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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民国风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原则和方法。方法方法 阐述了民国风内涵，分析了民

国风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再通过案例分析，论述了民国风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关联性、以中式为主、协

调性、安全性与方便性的运用原则，总结出图案运用、结构化运用、再设计、仿照的民国风包装设计方

法。结论结论 这些原则与方法为现代包装设计中民国风的运用提供指导，使得中国包装设计更好地彰显

民族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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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Minguo Style application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ation of Minguo Style connotation，it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Minguo Style on the

packing design，Minguo Style application principles of relatedness，major Chinese forms，harmony，security and

conveniences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are discussed by the analysis of design cases. Minguo Style packaging design

methods of pattern application，structuring application，imitation，and redesign are summarized. Conclusion The guidances

are offered for the problem of Minguo Style application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by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let

Chinese packaging design express the features of national cultur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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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包装如同女子时装一样，其设计样式往往受

到各种社会流行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

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上海滩》、《苍天有泪》、《花样年华》、《大宅门》、

《金粉世家》、《乔家大院》、《风声》、《让子弹飞》、《民国

往事》等一大批反映民国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影

视作品的热播，民国风情成为人们关注与向往的对

象，民国元素一时成为各类艺术设计的宠儿，受到设

计师们的青睐。在包装设计领域，民国风的包装设计

作为包装设计界的一朵奇葩，适时地迎合了消费者

“民国情调”的审美心理，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感受，越

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为我国商品包装的民族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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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一条便捷又实用的道路。

1 民国风的含义

“民国风”，是指以民国时期人们衣食住行各领域

的基本形态与品格为参照的生产、生活风潮。改革开

放以后，人们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同时，努力寻找

着一种民族精神支柱作为文化身份的认同，除社会主

义现代文化生活的满足外，融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观

念于一体，并具有高度容纳性的民国文化，因其既能

满足人们的怀旧心理，又距当代时间较近，接近当代

生活而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1]。这种源自本民族的近

代文化，让人们重拾旧时记忆，民国时期的建筑、服

装、交通工具、生活用品等带有显著民国风格的元素

让人们感受到了上世纪之初社会转型时的文化魅

力。20世纪末开始，我国服装、建筑与影视作品领域

中民国风劲吹。“民国风”已不再仅仅指基本样式，已

慢慢衍变为一种精神情调，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

2 民国风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影响

当今世界，国际设计文化趋于一体化，民族文化

作为民族精髓受到世界各民族的重视。民国风的兴

起，是我国民众追寻近现代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其

影响存在于包括商品包装在内的我国民众生活的方

方面面。商品经济时代，作为商品外衣的商品包装无

处不在，几乎是充斥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2]。民

国风在商品包装上的影响体现在包装的材质、图案、

色彩、造型等方面。民国风在商品包装上的出现，是

近现代民族文化在当代民众生活美学中的体现，它既

满足了人们探寻民国情调的审美心理，又有力地以近

代民族文化促进了商品的销售，可谓两全其美。

3 民国风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3.1 运用的原则

3.1.1 与民国的关联性

民国风包装设计中，被包装商品应为传统食品、化

妆品、中草药品、民国服装等在时间上或其他方面与民

国相关的产品。在这些产品的包装上运用民国风样

式，既能适应民众追求民国情调的审美心理，又能增加

商品品质传承的特色，提高营销文化魅力。但是有些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其他关联性（如穿着旗袍发的喜

糖包装等）上与民国无关的商品，如一些现代高科技电

子产品，则不宜采用民国风样式的包装设计[3]。

3.1.2 以中式为主

民国时期，我国包装设计的主流样式是中西融合的

样式，并以中式为主，汉字（毛笔字与各式中文美术字）、

时装美女、旗袍美女、中式建筑场景等占大部分[4]。西洋

图案则为辅，主要起到渲染烘托的作用。至于包装技

术、包装材质、包装结构、版式设计等已经西洋化，以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5]。因此，在物质技术条件国际化

的当代包装设计界，民国风包装应注重中西元素的结

合性，以中式为主，融东西方文化于一炉。

3.1.3 注重各种民国元素的协调性

民国包装元素包括民国时期包装设计中使用的

中英文字体、图案、色彩、材质等。这些元素运用到当

代的民国风包装设计中，应注意元素间的协调性[6]，不

能是民国元素的一味堆砌，更不能将民国相关元素与

设计方式生硬地拼接在当代商品包装上[7]。民国元素

在与现代商品及现代设计的衔接上，应宁缺毋滥。

3.1.4 安全性与方便性原则

在未出现当代某些现代材料与技术的民国年代，

除了纸质包装外，马口铁与玻璃材质是民国时期包装

设计中占主导地位的新颖材质，但根据目前对于民国

马口铁与玻璃材质包装的考察来看，当时的马口铁包

装在罐头类产品的运用上都采用全封闭式[8]。现在若

依旧采用这种包装样式，会给开启带来不便以及安全

隐患。1959年，美国人艾马尔·克林安·弗雷兹发明了

易拉罐，采用拉环开启，带来了使用的方便性与安全

性。因此，民国老式马口铁包装应改为现代拉环式金

属包装，基本样式与印铁图案可仍采用民国样式，这

既保持了民国情调，又保证了安全性与方便性。民国

时期的玻璃瓶包装，尤其是香水的包装，瓶口大部分

都采用木塞来封闭，这给开启与存放都带来了不便。

在可能的情况下，可避免采用玻璃包装，改为各式塑

料瓶包装或塑料袋包装，以保证包装材质的安全性。

3.2 民国风在包装设计上的运用方法

3.2.1 民国风图案的运用

民国风包装设计主要是通过民国元素的外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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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肖像防伪式样和月份牌招贴中的旗袍美女、时装美

女、风景等。2013年上海杏花村月饼包装设计采用了

民国月份牌旗袍美女作为包装图案，见图1，表达了怀

旧的老上海情调，既展现了月饼的民族传统性，又很

好地传达了民国风包装设计的魅力。其他民国图案，

如上海外滩的老建筑，民国老电话、老风扇以及民国

老照片中记录的生活场景等，都可以作为民国风包装

的图案来使用。

3.2.2 民国元素的结构化运用

在民国风包装设计中，除了大量使用图案外化的

方法，将民国时期的标志性物品如旗袍、老建筑等进

行结构化运用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设计方法。旗袍式

喜糖包装见图2，是将民国旗袍造型作为包装结构，既

具有放置糖果的实用性，又具有民国风的视觉美感，

让人感觉这种包装新颖且在情理之中。这种包装样

式与我国当前婚礼宴席中新娘穿着的旗袍可谓形成

了良好的视觉呼应效果。

3.2.3 民国老品牌的再设计

民国时期就已存在的老品牌商品，自身历史与文

化都承载着丰富的民国审美情感信息。一些老品牌

在包装的再设计中若保留原来的民国风韵，将取得良

好的广告宣传效果。如民国时期风靡全国的广生行

“双妹牌”化妆品，在沉寂多年以后，该品牌邀请中国

著名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操刀设计新商品包

装。新包装无论是盒子、手提袋还是各类玻璃瓶、塑

料瓶容器等，都大量沿用了民国时期广生行“双妹牌”

化妆品的包装与宣传中的两位美女的形象，为了使得

该民国风包装设计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对原形象进

行过一些简洁化处理，见图3。民国时期的老品牌“潘

高寿药业”在推出润喉糖时，也采用了民国样式的包

装设计，只是人物形象改用了作民国打扮的现代美女

形象，使之更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见图4。这种经过再

设计后的“民国风”商品包装，既彰显了民族特色，又

让人们想起了民国风情影视作品中的种种生活情调，

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的销售。

3.2.4 民国包装样式的仿照

民国风的包装设计方法不仅只能在衣食住行方

面的包装上使用，也可在对民国时期包装设计的文

字、色彩、版式、材质等进行学习研究并掌握其包装设

计方法与风韵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包装设计样式

进行仿照化设计[9]。这种设计方法主要用在一些新品

牌商品的包装设计上。这些商品在产品类型、配方、

历史文化等方面与民国多少有些联系[10]。目前这种民

国风设计方法在药品与食品领域运用较多，如“王守

义十三香”调料、“老干妈”辣椒制品等。“王守义十三

香”调料品牌创立于1984年，其配方是1959年王守义

根据祖传秘方改善而来，故取名“王守义十三香”，其

原始配方的悠久历史可上溯到宋朝。“王守义十三香”

是现代品牌，但该品牌采用了民国风的包装样式，其

包装设计见图5，在商品经济空前繁盛、各种造假不

断、商家诚信屡遭质疑的现代社会，模仿民国肖像式

的商品包装样式，不仅能体现其产品的历史性、承继

性，还能使消费者对其产品产生信任感[11]。凭借回族

老人王守义先生的头像式民国风包装设计给人的诚

信感，“王守义十三香”获得了无数消费者的信任，企

业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产值达到了11亿元。“老干

妈”品牌建立于1996年，仅仅10年后的2006年，其企

业产值就达到12亿元，上缴税金1.67亿元，2012年其

产值更是达到了33.7亿元，纳税4.3亿元，发展成为国

内生产和销售量最大的辣椒制品企业。在几乎是一

图1 杏花村月饼包装设计

Fig.1 Moon cake packaging

design of Xinhuacun in

图2 旗袍式喜糖包装设计

Fig.2 Wedding candy packaging

design with Qipao style

图3 “双妹牌”化妆品包装

Fig.3 "Shuangmei"cosmetics

packaging design

图4 “潘高寿”润喉糖包

装设计

Fig.4 "Pangaoshou" throat

sweet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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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倒地崇尚现代样式的香辣调味品包装的年代，“老

干妈”较早地采用头像式民国风包装设计样式，不仅

显得包装独特，而且给人保证食品品质的美好印象[12]，

见图6。在民国影视作品大行其道的今天，以上两个

品牌乘着民国风情的东风，以包装促进销售，取得了

良好的发展。

4 结语

在全球一体化的商品包装文化语境下，包装形

式趋于国际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包装设计正

日益失去自己的民族特征。作为文明古国与文化大

国，我国必须彰显自己的文化生存权与文化个性[13]。

民国风在包装设计上的运用，是在商品流通与民众

日常生活中彰显中国民族特色文化的良好方法。但

民国风运用到当代包装设计中时，应注意其运用原

则与运用方法的恰当性[14]，让民国风包装设计在现代

商品营销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文化功用，推动

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国风在包装设计上的运用

不仅丰富了当代包装设计的视觉形式语言，也在民

国风劲吹的当下为民众提供了日常生活中可触可感

的民国情调。包装作为文化传播使者，其民国风的

设计，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民国审美情调的追求，也

为民族文化的承继与延续开辟了艺术生活化的途

径。优秀的民国风包装设计作品，能使消费者感受

到中西融合的民国文化风韵[15]，并因历史的沉积而增

加对商品品牌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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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行的，今后的研究方向是以理论为基础进行具体

的应用研究，在完善理论研究的同时搭建一个实体的

凤阳凤画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平台，应用于凤阳凤画的

保护与开发工作中，使其避免消亡并焕发新的价值和

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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