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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分析了文化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作

用和影响，论述了传统文化影响下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结论结论 提出了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元

素进行有效整合，将本民族的文化精粹用现代包装设计语言进行创造性融合，才能创造出鲜活、立体、

生命力长久的包装设计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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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Methods It analyzed the role and impact of culture in the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ackaging desig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nclusion It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beneficial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made creative essence of the nation′s cultural integration by the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language，to create a fresh，three-dimensional and long-term vitality for the packaging design bou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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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社

会商品流通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

中，推动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因素——包装设计就变

得格外重要。全球知名的化工产品生产商杜邦公司

进行了市场调查，有63%的消费者是根据商品的包装

设计进行购买决策的；而对于经常出入超市的家庭主

妇，由于被精美包装所吸引，她们所购买的物品通常

超过其预期购买数量的45%[1]。俗话说，人靠衣装马

靠鞍，包装设计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已经成为流通

商品的“脸面”和“衣着”，并作为商品的第一视觉形象

被消费者所关注，对刺激消费者完成购买意愿有着重

要的推动作用。

1 包装设计与文化

文化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美之

为美”的普遍价值，只要善加借鉴，完全可以为现代创

作提供灵感。包装设计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传统文化的

影响，并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发生着一定的变化。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类产品充斥着市场，

随之而来的是电视广告、多媒体广告、报刊广告等，这

些大同小异的宣传模式，不足以促使消费者发生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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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竹叶青茶包装

Fig.1 Zhuyeqing tea packaging

行为，因此，突出个性、展现差异在当下的包装设计中

显得至关重要[2]。

市场的苛刻需求，逼着很多企业和包装设计者求

新、求异，而从历史中挖掘创意，向传统文化索要灵

感，成为了包装设计克服同质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这

种立足于本民族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识，融民族感情、

愿望和审美于一体的设计创意，往往更具有广泛传播

的生命力。竹叶青茶包装见图1，包装借鉴了漆器的

表现形式，红与黑是传统漆器的主要色彩，红色浓烈、

鲜明，黑色内敛、深沉，两色对比强烈，相得益彰，使盒

身整体大方、庄重。在此底色上以金色文字作为装

饰，正是对传统漆艺装饰手法——描金的应用，醒目、

尊贵的金色加上红、黑底色，三色交相辉映，使包装更

加高贵、华丽。这种高纯度的色彩搭配沿袭了传统文

化中色彩搭配的观念，映射出了现代商品的格调和艺

术气息。同时，结合书法、道德经等经典元素，采用现

代的设计语言，师承古法，开拓创新，体现了纯正、典

雅的中国气韵。

包装设计作为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形态，具

备特定时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固有的全

部属性。翻开历史，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能够

称之为“商品”的东西，无不有着很深的历史烙印。比

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殷商的青铜器、宋朝的瓷器等，

它们或风格质朴、或神秘威严、或高雅清淡，但都自内

而外地弥散着一种文化气息和多姿多彩的时代风

貌。再以传统民俗文化为例，如剪纸艺术，其格调质

朴、轮廓简练、线条粗犷，常常以不合比例、泼辣无羁

的气势，彰显浓郁的“刀味”和“剪味”，形成独特的艺

术风格。这些都是现代包装设计绝好的灵感之源。

以传统文化为基底，我国在包装设计方面的成功

典范不胜枚举，比如北京烤鸭包装、山西老陈醋包装

（见图2）等。从现代包装设计的角度来说，这些深谙

传统文化的产品，其设计理念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这些有益的要素将作为“源头活水”，对提升产品

包装设计的品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现代包装设计对于传统文化元素的整合

包装设计固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和艺术元素的

合理吸收，而如何在表现形式上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情趣，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有效整合，使其

具有时代感。来自中国古典建筑的一些造型，比如廊

檐、天窗、屏风、雕刻等都称得上构思巧妙、巧夺天工，

它们可以为设计师提供很多可借鉴的设计元素，为现

代包装设计提供创意灵感。

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很多用具和器物凭借

其丰富的造型，也为现代包装设计带来了很大的启

发。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其敦厚的外形

往往给人古朴厚重的感觉，可以用作白酒等一些具有

历史感的产品的包装造型。茅台酒包装见图3，是茅

台推出的仿青铜器形制的白酒包装，从造型上看借鉴

了商周凤鸟尊的造型。尊，作为一种盛酒的礼器，盛

行于商周，体现了主人地位的尊贵。鸟，特别是猛禽，

在商周时期象征着王权的威严，是图腾崇拜的代表形

象之一，折射出当时礼仪活动中的隆重气势。二者的

完美结合，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想象、敬畏与支配自然

的智慧、信心和能力。茅台这一款酒包装设计，借用

了古代造物中的意象智慧，但并没有一味复古，在沿

袭尊贵、厚重感的基础上，将原本复杂的形象进行简

化设计，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愿望。

中国水墨画、山水画、年画等具有不同的风格特

图2 山西老陈醋包装

Fig.2 Shanxi black vinegar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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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借助中国画可以直接传达产品的个性信息，展现

产品的不同特点。在现代设计中运用中国画，可以借

助一体化的中国画风格，展现出产品或厚重、或轻灵、

或喜庆等特点，从而可以省去许多文字介绍。中国书

法艺术也具有不同的风格，楷书娟秀、魏书仁厚、行书

飘逸、草书狂放等，借助书法作为包装设计的装饰元

素，不仅可以通过名家笔法达到宣扬产品的目的，还

可以提高产品的文化意蕴，塑造产品的文化形象[3]。

除了这些占据传统文化主流的艺术形式，传统中

那些放达、积极、向上的审美情趣，在大量的民间和民

俗文化中也留有深刻印记。比如古人大婚时家中总

少不了贴“囍”字，老人庆生时离不开“福、禄、寿”，逢

年过节时家家挂满如意、盘长类饰品等，这些物件都

是民间追求完整、圆满、和谐的文化心态的表达形

式。其意图虽然“草根”，但作为先辈追求美好、祈望

安宁的“集体无意识”的突出显现，即便在现代社会，

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现代包

装设计如果能妥善继承这些传统文化，加以创新，那

么一定能让产品不流于普通，脱颖而出。

3 现代包装设计对于传统文化形式的融合与应用

具有深刻民族特征的视觉图形、色彩语言，往往

有着强烈的表现力。细心剖析本民族独特而丰富的

形式元素，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体系，以民族文

化为背景，吸取民族艺术精华，融古通今，拓展视野，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包装

设计建立自主的设计立场和文化身份，走向世界、立

足世界的根本[4]。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借助产品的企业

文化内涵，通过传统图形凸显产品个性，体现产品深

厚的文化气息。例如，棉布织品可以用云羽纹来宣传

产品的传统特征，借用传统的“形”，传达现代织品的

“意”，塑造出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色彩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在古代，由于染织技术的不发达，可能使得当地的传

统色彩比较单一。在封建社会，由于等级森严，形成

了不同等级的衣着色彩，这就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用色

习惯。可见，色彩不仅能够体现出人们的审美倾向，

还能彰显出更多的象征性内容。

4 现代包装设计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与拓展

包装设计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其目的不是怀古或

恋旧，而是在对其合理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的改

造，使中国元素不断获得与时俱进的动力。通过对传

统图案、纹样符号、色彩等基础元素进行设计分析与

再造，形成崭新的富有时代感的视觉审美形象，已成

为现代包装设计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5]。

现代包装设计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能只顾其

“形”，不留其“意”，只有对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入挖掘，

使之融入包装设计中，才能传“神”达“意”。尤其是随

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包装设计中传统文化的

“生态平衡”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如何在认

识、了解传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创新，是打

造中国式现代包装设计需要着力加强的环节。

在包装设计中巧妙地体现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

体现时代审美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将传统图案、符号

进行现代图形设计的再创造，可以有效传递独特的民

族神韵，起到良好的市场推广效果。中国的传统文字

既是书也是画，每一笔画都有具体的形象和含义，具

有浓厚的装饰意味，是现代设计的珍贵宝藏。比如香

港著名设计师陈幼坚设计的竹叶青标志，以修长、流

畅的茶叶形态构成“竹”的象形字，这是对茶叶、竹叶

形象共性的提炼，也是对汉字“竹”的各笔画的重新排

列组合。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创新设计的过程中，还要

特别注意设计语言的现代性，即包装设计不能脱离时

代语境。这就需要设计师充分关注本土受众在特定

时期的审美诉求、接受能力以及设计语言本身的意义

表达程度，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在民众心中达成共识的

（下转第 25 页）

图3 茅台酒包装

Fig.3 Maotai wine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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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艺术中的“意”，沿用到包装设计所固有的内涵

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精神理念，使其更具

有现代的文化性与社会性[6]。

5 结语

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包装设计提供鲜活的创意

和有益的借鉴。在现代包装设计中体现传统文化，让

文化的传承更加富有生命力，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创

造出新形式，能使传统文化更具现代感，实现传统文

化与现代包装设计理念的真正融合。设计师要善于

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现代包装设计中，通过传

统文化元素，构建起中国现代包装设计的主体风格，

使中国现代包装设计树立起自身的形象，在设计界拥

有自己的一席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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