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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中国唐宋时期酒器文化对现代酒包装设计的影响和启发。方法方法 通过分析唐宋时期

酒器的造型、工艺、色彩，论述在唐宋酒器文化影响下现代酒包装设计在造型创意、材料工艺、色彩纹

样上的创新应用，强调其注重实用、美观、环保及品牌文化的发展趋势。结论结论 将唐宋时期酒器传统文

化元素与现代酒包装设计理念进行有效整合，能赋予现代酒包装新的文化内涵与产品生命力，展现中

华酒文化的同时，设计出被市场及消费者认可的酒包装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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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and illumination of wine containers′cultur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on

modern wine packaging. By doing the research of shape，technique，color，try，it discusses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modern

wine package design to modeling creativity，materials and technique，color and pattern，and focus on the practical，aesthet⁃

ic，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brand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of

wine container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modern wine packaging design concept can endow new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roduct life for modern wine packaging and design wine packaging accepted by market and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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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酒包装设计正趋向多样

化与个性化，在漫长的酒文化历史中，酒的醇香与国

人的生活方式相伴，酒的包装折射出中华民族历来崇

尚的高雅品位与审美追求。其间，唐宋时期酒器造型

的发展与形成，成为传播中国酒文化的重要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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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唐宋酒器文化

进行分析和总结，归纳其对现代酒包装设计理念的影

响，并结合现代酒器的发展趋向，能探索出一条当代

酒包装设计发展与创新的崭新之路。

1 唐宋陶瓷酒器

1.1 唐宋酒器文化

中国酿酒历史悠久，发展到唐朝，与酒器相关的

唐诗比比皆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斗酒

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

酒中仙。”孟浩然在《春中喜王九相寻》中说：“酒伴来

相命，开尊共解酲。”王绩在《春日》中说：“昨夜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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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今朝瓮即开。”元结的《窊尊诗》“酒堂贮酿器，户牖

皆罂瓶”，白居易的《咏家酝十韵》“瓮揭开时香酷烈，

瓶封贮后味甘辛”等，这些诗句中提及的尊、瓮、罂、瓶

并非一般的盛酒器，而是贮酒器，其作用相当于现代

的酒瓶，古代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酒包装的重要性，

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歌都是研究酒器文化的宝贵资料。

1.2 唐宋陶瓷酒器造型

唐朝人崇尚丰腴之美，故在陶瓷酒器造型上整体

风格显得浑圆饱满、雍容大气。宋代文人崇尚“秀骨

清象”，因此更加着重准确、细腻、韵味以及轻巧的内

在品质。唐宋时期最主要的酒器造型有缸、瓮、罐、

瓶、尊、壶。

罐见图1（图片摘自百度网），口径大，圆腹，颈部

内收，平底，有耳或无耳。瓮：形制巨大，小口，丰肩，

圆腹，平底。罂：口形似盘，长颈，圆腹，平底，肩饰双

系或四系。瓶：其形状变化多样，基本造型为椭圆腹，

小口。宋朝的瓶在唐朝雏形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

展，类型有直口、盘口、洗口、花口等，形制大多秀雅端

庄、朴素大方，既实用又美观，为后世陶瓷酒具的造型

产生了深远影响，见图2-3（图片摘自百度网）。

1.3 唐宋陶瓷酒器工艺和色彩

唐宋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经济的发

达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进而使得陶

瓷工艺得到了质的提高，向着多样化发展。唐宋陶瓷

酒器的工艺精湛主要体现之一在于釉色方面。唐五

代出现“南青北白”并举局面。南方越窑青瓷，其釉色

莹润苍翠欲滴。北方的邢窑与南方越窑齐名，邢窑以

烧制白瓷而闻名于世，胎质细腻，釉色雪白光洁。而

唐三彩则是一种多色彩的低温釉陶器，它在色釉中加

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可呈白、绿、黄、

赭、褐、蓝等多种轴色。宋朝时期，五大名窑的出现更

使陶瓷的工艺炉火纯青，各窑的多变釉色与丰富色

彩，反映了釉色装饰从单色釉到多色釉的转变，也体

现出当时轴色工艺的精湛。

2 现代酒类包装对唐宋陶瓷酒器元素的运用

和创新

唐宋陶瓷酒器造型丰富。唐代酒器在发展过程中

逐渐演变为“颈细长、身粗浑”的造型，其原因在于唐朝

出现了桌椅，生活方式由席地而坐变成高椅为坐；到了

宋朝，桌椅高度增加，人们的视线也相应增高，因此酒

器自身变矮，口沿与底部变大，以适应视觉高度和增加

器物摆放时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唐宋酒器造型体现

出适应环境的实用功能。随着时代更迭，人们对生活

环境与日常习惯的精神追求使酒器的结构形态不仅体

现为实用功能，包装材料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印

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使包装从单纯的保护储运功能发展

成为具有助销和审美功能的包装设计[2]。

2.1 实用又审美的造型创意

中国传统美学能为现代设计提供可借鉴的元素

和思想[3]，现代酒包装撷取唐宋酒器的形态特征作为

审美元素，其创新设计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

1）造型以新仿古，结合现代元素。如汾酒的瓶身

设计，见图4（图片摘自百度网），造型上借鉴了唐酒器

“颈细长、身粗浑”的造型特征，用以实现令人向往典

雅优美的审美诉求，而瓶颈与瓶底处则饰以错落排列

具有现代意味的杏花造型，别有新意又传递了“杏花

村酒”的汾酒文化。又如原浆老酒的瓶身设计，见图5

（图片摘自百度网），造型设计源于宋梅瓶，敦厚清雅、

古意盎然，设计者在材质上寻求变化，以玻璃结合金

属这一现代特征鲜明的材料组合，让古韵古雅演化为

现代摩登的一种异域情致。

2）创新突破，在似与不似之间。将唐宋酒器造型

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引入现代酒包装设计，运用独特的

创意造型往往更能引人青睐。茅台飞天酒的包装设

图 1 罐

Fig.1 Earthen jar

图 2 北宋汝窑酒瓶

Fig.2 Earlier Song ruyao wine

bottle

图3 宋吉州窑黑轴剔花梅瓶

Fig.3 Song Jizhou kiln plum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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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见图6（图片摘自上海刘维亚原创设计大师工作

室），从瓶身的结构关系到体量造型，都不难捕捉到与

传统酒器的渊源关联，而六边形结构的大胆突破，以及

瓶身与外包装盒上的撞色装饰底纹，使整项创意别有

意趣、卓荦不同，最终为消费者呈现的是复古典雅又兼

具现代的风格特征，作品传达出的艺术感不仅来自观

者视觉上的感受，更体现了其内在的价值和文化性[4]。

2.2 多样与环保的材料工艺

唐宋陶瓷酒瓶采用天然陶土和瓷土原料，陶瓷具

备抗氧化、耐腐蚀、稳定性高等特质，且不透光，从而

避免了光对酒的化学反应。现代陶瓷酒器的设计生

产中，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工艺技术的进步，

陶瓷新材料也不断发展，如上海汉光瓷就以“白、透、

润、纯”等特点享誉世界，汉光瓷在1400摄氏度高温下

烧制而成，这种高温下的釉下彩装饰技术突破了传统

瓷器的色系局限，使现代酒包装设计在容器色彩方面

的创意空间大大提升。与此同时，汉光瓷属于无铅环

保新工艺，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瓷器。

2.3 传承中整合的色彩纹样

现代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和消费者审美与消费能

力的提高，使陶瓷酒器设计在色彩表现上不断创新，

在继承传统陶瓷色彩精髓的同时，体现现代时尚气

息。国窖1573订制酒，见图7（图片摘自百度网），在青

瓷釉上加窑变色彩，瓶体下半部分凸凹不平，肌理似

年轮又似酒浪，寓于美好的遐想。青花瓷酒器是中国

酒器的主流之一，历史悠久，白底青花给人以清新淡

雅之感，将传统青花纹样整合其他现代设计元素，是

现代设计师别出心裁的创意应用，如青花瓷汾酒，见

图8（图片摘自上海刘维亚原创设计大师工作室），瓶

身采用传统青花风格，以“汾”字为主体，周围装饰各

种字体的“酒”字，视觉风格活泼、质朴又不失清新。

3 现代酒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酒器包装承担着保护商品、方便使用、传达商品

信息的功能，体现了功能效用、工艺材质、加工技术等

诸多因素，还包含着酒瓶本身的审美与时代文化特

征，具有实用与审美的双重价值。简洁而不简单的美

学考虑让使用者专注于器物实用性的同时也不失美

的享受[5]，而绿色与环保是未来发展的新主题。

3.1 创意造型的实用性和欣赏性

酒器在消费者携带和使用的过程中应尽量体现以

人为本的功能体验，使用过程是否便利和舒适，是否符

合现代人运动，握持的规律和尺度，是否依循消费者接

拿、开启、倾倒等动作轨迹，都是现代酒包装设计需注

意的问题。企业通过酒器包装便利性的设计可以展现

其经营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一件具有创造意义的设计应该包含浓厚的人文生态信

息[6]，人文生态既指功能意义上的“物化”需求，亦是情

感意义上的“本体”满足，因次，现代酒包装的方案创意

将围绕实用价值与欣赏意义为设计目标。

酒器造型应通过形态结构与平面装饰赋予艺术

美感，过分依赖机械化生产的千篇一律，将失去器物

的独特美感和手工文化特征，失去必要的情感投入，

图4 汾酒的瓶身设计

Fig. 4 The design of a

bottle of Fen wine

图5 现代酒罐

Fig.5 Modern wine tank

图6 飞天酒

Fig.6 Flying wine

图7 国窖1573

Fig.7 Guo Jiao 1573

图8 青花瓷汾酒

Fig.8 The blue and white porc-

elain Fen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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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与至性至情的酒文化背道而驰。2015世界之星

包装设计大赛中的获奖作品《国美人文之美》酒包装

设计，见图9（图片摘自甲骨文创意设计有限公司），设

计理念表达了中国传统多彩的人文之美，以4个最具

文化特色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进

行包装创意，瓶型追求独特风格与个性，摆脱了现有

市面上小酒瓶造型的设计桎梏，同时保留了小酒瓶方

便携带、量少精致的功能需求。运用传统民族文化内

涵的情感元素，在我国范围内具备很强的感染性[7]。

在谋求酒器容量与功能诉求的过程中，赋予欣赏性与

装饰性，体现酒器新时代的“文物观”，是现代酒瓶包

装的审美追求。

3.2 材料工艺的绿色环保性

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物质的要求也相应变

化，拓展包装功能、减轻包装废弃物对环境污染的绿

色包装已成为未来包装的发展趋势[8]。过分追求豪华

与奢华材质的酒类包装，不仅造成大量原材料的浪

费，也间接制造出诸多包装垃圾。选择贴近自然、对

人体无害的材料是现代酒类包装发展的需求课题。

2015世界之星包装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古井贡酒年份

原浆》，见图10。设计者张新文采用骨瓷为瓶身材料，

骨瓷不仅具有华美的外表，而且相对普通瓷器更有利

于人体健康，釉中彩釉下彩骨瓷不但无铅、镉溢出，且

花面不易磨损脱落，是当之无愧的绿色健康陶瓷。

在包装设计中将两种不同领域的事物或文化进

行移植与组合，常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创新性包装[9]，

四川水井坊的包装设计在开启方式上采用独特的上

抽自锁式瓶盖，喝完酒后瓶子可以用来盛放酱油、醋

和香油等，使酒器变成各种可循环利用的家庭生活用

品，同样迎合了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3.3 酒器包装的品牌文化

酒器包装设计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反映

出民族心理特征，将本土文化观念与民族性格表现其

中，形成独特的品牌文化。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产品之

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各领风骚，居于并存局面，正是

得益于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具有不可取代性。贝律

铭曾说：“在中国，我想也正需要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

找到这样一条道路，一种风格，一种为中华民族所特

有的、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形式。日本现代设计

的民族化很得益于唐宋遗风，可惜的是我们中国自己

却放弃了它。”借鉴传统文化并科学运用，将其内涵渗

透到酒品牌文化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酒器包装的市

场潜力。比如湘西白酒在色彩品牌表现上选用粮食

的天然稻黄色、装粮食所用麻袋的土黄色、陶土的本

色、黄土地、黄皮肤、金黄的谷物等贴近中华农耕文明

的色彩，传递出酒为五谷杂粮之精华，令人印象深刻，

从而强化了品牌效应。设计产业如何求得与制造业

协调发展，并进而形成推动经济发展与设计竞争力的

强劲优势是目前必须正视的现实课题[10]。

4 结语

中国唐宋酒器以功能合理、形态优美、装饰独特、

具东方艺术美感被广为称颂。《中国历代酒具鉴赏图

典》将唐宋酒具归纳为“隋唐大度，宋时素洁”，现代设

计师在酒类包装设计中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

理念相融合，吸纳环保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新科技，通

过整合、改造、重组等手法来丰富酒器设计，赋予它们

新的形象与生命力，展现中华酒文化独到的历史文化

与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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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国美酒

Fig.9 Guomei wine

图1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Fig.10 Gujing tribut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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