尚的包装成为消费者的理想选择。

为让产品能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商家越来越重视包

装的设计。涂鸦不受载体的限制并能充分表达个人

审美意识，在数字信息时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它已逐步渗透到人们生活及现代设计中。包装作为

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将具有时尚、娱乐元素的

涂鸦艺术加以运用，不仅能创新现代包装的形式，而

且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

1 关于涂鸦

“涂鸦”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唐代诗人卢仝的一句

诗词：“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意指书

画和文字的稚劣。然而现代“涂鸦”主要是指 20世纪

6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1]。涂鸦艺

术是非常典型的后现代艺术，最初表现在墙壁上，后

来地铁、车站、广场等越来越多的场所成为涂鸦艺术

的表现画布，它们造型夸张、色彩强烈、手法新奇、个

性鲜明，成为人们进行自由创作的重要宣泄手段之

一。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涂鸦也逐渐走向艺术化和

商业化[2]。

涂鸦作为一种流行时尚符号由街头走进了室内，

由野生状态成为了大众文化，得到了大众及国际艺术

界的认可[3]。涂鸦艺术像一股春风悄然地影响着现代

社会的大众审美，并蕴涵着一种日益强烈的社会文化

生活需求的发展趋势。

作为引导消费的现代包装为了满足现代人的审

美需求，设计者让包装更具特色和多样化的风格，其

中涂鸦艺术逐渐成为了现代包装视觉设计的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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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涂鸦艺术在现代包装中的运用

2.1 涂鸦艺术的表现形式与现代包装的创意构思

2.1.1 图形的夸张表达

涂鸦艺术的内容来源于生活，在它的图形创作

中，设计者大胆幻想，将这些符号元素进行夸张概

括，使图形具有抽象性、幽默性的特点。涂鸦夸张的

图形、粗犷的线条展现了原始野性的魅力，随意的造

型表达了自由、个性化的情感，迎合了现代人张扬的

个性特点。在包装设计中，设计者应将涂鸦中出现

的新奇图形进行合理运用，通过夸张的造型、粗犷的

线条以及不同质感的材料，让消费者在接受作品的

同时又调动受众的想象力，集趣味性、文化性、功能

性于一体，展现包装的个性魅力。如维他奶新包装，

见图 1，设计者以涂鸦的形式描绘了情节性的故事，

极富幽默性。为了强化包装的视觉形象，有的涂鸦

包装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涂鸦形象混搭组合，丰

富包装的视觉效果。如CD封套设计，见图 2，封面上

夸张抽象的图形给人一种原始又古典的视觉感受，

不禁让人产生对包装中CD音乐内容的联想，概括抽

象的人物和奇特的植物拼贴，二者进行了巧妙组合，

展现了包装的艺术特色。这种大胆的创意不仅传达

了音乐的视觉魅力，还为商品的销售创造了有利条

件。

2.1.2 文字的多样性表现

涂鸦最初以文字为主，是通过文字的变形来吸引

人的注意，这使涂鸦字体本身成为了一件集功能性与

审美性于一体的独立作品[4]。涂鸦字体主要表现为箭

头、文字的体积化、变形、透视及组合等方式，其多样

化和个性化的艺术特征丰富了包装的表现手法，冲击

了主流设计，为包装的创意带来了另类、多变的风

格。由涂鸦字体组合而成的涂鸦符号具有空间节奏

的变化感，其字体相互重叠、串联以及大小、间距的变

化增强了字符元素的信息活力和视觉冲击力，是视觉

美感的再创造。如包装商品名的设计，可利用涂鸦字

体亦字亦画的装饰特点，强化品牌字体，在辨识中产

生意趣。涂鸦文字的编排应从包装整体设计出发，使

个性化的字体与包装风格和谐一致。如路易·威登推

出的限量版印字涂鸦手提包，见图 3，包上 "Louis

Vuitton"品牌标识字以涂鸦字体呈现，黑底上随意描画

着简洁的橙色英文字体，时尚休闲，个性十足，这种字

体的表现方式摆脱了印刷字体的标准刻板性，使手提

包俏皮又不失时尚感，提高了包装形象的视觉冲击

力，强化了品牌的视觉效应。

2.1.3 强烈的色彩运用

涂鸦色彩耀眼、醒目，其浓艳的色调，强烈的对

比色彩传递出一种年轻、愤怒、不羁、兴奋、浓烈的草

根情怀[5]，这正符合当代年轻人追求视觉刺激的审美

心理。涂鸦作品中的色彩都是五彩斑斓的大色块对

图1 维他奶新包裝

Fig.1 Vitasoy new packaging

图2 CD封套

Fig.2 CD cover

图3 路易·威登手提包

Fig.3 Louis Vuitton hand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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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极具装饰性。在包装设计中大胆采用涂鸦的色

彩元素可以丰富艺术表达，其浓郁、鲜明、随意的色

彩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然而，原味的涂鸦艺术毕竟是表现个人的艺

术倾向，不具有市场行为。在设计中，如果对涂鸦色

彩运用不当，就会显得繁复花哨而影响包装的视觉

效果，因此，在包装设计中要根据商品特点运用涂鸦

色彩，注意色彩之间的关系，运用形式美法则对其进

行合理搭配，使色彩形成一种更集中、更强烈、更单

纯的视觉形象语言，加深消费者对包装的认知度，达

到传播信息的目的。如饼干包装，见图 4，设计师在

可爱的图形上描绘了单纯、绚丽、高彩度的色彩，使

包装鲜亮夺目又不失童趣，让观者在欣赏中找回了

快乐、纯真的童年记忆。

2.2 涂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现代包装的视觉表现

2.2.1 刺激性和宣泄性

涂鸦以随感而发、热情直接、简洁明快的方式来

表达某种特定的思想和情感，其作品具有刺激性和宣

泄性的审美特征。涂鸦以猛烈的视觉冲击、强烈的字

体变化和色彩对比来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魅

力。这种“与众不同”恰恰是现代包装追求个性化的

最好视觉元素。涂鸦快速、即时、富有激情的表现迎

合了当代青年人追求自我、张扬个性的心理特征，而

涂鸦中宣泄的情感也很容易感染欣赏者，使其在欣赏

中释放压力。如涂鸦风格包装因涂鸦内容的不同呈

现出甜美、叛逆、可爱、颓废等不同的视觉效果，这种

情绪表达赋予包装独特的欣赏价值，极大地张扬了涂

鸦艺术的感染力。涂鸦风格的包装体现了一种情感

的宣泄，人们在欣赏这类包装时会产生一种情感的归

属，这可以为商品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如M.A.C化

妆品彩妆系列包装，见图 5，设计师采用了涂鸦风格，

夸张的美少女形象、随意的手写品牌名称以及大胆丰

富的色彩搭配使整个包装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体现出

时尚前卫的视觉美感，受到了不少年轻女性的青睐，

成为了该产品的卖点之一。现在，很多化妆品公司都

将涂鸦风格运用在粉盒、香水等包装上，如BOSS 涂鸦

限量版劲能男士香水的包装设计，其灵感来源于都市

生活，表达的是一种纯然而又桀骜不驯的生活方式，

使用这款香水的男士是真诚不做作的，不论时间与地

点，随时做自己。

2.2.2 装饰性

涂鸦追其历史可与壁画、岩画同源，这造就了涂

鸦艺术的装饰性，如墙体绘画就充分体现了其装饰

的审美特征 [6]。早期的街头涂鸦表现为粗犷的装饰

性语言，但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下，涂鸦艺术逐步

具有了现代设计风格的装饰性，如在日本，涂鸦艺术

因融合了精致、细腻的民族艺术特点，使其装饰性的

意味更浓。涂鸦利用其夸张的图形、浓艳的色彩和

装饰多变的字体来造成一种新颖的装饰性效果，它

不是复制性形象的再现，而是注重画面整体节奏、气

氛的营造。这种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使画面所呈

现的艺术形象在对客观事物的阐释方面起到了别样

的艺术功效。在包装设计中，涂鸦独特的装饰性语

言为商品包装带来了另类的艺术风格。涂鸦看似混

杂、过度装饰的画面却使包装呈现出一种现代流行

的混搭和复古视觉美感，让人印象深刻。如安娜苏

新推出的涂鸦限量版唇彩盘系列包装，见图 6，设计

师配合主题运用手绘缠枝花的自由形态和艳丽的色

彩来展现产品精致与轻巧的个性特色，使整个包装

具有复古的艺术设计感。

图4 饼干包装

Fig.4 Biscuit packaging

图5 M.A.C化妆品彩妆系列包装

Fig.5 M.A.C cosmetics make-up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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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表意性

涂鸦创作者的目的是想借助创作造型各异、内容

丰富的涂鸦图形向人们传达某种思想，通过这样的创

作使涂鸦者的思维得以展现和延伸，因此，表意性是

涂鸦艺术的最本质特征[7]。在包装设计中，涂鸦艺术

表现形式的合理运用，不仅能丰富包装的视觉艺术表

现，还能对产品的内在精神进行完美阐释，加深消费

者对产品的认识和理解，提升产品的影响力。如限量

珍藏版的人头马VSOP涂鸦酒瓶礼盒，见图 7，其设计

结合涂鸦手法与元素完美地诠释了“跨越心极限”这

一产品概念。外盒的黑色底色与白色涂鸦字母的搭

配尽显简约时尚，纵身而起的潮流达人动感无比。酒

瓶上蓝灰色图案底纹将“跨越心极限”这5个涂鸦文字

衬托得跳跃夺目，明亮的色调令整个涂鸦图案瞬间跃

然于人们眼前。乳白色的涂鸦文字耸立在波涛澎湃

的大海之中，寓意年轻人要在逆境中不断突破和前

进。这两款看似夸张却充满创意的涂鸦酒瓶诠释了

人头马VSOP追求活力与个性，突破自我，积极生活，

不断前进的品牌精神。当下年轻人个性时尚，追求

“跨越心极限”的生活态度也正和涂鸦的艺术行为不

谋而合。

3 涂鸦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意识、审美在不断提高，

涂鸦这一新的语言形式不仅能丰富包装的视觉语言，

还可以借助包装设计所特有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得到

更新和拓展。

任何事物只有不断更新和发展才具有存在的意

义。涂鸦艺术这一新的语言形式必须对不同的文化

和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借鉴和吸收，才能获得新的发

展。涂鸦源于国外，在中国是一个新生的产物，对它

的运用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设计师应该了解

涂鸦的产生渊源及风格特点，重新挖掘并深化，在立

足商品特性，抓住消费心理的前提下，不断完善涂鸦

艺术在包装设计上的创新[8]。设计师应将中国传统图

形或元素融入涂鸦艺术中，并将具有中国文化特性的

涂鸦运用到包装设计中，这样的涂鸦包装才能更好地

被中国人所接受。

涂鸦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情感需求，有着自身

强烈的意愿，涂鸦精神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用情

感来表达设计[9]。现代包装设计有太多的参考素材，

设计师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原创性和个性，设计的包

装千篇一律，缺少情感诉求，没有灵魂也没有个性。

真正好的创意是根据自己的直觉设计出的带有自身

情感的作品，这样才能打动人。而涂鸦是冲破禁锢，

源于内心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精神上的返璞归

真，体现了设计中对情感的诉求。

4 结语

随着现代设计的不断发展，商品包装也逐渐体

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涂鸦艺术以其轻松的设计

方式、随意的表现手法、另类的艺术感受甚至是略带

幽默诙谐的情感意味被时尚界所推崇，在现代包装

设计中被大量应用。而涂鸦艺术这种强烈的视觉语

言，为现代包装形式增添了新的内容，涂鸦风格的包

装，也符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必将成为包装设计的

新趋势。

图6 安娜苏唇彩盘系列

Fig.6 Anna Sui lip plate series

图7 人头马VSOP涂鸦酒瓶礼盒

Fig.7 Gift box of Remy Martin VSOP graffiti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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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高寿。现代设计中将寿字作了很多变形处理，如

寿字纹等，也用鹤象征高贵长寿充满灵气，与松、石、

鹿等同时出现。所谓“喜”，即快乐，可庆贺的事情。

有关“喜”的吉祥画很多，如“喜上眉梢”、“和合二圣”

等。现代设计中也有很多从传统元素中抽象变形寓

意“喜”的图案，如陈幼坚设计公司的标志“四喜娃”。

从纪念品和收藏价值的角度考虑，徽墨的现代包

装设计应该更加注重挖掘和继承传统文化的设计理

念，从传统元素中抽象变形，得出新的设计元素，从而

运用到徽墨包装中，为徽墨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4 结语

用现代语境分析“石莲秘室”的设计理念，可以看

出它的设计思想深刻影响着后期徽墨包装的整体发

展，并对现代徽墨的包装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

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设计思想理念，另一方面

要将分析到的理念运用在现代徽墨的包装设计中，无

论是包装的本质意义，还是包装装饰性的深刻内涵，

都需要挖掘和整理，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符合徽墨包

装自身特色的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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