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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民间女红视觉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通过典型实例的剖析，分析了

民间女红视觉要素中的材质、图形、色彩等如何应用于包装设计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包装设计

中民间女红视觉要素的应用原则。结论结论 民间女红视觉元素在现代包装中的应用，不仅为民间女红文

化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更为广大的设计者提供了一条探讨现代包装设计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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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visual elements of Chinese folk needlecrafts o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Methods Some typical cases were introduced to confirm how the visual elements of Chinese folk

needlecrafts，such as material，graphic，color，were applied on packaging design.Furthermore，the regula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visual elements of Chinese folk needlecrafts on package design.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folk needlecrafts and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was a new way to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ese folk

needlecrafts culture.It will also provide new ways for the packaging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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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包装设计的世界性与民

族性显得愈发重要，如何创作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精

品包装，使其承载起当代多元文化与自身文化的融合

是值得设计师去认真思考与探索的。民间女红，即民

间的女红工艺，是指民间艺人所做的手工艺品，包括

刺绣、编织、缝纫、印染等手工艺技术。民间女红来自

民间，具有审美和实用双重价值，其造型、色彩及构成

方式均具有独特的审美意味，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

特征，总体风格原始粗犷、造型简洁、色彩丰富，富有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现代经济文化环境中，民间女

红文化与现代包装设计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互补

关系，这种互补不仅是一种艺术与经济的整合，更是

一种文化活动的补充[1]，因此，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巧妙

地融入民间女红文化的视觉元素，并结合现代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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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将使包装的实用性、文化性以及艺术性得

到最大限度的统一，而且民间女红文化还可以依托于

现代包装设计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2]。

1 民间女红视觉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1. 1 民间女红视觉元素中的材质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就地取材，因材施艺是进行民间女红艺术创作的

基本规律。民间女红艺人在制作工艺中使用的材料

多种多样，并善于从普通的材料中汲取美感，这些材

质基本上都是一些朴素低廉的自然物质，例如布帛、

纸张、竹木、麻绳等材料[3]。现代包装设计可以充分运

用并参照民间女红元素中的自然材料，这样既能体现

包装文化中的民间特色，又能表现包装商品绿色、天

然的原生魅力。药材包装设计见图1，这组药材包装

设计使用的材料是葫芦，在葫芦的外表绘制了极具特

色的图案与纹饰，并用麻绳进行捆扎。这种既带有浓

厚的民间美术特征又不乏新颖和个性的设计效果，凸

显出设计者的匠心独具。俗话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

药”，这也是设计者在创作中的重要启示来源。葫芦、

药材、中国结、民间风格的图案、麻绳捆扎的方式以及

高纯度的色彩，全部的民间女红元素相互配合、互相

衬托，构筑了全新的包装设计理念。云南普洱茶包装

见图2，巧妙地运用了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蓝印花布

作为包装画面的形式，具有很强的地方风味。另外，

现代包装设计在使用不同材质时，一定要注意整体与

局部的相互协调和统一，整体性的塑造要以产品的主

体条件和需要为基础，绝不是仅仅局限于材料、形态、

式样等要素的简单重复。香菇酒包装见图3，强烈的

黑土气息和关东人质朴的性格成为了包装设计表达

的主题，蘑菇的造型更是突出了“香菇酒”的特色，再

加上编织“篮筐”形式的外包装，巧妙地构筑了一幅

“真实”的采蘑菇情景。此包装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

材质的使用上都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从而诱发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

另外，民间女红艺术中的元素之一绳子作为日常

生活附属品，用途十分广泛，在丰富民族形象、展示包

装上均能够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绳线一般以手工

制作，就地取材，从纸张到天然纤维，应有尽有，除常

见的稻草外，还有大麻、亚麻、玉米、丝绸、椰子等材

质。绳线在包装设计中显示出特殊的功能，既起到开

启、捆扎、装饰点缀画面的作用，又显示出民族特色，如

用红、黄、黑色绸带或绳线捆扎包装，串接吊牌等[4]。用

墨、土黄、棕色、深红、白色绳线作为提手，装饰和衬托

包装的造型结构，均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中华豪

酒包装见图4。

1.2 民间女红文化中的装饰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民间女红文化中，有许多文化内涵深刻，被广

大群众所喜爱的装饰纹样多是以自然界物象或传统故

事为题材，用寓意、象征、假借、比拟等含蓄比喻的艺术

表现手法，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望，它着重

于吉祥的内涵，而有别于一般的装饰图案。在现代包

装上运用民间女红上的这些吉祥纹样，首先应当以切

合设计主题为前题，借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传统图

形来表达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是把传统图形的某

些元素进行转化、重构，将现代的设计手法融入到传统

的图形之中，使其既体现民族特质、中国韵味，又具有

时代精神[5]。“虎头枕”卫生纸盒包装见图5，以中国传统

民间工艺虎头枕外形为元素，与卫生纸盒的造型完美

结合，在卫生纸盒的包装上，把虎头枕的尾巴与纸盒抽

图1 药材包装设计

Fig.1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herb

图2 云南普洱茶包装

Fig.2 The packaging of Yunnan

Pu′er tea

图3 香菇酒包装

Fig.3 The packaging of Xiangu

liquor

图4 中华豪酒包装

Fig.4 The packaging of

Zhonghuahao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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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开口相融合，使老虎的造型更加生动，同时兼顾到

卫生纸盒的实用功能，另外老虎的耳朵又和包装的折

叠方式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是民间女红文化中的视觉

图形元素和现代设计的很好结合，同时喜庆的颜色和

造型又特别符合人们的心理。

1.3 民间女红视觉元素中的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民间女红视觉元素中的色彩具有普遍的审美品

质，其特点是色彩明快、单纯、鲜艳、对比性强，这种红

火吉利的色彩观念正是现代包装设计所追求的醒目、

个性的艺术效果[6]。在现代包装设色上，可以利用民

间女红文化中人们习用的某种色彩，作为时间信息、

空间信息变迁的载体，移植到包装上，既能美化包装

产品，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调节包装产品的功

能性视觉效应，达到使用者生理感受与心理感受的平

衡，从而满足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性需要，以促进

现代包装的文化价值。

民间女红的施色中素有“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粉

笼黄、胜坛光”等设色画诀。大红、明黄、亮绿作为象

征吉利喜庆的色彩，紫色、蓝色、白色作为淳朴、素净

的色彩流传至今，为包装色彩提供了参照。例如，一

些现代包装大量采用民间剪纸中的单色——红色系，

这明亮的色彩不仅吸引消费者的视线，且备受消费者

的喜欢[7]。“三菇饺”大娘水饺包装见图6，将民间剪纸

中的大红色应用到包装设计中，白色和红色对比非常

醒目，给人一种喜庆的效果。另外，民间女红在用色

上其视觉美感的创造还非常讲究用色对比与谐调，可

以把这种视觉美感应用到包装设计中。开封“兴盛

德”花生糕包装见图7，分别以紫、绿、红、黄作为包装

的主色调，黑色分割画面，运用简单明了的补色对比，

增强画面视觉冲击力，同时画面中运用白色进行调

和，黑色线条进行分割，使画面趋于平衡。

2 包装设计中民间女红视觉元素的应用原则

首先，要注重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民间女红文化

的某些视觉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给了设计师一

个很大的空间，但绝不是在包装设计中仅简单地对几

个民间传统图案、色彩的拼凑，更不能只将设计停留

在视觉形态上。例如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经常会出现

对民间女红视觉元素不加思索地加以使用，认为打个

中国结，或者直接把民间女红中的图案、色彩以及造

型运用到现代包装上，就具有文化性，殊不知这恰恰

是文化的一种流于表面的运用，使得现代包装设计更

加远离文化，因此，现代包装设计中融合民间女红视

觉元素时，要充分发挥民间女红的风格特征，创作出

“淳风之美”的创新性包装设计作品。当然这种创新

也是在潜心研究民间女红文化基础上有感而发创造

出来的，同样要求设计者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

养，来认识民间女红的精神，解读民间女红的审美内

涵[8]。仅仅依靠赶时髦、趋风潮只掌握“旧瓶装新酒”

的作法是难以创新的，只有找到二者真正的切合点才

能达到创新。

其次，对于现代包装设计来讲，在把握包装特征

的整体性基础上，要创造一种具有某种个性的形象，

因此包装设计在表现中不仅要对图形、色彩、文字等

局部形象进行处理，更应注意整体效果的把握，局部

要融入到整体之中。“雕龙牌地封黄酒”包装没计见图

8，即突出表现在“封存”的个性上。“地封黄酒”历史悠

久，在构思之初便从产品特性上寻找契机和突破口，

包装结构为复合材料仿竹筒形态，陶瓶在封口处采用

结绳系扎的效果，从吊牌形式突出品牌名。包装捆扎

的形态效果与原包装的大众瓶型、盒型拉开了距离，

再通过画面色彩、书法艺术的形象处理，使之具备了

图5 “虎头枕”卫生纸盒包装

Fig.5 The toilet paper holder

packaging of the "tiger′s

head pillow"

图6 “三菇饺”大娘

水饺包装

Fig.6 The packaging of

"Three Mushrooms Dumpling"

图7 开封“兴盛德”花生糕包装

Fig.7 The packaging of peanut

cake

of "Xingshengde" from Kaifeng

图8“雕龙牌地封黄酒”包装

Fig.8 The packaging of

"Diaolong yellow wine sealed"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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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个性特点与文化价值。

再有，将民间女红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应用到现代

包装设计中时，不仅要注意产品市场方面的适应性，

还应注意对地区特定风俗习惯的适应性，这是设计构

思与收集信息时应注意的问题[9]。汉族与少数民族地

区，城市与乡村，在生活中往往有不同的审美习惯。

在设计中不应把海南的椰果材料硬性用在北方果品

商品包装上，四川泡菜如果用易拉罐包装，就会失去

特色等，给人的感觉是包装材料使用得不合理，功能

表达上的不恰当，因此在材料、图形的选用上，应针对

商品特性加以运用，避免芦苇、草席、竹篾与现代复合

材料一起混合使用，避免使用一些不合适的图形在包

装中给人们造成不伦不类的心理感受。

最后，优秀的包装设计还应该是实用性与审美性

完美的结合。民间女红形式特征中构图的完整、饱

满、对称，色彩的鲜艳、对比，造型的完美性、象征性、

随意性以及气氛的热烈等，都反映了其审美意识中的

功利性特征[10]，因此现代包装作品要善于将这种审美

特征应用到设计中去。但是如果在包装设计中过分

强调其审美性，而不考虑其保护性或便捷性，也就失

去了包装最基本的价值。例如有的包装把容器设计

得太小，外包装盒太大，或者提手不牢等都会造成使

用上的不便利。总之，包装设计的审美性应在不影响

其功能性以及与商品特性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上

来进行创造。

3 结语

中国民间女红文化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丰富的文化

内涵影响着现代包装设计，因此，将民间女红视觉元素

巧妙地运用于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包装设计

中，正是在营造一种美好的文化氛围，它不仅仅对包装

进行美化和装饰、推销产品、占领市场、促进销售，在进

行包装设计时还要思考如何挖掘民间女红内在的文化

特质，从民间女红资源中的色彩元素、图形元素、自然

材质以及造型风格等方面来分析，深入研究这些视觉

元素的特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民间女红视觉元

素中的文化内涵及精华提炼、概括出来，结合现代的审

美观念和设计原理，将有益的视觉元素合理地运用到

现代包装设计中，从而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

包装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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