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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民间手工艺审美特征的阐释为基础，分析了蕴含于民间手工艺审美特征中的生活文化性以及自然生态美

意识和寄情化的审美内涵，这是民间手工艺自身的价值理想和审美评价。关注民间手工艺中所潜在的文化意味与

审美信息，并对手工艺审美特征影响下的土特商品包装设计进行思考与探讨，以期实现传统手工艺文化在现代生活

中“活性”的存在与发展，更为现代包装设计追求人性化的审美需求拓展思考的领域和实践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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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life culture，aesthetic sense of natural ecology and lovemaking implied in the aesthetic style

of folk arts and crafts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esthetic style of folk arts and crafts, which was the values and ideals

and aesthetic evaluation of folk arts and crafts.It paid an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meaning and aesthetic messages implied

in the folk arts and crafts and visions and discussed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native commodities affected by aesthetic

style of folk arts and crafts to achieve "activ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rts and crafts culture in modern

life and develop a path for vision and practice of customized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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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器生产为主流的工业时代，手工艺和手工业

正逐渐消失，伴随手工艺消失的不仅是一种技能，一

种行业，还有与手工艺相伴随的生活方式、审美思想

和精神理念。当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公害问题围绕

着现代人的生活时，人们的危机意识也被悄然唤醒，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手工艺文化中那些自然和谐的因

素，而蕴含其中的审美思想也鞭策并促进着工业化时

代产品设计理念的人性化提升。民间手工艺审美特

征影响下的土特商品包装设计，让人们在寻找手工艺

审美内涵，寻回曾经失去的睿智及质朴的品格中，实

践并表达着现代包装设计应具有的精神与人文价值。

1 民间手工艺的审美特征

1.1 民间手工艺与民间生活文化

民间手工艺是指民间的劳动者为适应生活需要，

就地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的器物制作。它是随着生

活的发生而发生，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它伏根于

生存的需要，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

生活即文化，因而民间手工艺也是民间生活文化的一

部分[1]。民间手工艺来自于古代的农业技术状态，开

始只是为了制作器物，或枝、或叶、或石块，利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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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施以简单加工，为己所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生

活渐渐复杂起来，手工业的数量与品质也得以提升，

而后逐渐发展到手工技术的专门化，并产生了从事手

工艺品制作的手工艺职人 [1]。民间手工艺者任凭天

性，借助一定的工具进行图形、样式的表达，而这种图

形及样式的表达往往结合生产、生活而进行，或者说

是融合在其中的。民间手工艺满足的是民众生活所

需求，它的美不能只局限于欣赏，必须深深扎根于生

活之中，人们把民间手工艺称之为“实用的工艺”，

“用”即意味着为生活服务，因此，民间手工艺不仅有

着结实的质地和良好的形态，更蕴含着人类生存和生

活的哲学。日本民艺学者柳宗理认为：“在传统的生

活中，民间手工艺品是为了满足用途而制造的物，造

物的艺人需要具备诚实的品格、长期的经验和得心应

手的技术。为了生活的用而创造的物自然而然地被

赋予了美，这就是民间手工艺。”

1.2 民间手工艺审美特征中的自然生态美意识

民间手工艺中的竹编、草编、刺绣、蓝印花布、蜡

染、木雕、泥塑、剪纸、民间玩具等，因各地区、各民族

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各

自不同的风格特色，但蕴含其中的自然生态观特征是

民间手工艺审美的重要内涵[2]。

手工艺是人手的工艺劳作，然而天然材料与风土

气候促进了特殊的乡土手工艺的生长。手工艺在与

水、木、土、火、金、石的亲密接触中，便具有了自然性、

原生态性、神秘性。手工艺造物活动中的自然生态美

意识，是手工艺与大自然相处后产生的，这里包含着

人类生存的策略，所呈现的是对大自然的理解与关

照，人与自然和谐平衡[2]。例如，日本的琉球以“芭蕉

布织造手工艺”而有名，因为琉球不仅大量种植芭蕉

树，而且当地的温度也适合织造，所以在这里就能产

生这样的手工艺。自然是天籁，其中凝聚了许多人工

智慧难以预料的神秘因素，手工艺造物借助适当的自

然材料和自然环境条件，必然沐浴着自然的恩惠 [2]。

再例如，进行蓝染花布的制作时，用线扎好图形后浸

入蓝缸，然后解开扎线将其洗晒时，洗晒的趣味是自

然所作用的。随着气温、光线和时间的自然变化，染

出的绀蓝颜色会慢慢自然起来，而在洗晒时扎出的图

案也会有适度的“不齐”感，此时蓝染花布正处于最佳

的形态。手工艺造物保存了自然的天然魅力，在技艺

的发掘下能够充分显露自然之美，手工艺造物与其说

是人类所为，还不如说是自然之必然，手工艺造物只

有在自然的护佑中才能增加其美的程度，赋予器物之

强韧，健康的自然之美[3]。

同时，手工艺造物对自然材料的摄取和占有中的

温和性和有限性，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及自然

生态意识。手工艺造物往往以“物尽其用”为原则，简

单又实用的提蓝，采用的是竹、麦、秸草、柳条等自然

材料，采用结、辫、摆、搓、拧、盘等手法编制而成，当产

品的使用寿命终结时，还可以用来做燃料，烧后的草

木灰也是很好的肥料[3]。手工艺产品在满足“用”的过

程中，从生产到消解，始终体现着人与物、物与自然、

人与自然这些多重关系的相互协调与平衡。人、物、

自然在以生态为中心的环链中，都充分地体现出自身

应有的生态繁衍和发展的权利。在民间手工艺中找

回了工艺何以为美的解答，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如此发

达的今天，民间手工艺审美中所蕴含的自然生态美意

识，依然是反思现代技术和思考未来设计的重要美学

和文化照参[4]。

1.3 民间手工艺中的寄情化审美特征

日本民俗学家柳完悦在《民艺论》中谈道：“手工

艺中蕴含着保证人类幸福的正确力量，是因为手工艺

不仅有自然的护佑，还因为手工艺总是与心紧密联系

着，并使制作跟人直接结合在一起”。在手工艺中，

“手”意味着什么？或推、或拉、或撒、或扬、或静、或

柔、或快，应物应事极其自如，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灵

巧的事物除手以外还有什么？然而手驾驭工具，如同

思维指挥大脑那样，心灵才能手巧，得心才能应手，在

手工艺造物中，劳作与精神是一体化的，手艺人在劳

作时，也将自身的情感渗透于具体的物质形态中。手

与精神相连，手工造物中充满坚忍、激情、冲动，甚至

是喜、怒、哀、乐，在伴随着热情与期待的漫长制作过

程中，让物与人的情感融为一体。在日本的有松，笔

者拜访了手工艺作家竹田耕三，在感受他的手工扎染

作品时，对美的境界的要求无疑是强烈的。但美的境

界又意味着什么？在其中隐藏着深厚的哲理和生活

的根底。竹田说到，当看见人们穿着他扎染的衣服充

满着快乐时，也是他的满足与快乐。因此，手工艺之

美一定不能离开生活，不能离开人与物的情感交流，

对手工艺人来说，最重要的与其说是美的意识，还不

如说是生活的意识，对生活中的人及生活本身的热

爱，成为手工艺制作的心灵依托[5]。因此，手工艺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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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本京都的土特名产包装

Fig.1 Packaging of local products in Kyoto

中的寄情化审美特征是手工艺之美的保证，人们在物

质中追求人性的精神时，手工艺的价值永远是值得肯

定与拥有的。

2 手工艺审美特征影响下的土特商品包装设计

土特商品是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地方性农副产

品、传统老子号商品、地方旅游纪念商品等。而手工

艺审美特征对土特商品包装设计的影响和其设计理

念的提出，可以更好地诠释土特商品包装设计的个性

特征及文化风格，必将孕育出独特情韵、富有内涵及

人文精神的包装设计新风格。

2.1 民间手工艺自然生态审美意识在土特商品包装

中的传达

民间手工艺自然生态审美意识在其土特商品包

装中的渗入，能更好地烘托土特商品的特性与气质。

土特商品既是普通商品，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商

品，土特商品承载着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特

征，其身上散发着浓浓的“土”味，包装形象更需具备

个性与质朴，传达“土”与“特”的自然情韵。民间手工

艺特征中的自然生态意识，在土特商品包装中以以下

几种形式出现：一是因地制宜，就近取材选取合适的

自然材料，充分表现材质的自然特征，增进包装与自

然的交流与对话[6]。日本京都的土特名产“水羊羹”，

见图 1，包装使用大自然的青竹。在京都生长着茂密

的竹林，将水羊羹放入青竹筒中，食物中不仅能溶入

青竹独特的清香，而且因为青竹具有的各种优良的药

效，也可以让人们在食用水羊羹的同时沐浴自然的神

奇与恩惠，而竹的青翠也将自然的新鲜气息带入商品

的品质感受中。整体包装没有多余的装饰，在自然材

料固有视觉特征的表现中，真切地传达着一种自然朴

素的审美态度[7]。而食物取出包装后，包装本身也成

为一件让人回味的竹工艺作品，还可用于陈列装饰或

作为花器来使用，最大限度地表达着自然生态美意

识。二是将自然仿生感知与商品包装相结合，

寻求商品包装与自然物质特征相似的联系，通过

包装呈现出丰富的自然生命表现形式[8]。日本千叶县

的花生糕，见图2。千叶县出产花生，用花生制作各种

糕点，品种繁多。花生糕的包装形态仿照自然花生物

象，色彩设计也偏重于渲染花生的自然特征，采用桔

黄暖色系构成。糕点个体包装采用花生壳的拔开式

设计，可打开、可变化，体现出充满变化和可塑性的开

放式自然仿生设计理念[7]。三是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生

态平衡关系，注重包装的可回收、可利用

和可再生，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9]。

日本无印良品的概念性商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生态

平衡关系，注重包装的可回收、可利用和可再生，尽量

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本无印良品的概

念性商品，在简化造型和生产过程的同时，包装纸省

去漂白纸浆的过程，呈现出淡褐色的自然“面孔”，营

造出朴素、简洁的商品包装风格，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9]。

2.2 手工艺寄情化审美特征与地域文化在土特商品

包装中的传达

手工艺讲求的是劳动的精神和情感，就象过去母

亲为家人一针一线缝制的鞋，不仅合适家人的脚形，

而且温暖着一家人的心。传统手工艺不断给人机会，

去重新发现和认识由各地历史中锤炼过来的生活文

化。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而言，工业化生产方式作为主

流仍将继续，工业化虽然仍将走自己的路，但也会因

手工艺造物中人性美与丰富的生活文化形象，而不断

图2 日本千叶县花生糕包装

Fig.2 Packaging of native peanut cakes in Chiba peanut cakes in

Ch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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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修正自身的缺陷，而手工艺情感精神成为一种

不可替代的审美追求，对土特商品包装设计理念的健

康发展，无疑起到鞭策与提升的作用。土特商品是区

域个性文化的承载，是故乡的气息也是生活劳作的馈

赠[9]。土特商品包装设计应寻求商品特征与消费者心

理之间的交流方式，加强商品包装的情感设计，敞开

情感体验的空间，传达包装所蕴含的“情”意，将农村、

山村、渔村等独特风土中的生活文化，与手工艺寄情

特征相融合并呈现于包装中。点心的包装设计见图3，

就使用手工绳结包装形态作为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

绳结在包装中有各种系法表达着不同的含义，示意着

送礼人的诚意，解开绳结的过程也充满着期待与乐

趣，充满了人性化的亲和力。日本地产物包装见图4，

包装使用当地的稻草编结[10]，充满了地域淳朴的风情，

也为商品增加了“情”的意味。

3 结语

民间手工艺形态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决定保留和传承的力量是当代生活的选择[11]。土特商

品包装设计既是一种生活艺术化的表达，同时也是一

种生活方式选择的途径和渠道，民间手工艺审美思想

对土特产品包装设计的影响，既可以实现传统手工艺

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活性”地存在与发展，也可以成为

当代生活文化相适应的一种新的形式样态，更为追求

人性化的现代包装设计拓展了思考的领域和实践的

途径，在未来包装设计的发展中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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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日本地产糕点包装

Fig.3 Packaging of native cakes in Japan

图4 日本地产物包装

Fig.4 Packaging of native product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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