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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中庸思想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通过对中庸思想内涵的深入挖掘，寻找

中庸思想的境界及与包装设计的关系，探讨传统包装中的中庸之美，总结中庸思想指导下包装设计的

原则，并从选材、造型、装潢3个方面研究中庸思想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结论结论 中庸思想是儒家

思想的核心，它对中国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庸思想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实现

人、自然和包装的有机结合。中庸思想指导下的包装设计要坚持适度原则和包容性原则，通过选材、

造型和装潢表现出包装设计的和谐之美、阴柔之美和包容之美，为包装艺术开辟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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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 in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By digging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looking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c⁃
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 realm and the packaging design，it explores the beaut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traditional
packaging，summarizes the principle of packaging desig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and from
the material，shape，decoration three a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 in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 is the cores of Confucianism which has a very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 is the pursuit of "heaven and man in one" ideal state，to realize the organ⁃
ic combination of people，nature and packaging.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ackaging de⁃
sign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ion and inclusive principle，through the materials，shape and decoration showing
harmonious，feminine and tolerance beauty of packaging design，open up a vast space for the packaging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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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

深远影响。中庸思想主要针对“过犹不及”进行探讨，

追求适度和和谐，试图保持事物之间的平衡。在现代

包装设计中，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或者追求利润最

大化，产品包装设计往往出现过度包装或粗制滥造的

现象，这都对产品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如

何坚持中庸思想，使包装能够把握正确的“度”，让产

品包装在满足信息传递和营销的基础上坚持适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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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是这里研究的重点。

1 中庸思想的内涵解析

1.1 中庸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庸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它不但是一种治国

之道，更是一种修身之法。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认

为：“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庸思想并非是模棱

两可、平庸无为，而是强调不走极端，追求人与人、人

与自然、人的身心的和谐，坚持用“度”为准绳，既不允

许“过”，也不允许“不及”，寻找事物之间的完美的平

衡点，让人们寻求一种最适合的状态，达到恰如其分

的和谐[1]。

1.2 中庸思想与包装设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包装作为商品促销的手

段，在激烈的竞争中出现过度包装和包装不足的问

题。过度包装不但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使消

费者有被欺骗的感觉，造成了消费者对商家的不信

任。与此同时，在包装中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日益严重，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

中庸思想主张“中和”的境界，强调世界万物的和

谐共存。因此在包装设计中，应该坚持包装与自然的

和谐、消费者与商家的和谐、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将包

装放在整个环境中，以富有预见性的视角，让包装设

计建立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现在与未来的和

谐关系[2]。

2 传统包装中的中庸之美

传统包装是指人类的早期包装，它们与人类的生

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劳动智慧。中

庸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不但在道德上对人

们的生活进行约束，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理。中国

传统包装中充满了中庸之美，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现

代包装对传统中庸之美的传承，满足消费者对中华民

族文化的认同。

2.1 和谐之美

2.1.1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传统儒家思

想，认为天与人具有相互感应，实际强调了人与人、人

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3]。这就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给予自然足够的关注，在生产和生活中不违背自然

的发展需求。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的影响下，包

装设计采用草、竹子、麻等自然材料，并多采用圆形和

方形，符合“天圆地方”的传统认识，并多以对称的手法

造型和纹饰，以植物和鸟兽等为题材，体现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体现出中庸的自然之美。清代羊皮包装

的普洱茶见图1（图片摘自中华古玩网），采用羊皮作为

包装材料，取自自然，体现了一种亲切的自然美。

2.1.2 文质兼备

文质兼备是强调形成和功能的统一，避免出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极端现象，使“文”和

“质”和谐统一，相得益彰[4]。在包装设计的功能上，以

服务于人为根本目的，在物质和精神上满足人们的生

活需求。同时，文质兼备又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优秀的包装设计应该实现装饰和其自身属性的统一，

用形式来表现其自身的精神。宋代的“定窑白釉刻花

缠枝牡丹纹梅瓶”见图2（图片摘自中华古玩网），既是

盛酒的器皿，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2.2 阴柔之美

2.2.1 平和

中庸思想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这种思想的长

期影响使得中国人追求“和气”，性格温和，在包装设

计中也体现出温文尔雅。但这种平和并非平庸，它是

通过平和的线条、造型和主题来使人宁静平和，展现

出包装设计的阴柔之美。

2.2.2 含蓄

在中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性格温和，处世

委婉含蓄，在审美上也就追求含蓄内敛，寻求“言有尽

而意无穷”的精神境界。这种含蓄的审美情结使得包

装设计中的题材、造型等为人带来无尽的联想，使得

包装设计实现“形”和“意”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中庸思

想的阴柔之美。

图1 清代羊皮包装的普洱茶

Fig.1 Pu′er tea packaging by Qing

Dynasty sheepskin

图2 定窑白釉刻花缠

枝牡丹纹梅瓶

Fig.2 Ding glaze carved

with peony pattern v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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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包容之美

中庸思想讲求“中和”，强调兼收并蓄。在包装设

计中，可以融合多种风格，使之看似不同但相互融通，

追求“和而不同”的包容之美，体现中华民族虚怀若谷

的美好品德。

中庸思想中的包容之美，不但体现在物质层面，

更体现在地域和文化层面。中庸思想中的包容之美，

强调中国文化自身的融合，追求儒、道、佛文化的相通

之处，反映在传统包装设计之中。同时，我国包装设

计的风格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满足当时不同阶层

人群的实际需要，同一种器物的包装设计既有满足宫

廷需求的高贵华丽，又有满足文人需求的清淡雅致，

还有满足市井生活的自然简朴，体现了中庸思想的包

容之美。此外，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民族之

间的交流也推动了传统包装设计的发展，尤其是在民

族融合时期的包装设计更是吸纳了中原文化和少数

民族地区的文化，满足不同民族人民的需求，体现了

中庸思想的包容性。

3 中庸思想指导下的包装设计原则

中庸思想强调“执中”，即坚持“中”的基本原则，

即不过度、不偏激。具体而言，中庸思想在包装设计

中体现出适度原则和包容性原则。

3.1 适度原则

3.1.1 基于生态保护原则思考的“度”

中庸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不走极端、

恰如其分，力图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要求

在包装设计中坚持绿色设计，坚持适度原则，在材

料上应以环保材料为主，考虑材料可回收问题。在

选用天然材料时，也要考虑天然材料的生长周期，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造型上，应坚持适度

原则，进行简约的设计，节省资源。在装潢上，其图

形、颜色、文字应巧妙体现自然美，为人提供精神享

受[5]。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酒鬼”酒包装见图3，以具

有麻袋造型的陶瓷作为包装容器，让人具有返璞归

真的感受，体会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是中庸

之道的表现。

3.1.2 基于人性化思考的“度”

中庸思想的最终受众是人，其“天人合一”、“文

质兼备”等思想的本质目的是服务人的生活。因此，

在包装设计中，应该从人的角度出发，坚持适度原

则，实现包装设计的形式和功能的统一，突出功能

性，节约成本，降低产品的价格。同时，通过富有美

感的简约设计，提升其视觉欣赏价值，让人有物质和

精神的双重享受，符合中庸思想的根本追求[6]。

3.1.3 基于包装文化性思考的“度”

中庸思想强调“过犹不及”，具有文化的包容性，

这就要求包装设计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7]。在全

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对中

国人的审美观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审美观是以民族

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人的审美观依然是以中国传统

文化为基础，同时融入了外来文化的某些价值观

念。因此，在包装设计中，应该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为基础，增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和现代性元素，实现

包装设计中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融合。“竹叶

青”茶叶品牌包装见图4，陈幼坚设计的“竹叶青”品

牌茶叶包装将图形设计成修长的形似“竹”字的造

型，体现了茶叶的品质以及品茗者追求的君子情怀

和修身文化。

3.2 包容性原则

3.2.1 多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

包装设计是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成果，强调艺术、

思想、工艺等多领域的和谐统一。中庸思想中的“和”

要求人们在包装设计中具有包容的心态，接受其他学

科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吸纳其他学科的优秀的思想和

技术成果，推动包装设计的发展，进而更好地满足人

们的消费需求。

3.2.2 多元素之间的相互渗透

现代包装设计是文字、图形、色彩、材质和造型等

多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某一元素的孤立存

在。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在同一作品中以包容性原

则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和谐的处理，就能为消费者

提供体现独特风格和理念的包装设计作品。

图3 “酒鬼”酒包装

Fig.3 "Jiugui

Liquor" packaging

图4 “竹叶青”茶叶品牌包装

Fig.4 "Trimeresurus" brand of tea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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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蜂蜜产品包装设计为例的中庸思想在产

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蜂蜜具有温和中性的特性，可以调和百药，符合中

庸思想的追求。通过上述研究，对蜂蜜的包装设计进

行阐述，能够说明中庸思想在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4.1 选材

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在选材上应坚持适度原

则，坚持绿色理念，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8]。在具体

的选材中，应首选环保材料。由于蜂蜜属弱酸性的液

体，易于金属发生化学反应，因此应以玻璃、陶瓷、无

毒塑料等为材料。但由于陶瓷不透明，消费者在购买

行为发生时无法了解蜂蜜的品质，且成本较高，因此

玻璃材质为最佳选择。在标签等印刷品的选材中，应

以牛皮纸等可回收材料为首选，既生态环保，又能体

现出自然气息，实现“天人合一”的目的，符合中庸之

道，见图5（图片摘自百度）。

4.2 造型

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在造型上应坚持适度原

则，人性化的理念，达到“文质兼备”的效果[9]。对于玻

璃瓶，其造型应该简洁大方，瓶口不宜过大或过小，既

要保证蜂蜜使用中的便易性，又要考虑其美观性，瓶

子不宜太高，避免取蜂蜜时出现溢洒现象，体现人性

化理念。在瓶体造型上应以简介柔和的圆弧为主，圆

润优美的体态符合中庸的阴柔之美，实现“文质兼

备”。同时在蜂蜜的外包装上，尤其是在手提袋的设

计上，应该坚持简洁、经济实用。单瓶或双瓶装可采

用便携式包装，方便携带，体现人性化理念，节约成

本。四瓶装可以采用天地盖方盒造型，包装盒可以二

次利用，美观大方，以人为本，体现了中庸之道，见图6

（图片摘自百度）。

4.3 装潢

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在装潢上应坚持适度理

念，体现“和谐之美”、“阴柔之美”、“包容之美”[10]。在

装潢上，要遵循中庸之道，将文字、图形、色彩等元素

进行巧妙组合，体现出“和谐之美”，通过曲线连接标

签，体现“阴柔之美”，并以多种文化元素和设计元素

来体现出蜂蜜包装设计中的“包容之美”。蜜蜂包装

见图7（图片摘自百度），这一设计中采用玻璃圆瓶，既

利于蜂蜜使用的便利性又方便储存，同时圆形美观大

方，在装潢方面使用黄、黑线条，使蜂蜜包装形似蜜

蜂，体现了阴柔之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给人贴近自

然的遐想，体会到自然界的包容性。

5 结语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对中国人的文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庸思想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

理想境界，实现人、自然和包装的有机结合。中庸思想

指导下的包装设计要坚持适度原则和包容性原则，通

过选材、造型和装潢表现出包装设计的和谐之美、阴柔

之美和包容之美，为包装艺术开辟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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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蜂蜜包装

Fig.5 Honey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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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Single bottle and four bottles of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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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Honey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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