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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传统“和合”文化引入当代包装设计进行思考，为“和合”文化在当代包装设计中提供

更多的可能性。方法 从美学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提出“和合”文化在当代包装设计中

的应用价值。结论 “和合”文化的包装设计新路径，着重于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进行再认识和再

创造，在现代的审美中赋予其时代的新内涵。 
关键词：和合；包装设计；新路径；古为今用 
中图分类号：TB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12-0016-04 
 

New Path of Packag ing Design Based on "Harmony" Culture 

YI Ping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think about how the traditional "harmony" culture into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to find the "harmony" 
culture into a new path for contemporary packaging. Traditional "harmony" culture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
thetics,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harmony" culture is put forward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New path of packaging de-
sign of "harmony" culture are focus on the recognition and recre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armony" culture, which endows 
them with new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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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含深

厚的审美意蕴[1]。在中国设计过多追求“西化”模式

的当下，本土文化面临深刻的认同危机。而商品包

装作为文化的一种现代的传播载体与表达方式，是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彰显“古为今用”设计思想魅

力的具体体现。由此，寻觅传统“和合”文化引入

包装设计的新路径十分必要。 

1  中国传统 “和合”文化 

1.1  “和合”文化的内涵阐释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

想，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所在[2]。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的的历史中，“和合”文化在对中华历史文化思想的

继承和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弘扬方面都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意义。“和”最早源于金文中对乐音“谐和”

的描述，是和谐、 谐调、和睦的象征。“合”字是

中国古代会意字，原指合拢上下嘴唇之意，故含“吻

合”的意蕴，后来被引申为融合、符合、结合等。“和”

与“合”的连用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多以强调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调和人际关系和化解内

部矛盾的治国安邦策略中占据显著的位置，倾向于

表达对和谐与和睦的社会的追求，是中华和谐文化

的重要基础和渊源。“和合”是一种哲学思想，是一

种审美境界，是新时期设计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3]。

在中国历史长河的不断积淀中，“和合”文化发展至

今，形成了蕴含“以和为美”的艺术观，为当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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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有意义的参考价值。 

1.2  “和合”文化的审美维度 

“和合”文化表现在审美过程以及价值判断中

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在其文化内涵的本质中强调

了不同事物之间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持一定的平

衡，达到和谐共荣。随着国际间频繁的交往，世界

文化呈现了多样化的特征，包装设计只有协调各种

异质元素，才能在视觉传达过程中达到相生相济的

状态，因此，“和合”文化在设计活动中要达到和谐

的状态首先要承认和尊重事物对立双方的差异性，

用“和”的思维和方法来协调不同事物间的差异，

在矛盾和差异中找到相互依存与取长补短的最佳组

合，才能够设计出真正触动消费者情感的优秀包装

作品。 

2  “和合”文化与包装设计的关联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璀璨恒远的人文精

神的内涵与价值伦理基因，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富

有生命力且具有典型东方属性的审美文化元素[4]。它

富含深厚的审美意蕴，无论是包装设计的文化（思

想）内涵还是审美内涵均与“和合”文化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以下笔者将从人、物（商品）、环境 3
个角度阐释“和合”文化与包装设计的关联。 

2.1  人与包装 

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 以人为本，同

时也是包装设计的核心理念[ 5]。人本理念在中国传

统“和合”文化中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儒家

的人本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

之妙，因此将“和合”文化引入当代包装设计中，

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观念的要求，同时也有助于

人性化的理念在包装设计中的倡导。设计主体是

人，设计的使用者和设计者也是人，人才是设计

的中心和尺度[ 6]。包豪斯也曾提出设计的目的是人

而不是产品[ 7]。设计的初衷即服务于社会大众，而

包装设计的要点在于服务消费者，因此，能否为

消费者提供方便的使用效果是商品包装最重要的

功能。 
此外，人性化包装设计还表现在关注消费群体

共性和个性的同时，也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需求。

从“和合”的审美维度出发，在融入包装设计时，

既要体现受众的普遍性，又要满足受众的多样性，

即在满足大多数人对产品包装需求的同时，也要根

据消费者的差异特征设计出个性化的包装，因此，

当代包装既要为大众服务又要为小众服务，才符合

“和合之美”的差异性和同一性。设计师要有针对

性地设计，诸如根据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生产

活动，考虑受众的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等。由此可

见，当包装设计引入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时，不

仅彰显了包装设计的人性化，而且也能使消费者达

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满足。 

2.2  商品与包装 

2.2.1  商品属性与包装材料之“和合”  
商品包装材料的选择取决于商品的属性，不同

的材料有不同的性格，即具有差异性的材质、颜色

等各方面属性，因此将特定商品属性与包装材质的

属性有机结合，才能进行更准确的视觉传达。当两

者达到“和合”之时，包装不仅发挥了其本身的价

值，而且也给消费者带来了醒目的视觉感受和增值

享受。 
当然，在进行商品包装设计的材料选择时，除

了向消费者传递商品信息和美感外，还应充分满足

商品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的保护功能。并且，包装

的造型和结构形式也受包装材料的制约。由此 ，以

上种种均体现出包装设计中“和合”文化的多样性。 
2.2.2  商品包装与品牌系列之“和合” 

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形式下，品牌的激烈之

战争逐不休，产品形象的位置越显重要。系列化的

包装设计思路已成为商家用以提升品牌形象的不二

选择。系列化包装的审美法则在于通过各具特色和

变化的单体包装的线条、块面、体量彼此呼应与联

系，组合成一个具有美感的有机体。这种“多样统

一”组合在一起的审美法则，何尝不是和而不同的

“和合”之美。系列包装的形象组合，不仅显现多

变的动态美，而且又具整体的、统一的和谐美。 
2.2.3  包装设计与诚信之“和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重强调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也将诚信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倡

导诚信化包装设计应该成为当今的一种时尚。当代

包装存在着不少的虚假性与欺骗性，不仅严重破坏

了市场秩序，而且也影响我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

发扬。诚信是文外文化普世的价值观，也是中国传

统“和合”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当代包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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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融入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也是向全社会

梳理“诚信”，传递正能量的有效途径。 

2.3  环境与包装 

“和合”文化在审美范畴中的最高境界则为“和

合之美”，而倡导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一直是

“和合之美”的重要体现，其主要目标即为达到生

态和谐与人际和谐的平衡。生态和谐的审美表达则

为生态美，它是自然美与社会美的有机结合，因此，

将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融入到现代包装中，能

够充分体现包装设计的“生态美”。 
如何保护环境，解决环境问题，使得人们生活

在一个良好健康的空间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策略 [8]。消费是经济社会大众生活中频繁的日常

活动，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又一途径则为倡导

生态化包装设计。此概念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新

型设计观，含低碳、绿色、循环的设计方式，具有

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促进人的健康与全

面发展的基本特性[ 9]。经济的超负荷发展，在短时

间内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给

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与威胁。同

时，以往的包装设计也同环境保护一样一味追求商

业价值而忽视其生态价值，因此，倡导生态化包装

设计的人文理念，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引入当

下包装设计显得极为迫切。生态化包装设计在满足

当代人设计需要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后代人的可持

续发展，生态化包装设计是“和合之美”的最高审

美境界。 

3  “和合”文化的包装设计新路径 

3.1  “和合”文化的“再定位”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传统“和合”

文化元素符号，无论形式还是形态上都与现代设计

审美观念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和合”文化传统艺术

与现代设计在视觉符号表达方式上也有着许多的共

通性。包装设计新路径在符号学意义上，将传统“和

合”文化丰富的寓意与深厚的内涵，通过现代设计

符号表现在包装设计中，这为现代包装设计提供了

更多可供选择的视觉元素资源。当然，在对包装设

计新路径的探讨中，对于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和

合”文化元素的形态改造，首先要符合现代包装设

计的功用，然后使传统“和合”文化元素不仅能够

为传递现代设计观念服务，而且也能让传统元素真

正地成为传递现代信息的载体，从而打造新的包装

形式，摆脱传统元素在包装语义上的偏差和使用上

的局限。 

3.2  “和合”文化的“新交融”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需要，

但无论审美的风格与形式如何变化，都不能忽视文

化内涵的重要性[10]。传统“和合”文化元素与现代视

觉审美语境的融合，并不是文化类别间简单的吞并，

而是彼此吸收文化精髓的过程。“和合”文化在融合

过程中的精神再定位，也并不是简单复制、照搬，

模仿传统或者单一地呈现部分元素，而是有目的地

选择“和合”文化传统符号中的重组内容，对其文

化内涵进行深刻诠释，在包装设计中完美体现“和

合”文化的精髓和神韵。“和合”文化所蕴含的美学

观和价值观在当下包装设计的过程中，不仅是人性

化的人文关怀体现以及生态化设计需求的推动，更

是当今多元文化的共存融合需要。 

4  结语 

在新时代的视觉语言中，强调“和合”文化在

包装设计中的新内涵和新意义，这就要求包装设计

师在对“和合”文化元素的再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

中寻求“根”的意识，对一些实用性的“和合”文

化元素进行重组设计[11]。传统的“和合”文化元素之

所以能够赋予现代包装以时代的新特点，在于对“和

合”文化内质的深入过程，将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

传统“和合”文化进行提炼整理与巧妙组合，运用

现代设计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构成方法，使得传统“和

合”文化元素，能够很好地融入当代包装审美的视

觉模式中，成为当下包装设计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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