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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传统人文思想下的生活陶瓷包装创新设计方式进行探讨，以此设计出适合我国生活陶

瓷包装的人性化、简约、绿色、健康的包装方式，使人们在独特的、创意性的使用过程中获得愉悦舒适、

便利安全的使用体验。方法方法 分析我国生活陶瓷包装现存的一些问题，以传统人文思想为出发点，并

结合2015世界包装之星主席奖获奖作品创作实践，从生活陶瓷包装的结构、使用方式、体验、材料、安

全与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结论结论 采用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为指导是适合我国生活陶瓷包装的设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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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puts forward a new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of life ceramic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humanities
thought，to design the way of humanity，simple，green and healthy packaging，which can make people obtain pleasant，com⁃
fortable，convenient and safe use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unique and creative use. According to current china packag⁃
ing′s problems，starting from traditional humanity thoughts，combined with 2015 WorldStar President Award works，the
construction，using way，experience，materials，safety and function etc. of life ceramic packaging are studied. Using tradition⁃
al humanity thoughts is the way of our life ceramic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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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内对生活陶瓷需求的增加，市场

对生活陶瓷的包装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满足对

陶瓷制品起到良好保护作用的同时，还要求生活陶瓷

包装成本低廉、环保低碳无毒害，同时也要考虑使用

者的使用舒适性，避免产生使用障碍。生活陶瓷及其

使用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包装必须要从人本的角度考

虑其对使用者的宜用性，这不仅能使人们在使用过程

中获得舒适体验，而且有利于提升陶瓷公司的整体服

务质量，提升陶瓷公司的品牌形象，有利于整个社会

和谐环境的建设[1]。

1 我国生活陶瓷包装设计现存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品质的提

高，人们对于包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生活陶瓷业近

年来虽发展迅速，但大多数生活陶瓷制造企业对包装

缺乏正确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老的认识层面上，仅仅

将包装看做是保护及包裹产品的附属物，缺乏对人的

本质需求的考虑，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环保低碳、使

用方便、节约成本的理念背道而驰，主要体现在以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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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1.1 人机尺度考量的欠缺

从包装的功能来看，包装的结构应符合人机工学

的要求，不仅能保护产品，同时也能给使用者提供便

利。目前，国内大多数生活陶瓷包装设计注重在陶瓷

包装的色彩与装饰下功夫，忽视了人的实际需求，主

要原因是对包装的造型尺寸、使用方式等问题欠缺考

虑。例如，忽视了包装使用舒适度，影响使用者使用；

加入大量气泡膜等一系列填充物的包装容器过大与

过重，致使使用者用起来不方便，出现“拿不住”、“拿

不起”、“不好使用”的现象。不方便拿取与使用的生

活陶瓷包装见图1（图片摘自百度图库），加入了大量

泡沫、气泡膜、废报纸结合胶带等层层包裹，体积大、

操作繁琐、装箱与开启使用极不方便。纸盒包装内堆

放的陶瓷容易把包装挤压变形，运输员和使用者拿取

时都不方便，容易在操作过程中产生跌落、挤破的现

象，产生巨大浪费。

1.2 朴素简约的视觉美欠缺

随着进入非物质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知识信息和

服务等无形的产品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大

的比重，人们将直接享受产品所提供的服务，而忽略产

品自身的物质化存在[2]，人们的消费需求逐渐由物质化

需求向情感化需求转变，朴素简约的消费审美将越来

越受到重视。对于具有制造特性的生活陶瓷业而言，

陶瓷包装除了要满足人的使用需求、符合人机工学之

外，还应具有形式美。设计上的视觉审美愉悦，能够增

加消费者购买欲望，进而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而当

下我国的生活陶瓷包装在视觉审美上或者大多过度追

求所谓的外在的华丽[3]，视觉元素堆砌累赘，或者流于

过度简陋与平庸，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是专业性不足，由于包装公司大多并不生产陶瓷，出

售给消费者的陶瓷制品都是由不同的陶瓷厂家提供再

经过包装而成，品牌杂乱，包装陶瓷制品种类繁多，色

彩凌乱，视觉形象不够完整统一；另一方面，许多包装

厂商的创意设计理念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设计的包装

老套、视觉元素搭配组合不协调、视觉审美效果差，“华

美有余典雅不足”，不能给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带来愉

悦感，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极差。

1.3 低碳与生态观念的缺失

当代生活陶瓷包装设计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在

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影响下，提倡绿色低碳、安全环保

的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4]。当前，某些陶瓷公司在利

益的驱使下，过多地使用环保标准不达标的包装材料

甚至是过度包装。这些行为没有考虑到陶瓷包装生

命周期中的产品安全、环保、资源节约等问题，从而对

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不仅与当

代包装设计所提倡的朴素、低碳环保、安全和谐的理念

背道而驰，也成为生活陶瓷业发展的一大隐患。

此外，从人本理念来看，大部分生活陶瓷包装也忽

视了消费者使用产品时的情感与心理，过度的包装与

大量包装废弃物的产生，实际是增加了生产者、消费者

的经济负担、心理负担、环保负担，时下市面常见的日

用陶瓷包装形态见图2（图片摘自百度图库），相对于内

在小小的陶瓷来说，包装明显太大，为数不少的丝绸、

木板、泡沫垫等占据了大量的空间，由此产生了包装成

本增加以及包装废弃物对厂家、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

都造成了巨大的生态负担，不幸的是这正是当下生活

日用陶瓷包装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

2 设计的人文理念

2.1 中国古代朴素的设计哲学思想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设计艺术哲学思想源远流

长，“外师造化”、“道法自然”即是对中国传统造物法

则源于自然、崇尚自然的最好概括[5]。《老子》中提倡的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和谐自然观的最高境界[6]。“天人

合一”，即人与宇宙万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体现

图1 使用不方便的生活日用陶瓷包装

Fig.1 Inconvenient life ceramic packaging

图2 累赘、过度的日用生活陶瓷包装

Fig.2 Over-packaged life cer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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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家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顺乎自然的思想，

实际上是对自然的一种高度尊重与保护。老子对

“美”追求是要符合自然与朴素的原则，庄子将其归纳

为“朴素天下莫能与之争美”[7]，而这一思想与当代所

崇尚的绿色环保的设计理念相契合。《周易·贲卦》中

提到的“白贲”也是以简约、典雅、朴素、环保为特征的

设计风格，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审美观念和审

美意识，宗白华认为“白贲”的境界是一种较高的艺术

境界，即“绚烂又复归于平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8]。

这与当代设计界推崇的简约设计、简约之美也是高度

一致的。

2.2 当代生活陶瓷包装设计的人文设计理念

在这里提倡“人文”的设计理念，力求实现人与产

品、环境的和谐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代

设计对好的设计的评判标准是技术与艺术相统一，物

质形式与文化内涵相结合。在倡导环保低碳的绿色

设计、生态设计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传递一种朴

素的人文设计观，一种仁者爱人的人文理念，表达了

对自然环境的关爱，对人的关怀，对传统人文思想的

传承。当代生活陶瓷包装设计在注重“绿色包装”的

过程中，应该提倡的就是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形式，

包装不仅要以最简约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资

源的使用，同时也要根据不同的使用人群，传递高尚

的人文情怀，达到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力求使包

装材料和结构在设计上符合人机工学，安全且方便人

的使用，关照人的使用体验、情感体验，同时还根据商

品自身的品牌定位，做到适度包装，定位准确。

3 人文理念下的生活陶瓷包装设计实践

秉承“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人文设计理

念，笔者设计了创新作品《瓷盘环保创新包装》，并参

加了2015 世界包装之星奖，该设计成为中国首次获

得世界之星最高奖主席奖作品，见图3。该设计通过

瓷盘包装设计来传承朴素、节制的民族审美思想，从

包装的生产、使用、效率、情感、环保等过程出发，基

于“虚拟水”的理念，通过创意的方式，不仅包装材料

的使用减少到极致，材质也最求低廉环保，而且极尽

所能地减少包装的生产环节，以追求极致环保的理

想状态。

独特的结构舍弃了气泡膜、泡沫、废纸等大量填

充物，极大地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不仅有助于形成品

牌特色，有助于提升公司品牌形象，也极大地带来了

工厂包装效率的提高，内外包装一纸成型的结构，将

瓷器牢牢固定，保护效果良好，具有生产、操作简单

方便，成本低廉、绿色环保的优点。避免了现有陶瓷

包装使用大量泡沫等填充物，避免了资源浪费与环

境污染。

“光辉灿烂归于平淡”、“极致简约的包装本真美

感”是整个设计的核心审美追求，所有视觉元素与信

息的印刷结合再生纸封装胶带一体化印刷处理，整个

包装设计感朴素而简约，既免除了标贴生产、印刷的

相应成本，也解决了封装的问题，节约了大量社会资

源、自然资源，极大地强化了包装环保属性。

4 结语

当代生活陶瓷包装设计的发展，是一个既要保持

优良传统，又急需突破创新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真

正了解自身的优势与不足[9]，以优秀的中国传统人文

思想为基础，结合当代社会的人们生活状态，探索出

适合我国生活陶瓷包装的理想设计方式，这应当可以

成为不断推进我国陶瓷包装事业健康发展的一条健

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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