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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包装设计必须依据规律化、程式化、秩序化以及理想化的要求进行设计，论述了包装设计必须满足人

的需要、符合人的审美观以及和谐的形式美。进而分析了图形元素所具有的艺术整合力以及适应性。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对包装艺术中的装饰图形特点进行研究，有助于观察、体会和思考中国传统图形元素发展方向，有利

于将秩序性、肌理性、幻想性等融入到包装设计中，增强设计的多元性，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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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packaging design must be designed in accordance with law and stylized, order, and idealistic,

and discussed the packaging must be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n line with the aesthetic and harmonious

formal beauty. It further analyzed the integrated force of the graphic elements of art as well as a high degree of

adaptability. Based on it, it proposed research on the decorative graphics characteristics in packaging art, further

contributed to observe, experience and think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graphic elements, which

was conducive to the orderly, muscle rational fantasy into packaging design, enhanced the design diversity and was

significant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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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元素及装饰表达 2个因素组成了包装艺术，

这里的图形元素是指视觉器官，也就是眼睛可以感觉

到的表现事物特性的某种符号。例如电视节目包装、

多媒体艺术包装、电影海报包装、服装包装、各类设计

以及各种文字、色彩、科学、熟悉的舞台包装、古字画

封裱、陶瓷封装等都是可以通过眼睛看到的，也都是

图形元素[1]。而装饰表达的意思是指发送信息者运用

符号，向信息接受人传递信息的全部经过。伴随全球

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商品外形设

计等领域也快速发展，人们的视觉体验发生了革命性

改变。人们越来越关注包装艺术具备的装饰性，因此

对包装设计的图形元素研究在成为热点同时，也给包

装设计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挑战。

1 包装设计中装饰图形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装饰包装艺术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和历

史积淀。可以发现，我国的美术史从夏商时期的青铜

饕餮，到明清的瓷器花纹，传统的装饰纹样随处可

见。我国传统的建筑、绘画、瓷器、服饰等也都具有大

量的图形元素。包装是一种能更完美地表现画面的

重要方式，是能体现人的本质的一种活动方式，装饰

是人类潜意识中的一种需要，也为人类的设计活动带

来更多灵感和特征[2]。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学会了图

纹包装，并且将装饰活动贯穿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

在不同时期，人类根据需要将装饰进行了不同的改进

运梅园 包装设计中的图形元素发展方向研究
91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4 No.10 2013-05

和革新，每个社会时期的装饰活动是当时社会状况的

一种反映方式。包装装饰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完美诠

释，也是各个社会时期的人反映自己社会地位的需

要，不仅表象上能带给人美的感受，在功能性方面也

是不断随着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更为合理，从而将图形

元素的表象性和实用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原始

社会时期的图形装饰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人类的知

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制约，仅仅是为了满足功能性的

需要，所以在当时包装设计中的科技含金量是很低

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能在简单而又粗犷的

原始图形元素中看到当时社会的真实再现。如原始

图形元素中的野兽、鱼类等类型的图形，就是当时社

会生产方式的一种体现。后来的一些如骨针和玉器

上面的图形画面，也是随着人类发展而变得更加细腻

和美观，这也是功能性需要的体现。由此也可以看

出，包装设计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从生活中感悟

的真实体现，不是凭空想象就能得到的。发展到现代

社会，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对生活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包装设计中的图形也变得越来越完

善，越来越能满足人们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需要，现

代包装设计中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所包含的信息也更

加丰富，在生活的各方面装饰中都能体现现代的图形

特征。

2 包装设计中的图形元素发展面临的困难

2.1 图形元素与标准化、量产化不兼容

图形元素具有和量产化、标准化相斥的特性，它

们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民间传统手工艺

中，装饰往往以个体的形式出现，比如石匠、捏泥人

等。图形元素不仅是这些民间艺人得到的历史传

承，同时更是他们不断进行的再创造。在民间，即便

是同一个人制造的手工艺品，也不会存在完全一致

款式，它是独一无二难以复制的。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包装工艺具有的历代相传的特性，造成各种技艺

经过长时间的改造和革新逐步纯熟和精巧[3]，因而它

们主要的特性之一就是复杂，导致实现将其量产化

困难重重。例如对于我国动画包装的创作团队来

说，改革开放前，他们在类似于手工艺人的创作情境

下进行工作，他们组成规模有限的团队，依靠专业的

团队创作少而精的动画作品，在那个年代他们坚守

中华民族的动画特色；但是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

后，这种小团队生产模式不适应发展需要，在技术资

本冲击下他们成为国际合作者。来自西方的图形包

装依靠标准化和量产化，迫使中国包装作出妥协，其

特有的传统图形元素在此工程中也逐渐消失。

2.2 现代包装设计缺失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的图形

元素

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然而现在的人们大多忙

于与国际接轨，而忽视了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和传承，

尤其是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一知半解，对西方的文化

却趋之若鹜[4]。目前，舶来的文化对我国文化的渗透

越来越严重，在包装设计领域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地

利用外来文化的同时，并尽可能地保留中国的优秀

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例

如，建筑设计风格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就要求设计

师们在进行建筑规划设计时必须全面考虑。由于人

们对传统建筑图形文化的蔑视，造成我国建筑丢失

了其灵魂，在我国半个世纪的建筑图形设计中窗户

仅仅具有生存的功能，原先具有生命的窗类图形不

见了，人们生活中见到的窗只是建材的堆砌，已完全

失去了其装饰性功能。

2.3 审美趣味的改变对传统图形包装艺术发展形成

的挑战

人们的审美趣味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尤其

是改革开放的冲击对其影响巨大。伴随对外交流方

式的增多，不管是民间的亦或是官方的，包括商业的

和非商业性质的，西方世界以及日本流行的美学趣

味，通过大量的宣传影像以及相关商品，迅速传递到

我国。他们对艺术的理解以及研究成果，利用各种

广告、平面杂志、好莱坞制作的电影以及日常用品等

逐步对人们的审美造成影响。作为普通的民众和消

费者，经过 30年的耳濡目染，人们的审美品味逐步走

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的大背景影响下，人们对于以

往的审美情趣逐渐变得陌生，越来越接近西方及日

本的审美趣味。我国影视包装近年来发展的轨迹就

是证明 [5]。我国影视包装的图形元素运用在 1996年

发生了巨大改变。那些曾经在优秀国产动画电影中

大量应用的装饰构图以及装饰法则一夜之间消失不

见，而这一年正是上影实行改制的开始，出于某种原

因老一代的动画包装大师选择离开，而取代他们的

工作者却依靠另一种审美趣味进行创作。正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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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样的断层，造成中国影视包装原有的风格消

失殆尽，其独特的装饰性也随之不见。

3 发展包装设计中图形元素利用的建议

3.1 要不断创新包装艺术设计理念

时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时代也必将产生全

新的观念，只有对包装设计理念进行大胆的创新，才

可以通过视觉传达实现人们审美的需求。创新设计

理念对于创作者设计的作品具有的传播实效将产生

巨大影响，所以包装理念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文字、

图形、色彩运用以及包装技法控制等方面，要顺应时

代发展的需要和人们审美情趣的逐步提高，符合时代

发展主潮流。以紧跟时代脉搏的设计理念进行图形

类包装设计，才能设计出优秀的、具有良好图形元素

表达性的作品，从而使大众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都可以得到满足[6]。

3.2 设计要具有大众化与民族特色

在包装设计中，图形元素的运用势必是不可少

的，作为一种包装语言，图形可以有效地传达设计理

念和设计思想。因此，在包装艺术设计中，要综合考

虑大众化认知程度和民族特色，使视觉设计既符合大

众欣赏能力的深厚文化底蕴，又充分展现各国民族特

色[7]。对民族色彩的运用与把握以及对民族色彩和色

彩本身功能关系的处理是民族化设计的关键，通过现

代设计思维与民族特色文化的有机结合，可以创造出

极具中国特色的视觉传达艺术，最终达到弘扬优秀民

族色彩和文化精神的目的。

3.3 图形元素要具有个性化设计特点

包装设计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

设计和生产来体现产品的个性化设计，进而从整体上

提高人们对个性化设计的认可和热爱，是一门需要人

们深入研究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通过图形元素运用

的包装设计，可以实现生产技术及艺术设计的有效结

合，并通过与一定生活方式、文化底蕴以及时空环境

的结合，使得产品的功能和意义得以实现。通过深入

了解和分析消费者消费特征，在对产品进行装饰性设

计中引入个性化设计，可以实现产品的自我价值及自

我定位。设计者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设计理念，以个性

化为设计重点，从产品整体出发进行准确定位，不断

在设计领域进行深入挖掘，以包装艺术设计为媒介，

以图形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为手段，通过包装将产

品的个性及特色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采用个性化

的产品图形设计可以使得产品的形象风格得以充分

凸显，也是每一位设计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3.4 以绿色化为设计理念进行包装的图形元素设计

在现代化图形元素包装设计中，要以提倡节能环

保为基本思想进行绿色设计。由于现代生活的范围

较广，使得环境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人们一味地注

重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而忽视了环境对人类的影

响。因此，设计者要将绿色设计理念引入现代化设计

中，以美化人类生存环境为设计理念，通过绿色化图

形装饰设计，以视觉传达的形式扩展到社会生活中

去，使人类视觉艺术的传达充分感受到生活环境的美

好，进而促进社会持续高效运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8]。设计者在现代化设计过程中，还要注意设

计理念的转变与合理运用，以绿色环保为主题，引导

社会大众参与到绿色设计当中。可以说，现代设计者

在图形包装设计过程中的责任和使命之一，便是绿色

设计理念的运用与更新。

4 结语

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在包装艺术设

计的图像元素应用上，也有很多优点和长处值得后人

效仿。通过对前人在传统装饰艺术的图形元素发展

及形式等的研究和分析中，可以进一步以包装艺术发

展的图形方式、图形色彩、图形内容、地域特征以及时

代特征等为对象，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分析，进而为以

后艺术工作者艺术创作的开展铺垫理论基础。另外，

在对包装艺术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本着创新的精

神，将从传统艺术装饰中抽取和捕捉来的元素和信

息，运用到艺术设计的各个领域。因此，只要积极地

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就能使中国传统的图

形元素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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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环境，符合老年人生活和使用习惯，同时又结合当

今先进科技发展的智能家居系统，为老年人的家居生

活提供便利，提高老年人居家生活的质量，提高老年

公寓的建设水平，切实解决好“老有所居”的问题，有

助于提高社会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生活质量，为养老

社会化奠定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推动我国社会养老

模式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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