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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苗族蜡染作为包装设计的本土文化识别的特点，论述了蜡染作为本土文化识别符号在苗家酒包装设

计中的竞争力，进而进一步分析了本土文化识别性对苗家酒文化价值的肯定，以及对苗家酒文化多样性的展示，提

出了具有本土文化元素的包装设计，其认知度和识别性更强烈，利于传递产品的功能信息和文化信息，实现商品价

值和使用价值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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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culture Hmong batik as packaging design，discusse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batik as an identifying symbol of the local culture in the Miao wine packaging design，thus further

analyzed the value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local culture of the Miao wine culture value,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Miao

wine culture display.It proposed the packaging design with elements of local culture，their awareness and identify more

strongly conducive to func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transfer products，to realize the feasibility of

commodity value and us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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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是围绕着产品形象，增加产品附加值，

实现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而做的产品形象设计。设

计是围绕着人的需要展开的，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

求都是设计关注的主题。人们对精神的需求包含在

对本土文化认同的层面上，因为相同区域的人有对自

我区域文化认同的共同心理和素质需求，而不同区域

的人则需要对他区域的产品和文化产生了解和认同，

这就是传播的任务，也是包装设计的重任。怎样做到

将企业产品通过包装设计来增强产品的认知度和识

别性，使消费者在满足商品功能的同时，还得到本土

文化和艺术的享受，是包装设计必须面对的问题。这

就要突出包装设计的个性化。实现产品包装的个性

化必须研究民族的本土文化，反映不同的民族性格、

民族心理和人们对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以“苗王

酒”和“苗家姐妹酒”为例，探讨酒包装设计的本土文

化识别。

1 苗族蜡染图形元素与民族包装设计的文化

识别

四川川南苗族，主要分布聚居在四川省兴文县、

叙永县、古蔺县、珙县、筠连县地带。蜡染艺术是川

南苗族的重要文化遗产，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工艺美

术，深受苗族人民的喜爱。苗族蜡染虽不像苏绣玲

珑秀丽，也没有蜀绣那样细密精致，但它古朴中包含

的粗犷风格，简约中蕴藏的典雅情调，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中国苗族服饰》一书赞誉“川南蜡染流畅精

美”。这种“蘸蜡绘之于布，而后染之去蜡，则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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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的蜡染艺术，是古代蜡染工艺的继承，主要是麻、

棉布蜡染。其蜡染为蓝底白花，蓝白二色相映衬，加

上自然形成的“冰纹”，分外淡雅悦目。兴文县苗族的

蜡染，原先主要是用于装饰妇女的衣裙、围腰、背扇、

背带、伞笼子（麻布口袋）等，现已发展到被面、床单、

挂包、家用电器罩盖等方面，花色品种多姿多彩。蜡

染图案纹理和线条各具特色。其绘画的蜡染图案源

自生活，写实与写意变形，或寓意，大量采用花、蝶等

动植物形象，点线结合，疏密相间，既夸张又富于人情

味。线的运用以细腻流畅、笔直对称为主。有的蜡染

还在各组图案的中心部位，点缀彩绣，巧妙地与蜡染

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浓厚的装饰趣味，从

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给人以美的享受。

苗族蜡染图案造型状况沿袭久远，随着时代的发

展，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虽有所变化，但仍

大体保持着历史的传统式样和特色。蜡染以蓝色为

主调，蓝底白花图案。图案有人形、鸟的图腾、蝴蝶、

花草以及无数回环式的方形纹、几何纹、云纹、水纹、

波纹、菱形纹、鱼的图案、虾的图形。图形多以间隔横

条分割，间隔为主体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构成，

横条与图案上下交替使用。苗族蜡染刻画的众多历

史、人物、动物、花草等优美图案，不仅涵盖了历史、美

学，更涵盖了美术这一学科领域。蜡染图案的变化规

律，或等距、或对称、或重复循环，结构极为严谨，不仅

体现了精湛的蜡染工艺，更体现了苗族的几何学基

础，集历史、美学、纺织、刺绣、音乐、美术、哲学、几何

学于一身。一代又一代的自然传承中，苗族妇女既是

苗族蜡染的生产者，又是苗族蜡染文化的传承人。没

有文字的苗族，其历史、纺织、美术、几何学等诸多知

识，均靠蜡染作为载体传承。苗族蜡染有着特殊的文

化内涵，造型上动物、植物等图案，体现了苗族千百年

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

思想，也可以说是苗族的历史缩影，其被有关专家形

象称之为“活的史记”。苗族蜡染是在苗族几千年的

迁徙历史中逐渐演变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些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图形元素用于苗家酒包装

设计，更能突显其文化识别性。

2 本土文化识别符号与苗家酒包装的竞争力

地区的经济繁荣靠产业的支撑，不同地区的产业

支撑着民族经济和文化地位，不同的地区产品丰富了

产品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包装设计的主要功能就是

传递产品信息，服务于地方的制造产业[1]。

苗家以擅长酿造见于诸多文献，“所酿蒟酱更是

不绝于史”。西南多出美酒与苗族这一特长有着极大

的渊源。苗家酒产自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仙峰苗族

乡，兴文石海。“苗王酒”和“苗家姐妹酒”是仙峰苗族

乡大元社区村一个企业开发的酒品，怎样将社区村的

苗家酒介绍给消费者，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经济

效益和文化效益，这就是包装设计面对的重大难题。

仙峰苗族乡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苗家擅长酿造，而苗

家之长是得于此地自然条件，这是出好酒的决定性因

素。仙峰苗家酒以优质玉米为原料，按苗族传统工艺

精心酿造，用野生猕猴桃浸泡窖藏而成。猕猴桃含有

丰富的钙、磷、铁等元素和多种维生素，对人体保健有

独特功效。该酒纯正香甜，尾净味美，浓郁陈香，风味

独特。苗族人民风淳朴，粗犷好客，苗家待客礼仪讲

究，“无鸡不成宴，无酒不称席”，苗家酒除了待客之

外，在各种喜庆节日、祭祀礼仪都有饮酒、摆酒之仪。

对苗家酒的包装设计既要传达出酒的品质区别于其

他地区和民族的酒品，又要将苗家人的淳朴、豪放的

性格和酒文化的深厚意境传递给消费者。因此苗家

文化的形态元素是包装设计的重要资源，将苗族蜡染

图案作为本土文化元素是包装设计的主要方案。苗

族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记录民

族历史记忆的除了口耳相授、口头传唱的《苗族古

歌》、《苗族史诗》以及一些民间的传说等形式外，就

是苗族的蜡染刺绣图案。它是由历史记忆产生的

缅怀符号，而这一系列的缅怀符号，形成了稳定的文

化元素而世代传承，是苗族文化的精髓。蜡染图案

既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有很深厚的审美情

结，又具有独特的文化识别性和认知度。在现代社

会经济浪潮中，商品流通速度迅速，淘汰速度也极

快，产品包装单纯依靠产品自身的优异性是不够的
[2]。“苗王酒”、“苗家女儿酒”包装设计运用苗家蜡

染图案元素作为符号系统，融入现代设计的表现

形式，结合现代包装技术，使苗族传统民俗文化的

使用价值得到一个新的升华，使商品包装有较强

的时代感和民族感，突出了苗家酒文化的个性特

征和识别性，对产品的流通、销售具有积极推动

作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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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苗家酒包装设计

Fig. 1 Miao wine packaging design

3 本土文化的识别性与苗家酒包装的文化价值

本土文化是包装设计的底蕴和依托，产品包装本

土化设计符合不同民族识别需要、不同民族认同的情

感要求。包装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具有经济意

义和文化意义。包装是一种载体，是文化传播的工

具。优秀的包装设计与产品内容相得益彰的结合，可

以起到实用性、艺术性、文化性功能的作用，是传承和

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3]。前面说过苗家的蜡染刺

绣图案是“无字史书”，苗族老人对苗族少年进行历史

文化教育时，常指点着蜡染刺绣图案而说。苗族叙事

性图案不仅长盛不衰，而且十分丰富发达，以致到了

以图形再现历史的地位。这些图案包括缅怀祖先的

创世图案、祭祀图案和记载先民悲壮历史的战争迁徙

图案。在宜宾地区兴文县苗族蜡染里，大量使用“黄

河”、“长江”、“淮河”等水纹，“平原”、“城池”以及“狗

牙瓣”（逃难途中被狗咬的痕迹）、“磨盘花”、“鸡爪

花”、“港苟花”、“垒子花”（推碾稻谷工具）等母体图案[4]。

人类学理论家格尔兹认为：“文化的概念 ,本质上是一

种符号的概念”,“文化指一个历史上传递下来的具体

表现于象征的意义模式 ,而象征是一个继承下来的人

们用以交往、延续和发展有关人生知识和对人生的态

度的概念[5]”。苗家酒包装设计融入苗家蜡染图案的

符号系统，具有明确的苗族文化象征意义和民族产品

归属的识别性，既传承了苗族的历史与文化，又突出

表现了苗家儿女特有的审美情结，强化了酒包装的语

言表达力。使消费者在品尝美味佳酿酒品的同时，体

验了苗族的风土人情、文化思想、艺术形式和审美情

趣，也就是享受了产品文化带来的附加值，同时也加

强了区域内外的文化交流[6]。

4 本土文化的运用展示苗家酒文化的多样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制定的《世界文化多

样性宣言》中说：“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

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

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

样化。”苗族本土文化在包装设计上的运用，还有着以

直观的形式表征苗家酒的属性和酒品多样性的意义。

本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构成了中国多元化地

方文化的面貌，呈现社会丰富的文化体系，多彩的艺

术形态和视觉语言。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

生态条件多元，民俗风情多样，从而有着极为丰富的

土特产资源。以酒为例，品类繁多，可按商业分类，也

可以按生产方法分类，还可以按酒精含量来分类。不

同产地的酒品有不一样的饮酒习俗和文化认同，不同

地域的酒品构成琳琅满目的酒的世界，汇集成了酒文

化的盛典[7]。本土文化以产品作为载体丰富了苗家酒

品的文化内涵，增强了酒品种类的可识别性。苗家酒

分粮食酒、果酒两大类。粮食酒有玉米酒、米酒，果酒

有猕猴桃酒等。苗族蜡染文化内容丰富，图形种类繁

多，积累了大量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将

其融入苗家酒包装设计，包装的属性明确，形成强烈

个性，突出了设计语言识别性，既丰富了苗家酒文化

的多样性，也展示了本土文化多样性魅力[8]。当今人

们生活日益富足，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文化的多

样性带给人们的精神享受更是尤为重要。

5 结语

运用苗族蜡染本土文化元素融入苗家酒包装设

计只是一案例，设计感悟包装设计与本土文化融合，

是表现地方文化特色，反映乡土风情，增强产品识别

的有效途径，它给人们的启示仍然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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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举办，地点是北京的雁栖湖。2013年10月8日，北京外事办主任

赵会民介绍了2014年北京APEC会议的Logo。

赵会民说，2014年北京APEC会议的Logo用 21根彩色线条，描绘出一个多彩的地球的轮廓。21根线条代

表APEC 21个经济体，里面包含了中国天坛的造型。整个Logo象征着世界的多元美好和开放包容，象征APEC

21个经济体的伙伴关系和融合发展，表达了中国与APEC各经济体紧密合作、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景。

摘自《视觉同盟》



·简讯·

2014中国APEC峰会官方Logo发布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