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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本土意识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方法 以香港“奇华”品牌为例，分析了其设计

中创新与本土意识相辅相成的发展关系，梳理了本土意识的构成要素与特征。结论结论 提出了在设计中

要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在审美层次上追忆传统文化情结，重视文化魅力，传达民族文化精神内涵，这样

才能把握民族文化软实力，寻找一条从地方到国际的文化传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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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native consciousness in packaging design. Methods Taking

Hongkong "KeeWah" brand as an example，it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nd nativism in the

design，combed the construction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ive consciousness. Conclusion It proposed to be based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he design，recollec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complexon the aesthetic level，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harm，conveying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so as to grasp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and

find 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th from local to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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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沟通和销售竞争的日益激烈，商品

在国际间的交流要求包装设计也要与之同步发展。包

装设计是一种文化活动，必须将其置身于整个社会与

文化的发展中。中国的设计反映了中国的科技和文化

水平，设计师应该创造具有自己文化根源的设计作品，

越具有民族特点的包装设计就越具有世界性。目前国

内包装设计的弊端有：体现不出自身产品特点与地域

特点，设计单一化，盲目生搬硬套，毫无创新性[1]。针对

这一系列问题，如何处理创新与本土之间的关系，如何

让本土文化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重焕生机，成为了设计

师重点关注和解决的课题。

1 设计中的本土意识

本土意识是在特殊地理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

映着一定时期内的文化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对自身民

族文化和地域历史的一种本能认知。本土意识具备

了亲切的情感，人们可以从其设计的风格特点中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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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出它的地域性、民族性与情感取向[2]。设计师受

本土文化生活的影响，创造和运用的视觉符号反映出

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地域文化，运用情感符号来表

达本民族独有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识[2]，这是对本土

文化生活的自我觉醒和追求，使作品能够与当地群众

沟通，传达出有效情感。

2 本土意识在包装中的运用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并非只是为人们留下些纹

样和图案，更重要的是包含着一种可以被凝练、升华的

精神内涵。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切艺术的沃土，但是不

能盲目地认为“拿来”或者随意的拷贝某个民族图案就

是对民族文化的体现，这样的设计是肤浅的，因此，在

设计创作时，必须首先对图案的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

理解，了解其背后所蕴涵的精神实质，然后看是否与所

要表现的商品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最后将传统的图

形进行提炼和创新，以全新的创意来诠释传统文化与

现代包装艺术的融合，强调民俗与传统在包装设计中

的内涵，这样才会使商品具有一定的文化根源[3]。

2.1 传统艺术手法的运用

书法、水墨等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表现手法，所形

成的风格除了本身的美学性外，还带有一定的地域和

人文特点。在具体的设计中，设计师运用水墨画的风

格，从画面中提取出对设计有用的元素，赋予其现代

设计新语汇，通过再创造，取得新突破，构成新的视觉

效果[4]。

“奇华”品牌包装上的字体采用了中国的书法艺

术，包装上插画的表现形式采用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

技巧，设计师对品牌主题的塑造并不是从基本的造型

观念着手，而是以书法、水墨为素材重新布局构成，运

用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生活”和“文化”两个

意象，使品牌包装更具设计感[4]。更为重要的是，“水

墨—书法—文化”构成了独特的视觉语言，反映出香

港对本土传统文化、本土意识的眷恋，迎合了大众对

本土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奇华”礼品包

装见图1。

2. 2 传统色彩的运用

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的人们对色彩的喜好也不同，

合理地运用传统色彩，恰当地表现色彩的文化内涵，可

以使作品散发本民族的艺术魅力[5]。中国民间色彩结

构是一个精神性的视觉结构，它所体现的文化意识是

美好的、祝福性的。中华民族是个衣着尚蓝、喜庆尚红

的民族，大量的美术作品都反映了红火热闹、图个吉利

的色彩气氛和心理意愿，因此在一些传统产品的包装

上，都采用了红、黄两种色系，即使中间偶有复色的出

现，其整个色彩效果也是鲜艳、热烈、明快的。如图1中

礼盒采用了浓郁的中国传统色彩，以红、黄为基本色

调，并配以传统文字的纹样，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2. 3 传统图形的运用

用吉祥图形和汉字来寄托良好的愿望，渲染气

氛，已成为中国人热爱生活，努力祈求幸福美满的心

理外在表现。设计师通过图形本身的寓意恰到好处

地体现了与商品有关的文化内涵，从而使设计更具有

一定的艺术特征和人情味。对传统图形的传承不是

僵化地保存，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赋予其新鲜

的生命力。“囍”是一个被赋予太多美好色彩的汉字，

从古至今，它一直渗透在人们的生活和感情中。“奇

华”老婆饼包装的创意设计是将汉字“囍”和老婆饼的

形状特征相结合，使包装具有传统神韵又不失现代的

设计意味，见图2。

3 结语

“奇华”设计以中国本土文化为根基，发挥出了独

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与美学经验，抒发了对本土文化生

活与本土感情的一种归属感，同时也形成了创新个性

和开放独特的特点。另一方面，设计符合消费者情感

需求为原则，在中西交融的商业环境中寻求沟通与认

图1 “奇华”礼品包装

Fig.1 The gift packaging of ＂Kee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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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达到商业、艺术、文化的平衡。

包装应有“本土意识”，不单是一种意境，更是一

种文化的情怀。在今后的包装设计中，怎样让中国文

化“取其形、延其意、传其神”发展，使设计少一点商业

气息，多一点文化寓意和民族亲和力，打动观众，启发

情怀是设计师重点关注的课题。毕竟中国设计离不

开世界的眼光，世界亦离不开中国设计。建立具有中

国本土文化特色的现代设计是时代的要求同样也是

每个设计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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