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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地区千两茶包装的视觉元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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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视觉元素在安化地区千两茶包装中的运用。方法 论述安化地区千两茶包装的加工和

成型工艺；并结合包装设计原理和典型实例，从包装视觉元素中的材料、色彩、造型、字体和图形角

度进行深入解析，探究安化千两茶包装的艺术特征和文化表达。结论 安化地区千两茶包装是整体与局

部、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结合。通过视觉元素在千两茶包装中的合理运用，满足目标受众

的审美体验和心理需求，为其他茶类包装的视觉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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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Elements of Qianliang Tea Packaging in Anhua District 

MA Ke, CHEN Fei-h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sual elements on Qianliang tea in Anhua district. It introduces the processing 

and molding techniques of Qianliang tea packaging in Anhua district. By combining the theory and typical examples of packag-

ing and design, the material, color, modeling, typeface and graphics in visual elements are all analyzed. Further, the artistic cha-

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of Qianliang tea packaging in Anhua district are explored. The Qianliang tea packaging in 

Anhua district is the unified combination of general and local, practicality and aesthetics, as well as substance and spirit. By ap-

plying the visual elements Qianliang tea packaging in Anhua district reasonably, it can mee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psy-

chological needs of audienc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visual design of other tea packaging. 

KEY WORDS: Anhua district; Qianliang tea; packaging; visual elements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自古以来就是茶乡，尤其

以千两茶最负盛名，有“世界茶王”的美誉。安化

地区的千两茶，又名花卷茶，一般高 150 cm，周长

60 cm，每支茶叶净含量合老秤一千两（36.25 kg），

是世界上唯一以计量方式命名的茶，也是所有茶类

中最大的单体茶。在现代化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由

于千两茶加工和包装同步完成的制作工艺和返璞归

真的视觉语汇，让千两茶包装在五花八门的同类包

装中脱颖而出。这里结合千两茶包装的加工和成型

工艺对其视觉元素特征展开深入探究，充分挖掘千

两茶包装的设计方法及视觉启示。 

1  千两茶包装加工和成型 

安化千两茶包装按照结构层次可分为内包装

和外包装。外包装一般由棉麻布所制，上面印有

商标和产品相关的信息，主要从视觉上起到品牌

识别和宣传的作用，同时兼有一定的保护效果。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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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包装用于千两茶的固定、缓冲、防湿防潮，

由内而外分别是蓼叶、棕片和竹片，千两茶内包

装结构见图 1。第 1 层蓼叶，又俗称棕叶，具有杀

菌、防腐、隔绝异味和过滤灰尘的功效。第 2 层

棕片，通风透气，同时起到防水、防潮的功能。

第 3 层竹片，需当地生长 3 年以上的楠竹，主要

对包装成型起到结构支撑功能，同时兼顾美观效

果。值得一提的是，绿茶、乌龙茶等新茶的保存

忌氧化、潮湿等导致陈化变质，因此包装材料通

常具有密封性（如铝箔袋、锡瓶、铁罐等密封包

装），但安化千两茶作为后发酵茶，与一般新茶包

装材料的特性存在本质区别。千两茶保存一方面

要求内包装材料有透气性及无异味，另一方面需

借助外部保存条件，即通风避光且无特殊气味的

室内，从而为千两茶营造一个逐渐氧化的适宜环

境。茶叶与空气接触后自然陈化，促进茶内质成

分转化，存放吋间越久陈化的作用越充分，同时

蓼叶的清香缓慢渗透入茶叶，由此提升千两茶醇

厚的口感以及药理保健功效。 

 

图 1  千两茶内包装结构 

Fig.1 Interior packaging structures of Qianliang tea 

内包装材料加工过程中，先将洗净晾干的蓼叶

编制成整体，再将其与棕片用棉绳缝制作为千两茶

的包装内层。最外一层的花格篾篓加工稍许复杂，

需通过砍竹、破篾、揭篾、刮篾和编织的步骤进行

处理。通过上述步骤织好的花格篾篓在次日进行踩

制使用。千两茶的包装成型和千两茶踩制加工是同

步完成的，踩制工艺流程主要包括“五轮滚”（即 5

次绞杠紧身及 4 次压杠赶茶）和木槌敲打；而踩制

工艺往往同司称、蒸茶、铺篓、索篾、入袋这些工

序一并完成，环环相扣。 

千两茶制作与包装的一体化工艺，在简化包装

过程的同时降低了工艺流通成本，从而提高了产品

整体的生产效率。作为根植于安化农耕背景下的民

间艺术形式，千两茶的包装成型工艺直接影响其视

觉元素的呈现效果和包装设计的文化格调。 

2  千两茶包装视觉元素探究 

安化地区千两茶包装的视觉形象展现出别具韵

味的地域特征，其中视觉元素的运用起到关键作用，

特别是包装设计中色彩、文字、图形等元素的合理

搭配，能给予目标受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并发挥

沟通价值[1]。具体而言，千两茶包装的视觉元素具有

以下特征。 

2.1  材料特征 

材料作为包装设计展示的物质媒介，不仅仅满

足商品实用价值的要求，同时也寄托人的情感诉求、

审美体验和文化传承的功能[2]。自然材料的选用是千

两茶包装的一大特色，特别体现在内包装上。安化

境内竹类资源丰富，当地劳动人民通过多年的生活

积累，已将竹子熟练加工成各类生产生活用品和艺

术品。竹子已成为当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材料，不

仅节约了包装成本，而且是安化本土生活的缩影。

千两茶内包装材料的选取，正是安化老百姓顺应自

然环境、物尽其用的结果，也是天人合一的哲理思

想的体现。 

从审美体验上分析，原生态材料让受众从视觉

和嗅觉上产生近乎诗境的自然感受。首先，在视觉

上手工编织的花格篾篓，充分展现出竹材肌理本身

的属性，给人以质朴、素雅的美感。同时由经篾和

纬篾通过线面结合的方式，交织组合成极富韵律、

疏密变化的花格图案，呈现了传统手工的审美特性，

散发出自然淳朴的乡土风情。其次，在嗅觉上 3 种

原生态材料与茶叶混合而成的香味，让人联想到千

两茶香醇细滑的口感，带来无限外延的嗅觉体验。 

从可持续性上分析，蓼叶、棕片和竹子的成分

以天然植物纤维素为主，易被微生物分解，通过自

然的自净系统，不仅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而

且还可以起到改善土壤的作用。贾尔斯·卡尔弗曾

明确提出了关于包装设计与环境问题关系的思考[3]，

生态环保的主题是现代包装设计中不可回避的重要

话题之一。千两茶内包装“取之于自然而回归于自

然”的材料特性，符合低碳环保的包装设计理念。 

2.2  色彩特征 

包装元素中的色彩特征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有

着重要的暗示作用。在国际营销界中有“7 秒定律”

的说法，即消费者 7 s 内决定是否购买商品，其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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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决定因素占 67%[4]。在千两茶包装色彩的选取

上，内包装保留竹材原有的色彩属性，在偏黄的竹

色上用红色或者黑色标记出茶号，如“白沙溪大师

千两”、“永泰福记”。笔者拍摄的千两茶内包装茶号

见图 2。红色在中国的色彩文化中代表喜庆吉利，是

人们对于美好事物向往下的民俗习惯延伸，甚至被

赋予“中国红”的专有名词。而且根据光谱秩序色

彩记忆规律，红色能在第一时间内给予人们最强烈

的视觉刺激，有利于加强产品的记忆强度和时间停

留。而关于黑色的选取，道家视它为道的象征色彩。

老子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被赋予

幽冥之色。道教清静无为的自然观与返璞归真的茶

艺茶规两者相互借鉴，也正是文人雅士所热衷表达

的。在外包的填色上以平涂为主：一般采用大面积

的棉麻白作底，上面点缀些许墨色。一黑一白，无

不透漏出江南水乡的情调，也折射出当地人民的质

朴情怀。以少胜多的色与清新脱俗的彩，再配以红

色标志点缀其中，让千两茶的外包装恰似一幅充满

山水气韵的中国画，而标志好似国画中的印章落款，

起到画龙点睛之效。笔者拍摄的千两茶外包装实例

见图 3。 

      

  

2.3  造型特征 

造型因素作为传递各种信息的符号，构成商品

视觉元素设计中的语言载体，使商品流通成为设计

师与受众进行交流互动的媒介[5]。安化千两茶包装造

型不是单一的形式美原理运用下的结果，它与商品

的使用方式、生产技艺、价格成本、运输销售等诸

多因素相关联，是集形式美与实用美于一体的产物。

千两茶包装外观古朴大气，形如树干。这种垂直挺

拔的圆柱造型，直接原因是千两茶加工和包装同步

完成的成型工艺所致，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源自

于安化地区原始宗教中的“神柱”崇拜和传统民居

的“梁柱”崇拜。历史上当地少数民族在祭祀时就

有立“神柱”的习俗，即巫师手持神仗，众人围神

柱祈福和跳舞。在“祭鼓牂”时则会剽牛神柱。神

柱、神杖等竖向构筑物逐渐成为沟通神与人的精神

载体，并由此衍生出对神树与山神的崇拜[6]，因此，

千两茶的包装造型是多种因素制约下的结果，是技

术与艺术、功能与形式、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具有

浓厚的地域文化特性。 

2.4  字体特征 

如果说文字是可视化的言语，那么字体就是承载

文字的符号。字体是商品包装中重要的视觉构成要素，

直接影响商品的文化品位和内在价值[7]。安化千两茶包

装的字体在设计上颇为讲究，一般选用 3～4 种不同类

别的字体进行穿插组合：通常在包装的中心位置选用

书法艺术体，并加以放大，注明某品牌千两茶，强化

品牌的识别度。同时传统的书法体给人以质朴悠远之

感，让人联想到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也暗示千两茶越

陈越香的品质特点。书法艺术体作为主题性文字，在

其上下或左右两侧，再辅以宋体、黑体或者两者的变

体，用较小的字号加以组合排列，补充功能性文字说

明，如保存方法、商品规格、主要成分、生产信息等。

宋体、黑体相较于传统的书法艺术体，更加工整与简

单，适应于消费者快速阅读。 

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即便在同一文化地域背景下，不同品牌的千两茶包

装在字体设计上也各有侧重，在统一中求得各自品

牌的个性化表达。外包装主题性字体见图 4（图 4a

为笔者拍摄，图 4b 为笔者自绘），将市场上两种不

同品牌的千两茶包装在主题性字体上进行比较研

究：怡清源在主体字的选择上采用隶书变体，既具

有一般隶书不偏不倚、刚柔并济的工整之美，又区

别于普通隶书的字体风格，加深视觉记忆，同时与

怡清源“怡情养性，陶冶情操”的品牌理念一脉相 

 

a                  b 
图 4  外包装主题性字体 

Fig.4 Outer packaging thematic typefaces 

图 2  千两茶内包装茶号  

Fig.2 Interior packaging tea cate-
gories of Qianliang tea 

图 3  千两茶外包装实例
Fig.3 Outer packaging 

examples of Qianliang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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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而高马二溪的“千两茶”则选取行书进行诠释，

行书既有楷书的端正又兼具草书的洒脱，在易于辨

别的基础上极具深邃的文化属性，符合高马二溪作

为“皇家茶园”的品牌定位，也给该品牌增添了沉

淀的历史感和文化感。   

2.5  图形特征 

包装设计中的图形表达需要考虑其能否准确传

达商品信息，加强独特的视觉感受[8]。通过市场调研

发现，大多数千两茶包装上的图形趋向于地域性，

主要分为标志形象和装饰形象。 

1）标志形象。作为最常见的视觉形象，标志既

是商品形象宣传的需要，又是市场规范化的产物。

一般而言，千两茶包装的标志图案多采用简洁概括

的样式，这有利于营造幽静脱俗的茶香意境，也符

合朴素大方的东方美学。以道然茶叶千两茶包装中

的标志为例：以一芽一叶、八卦、祥云、青花瓷盖

碗为题材元素，通过设计师的巧妙结合生成“道”。

笔者拍摄的“道”标志概念生成见图 5。道，既为该

茶叶品牌点题，又浓缩了制茶者道法自然的制茶理

念和品茶者怡然自得的饮茶之道。同时在图形设计

上，提取千两茶技艺传人的形象为原型，通过版画

的方式辅以表现，突出千两茶的技艺价值，也增强

品牌的标示记忆。 

 

图 5  “道”标志概念生成  

Fig.5 Concept of "Tao" sign 

2）装饰形象。根据品牌特点，利用相关的抽象

图形或装饰图案来增强商品外观的形式感，使包装

形象具备个性。在千两茶包装的装饰图形中，设计

师善于提取安化传统民间图案作为包装的点缀要

素，不仅丰富包装的视觉体验，而且使之成为传播

地域文化的一个窗口，有效地突出千两茶包装的文

化特征和地域属性。笔者拍摄的水波纹元素提取见

图 6，在千两茶的包装设计中采用水波纹，通过二方

连续的表现方式形成连续动态的视觉效果。水波纹 

 

图 6  水波纹元素提取  

Fig.6 Element extraction of water wave pattern 

既是传统基础纹样的提取利用，又是对安化资江水

域的暗示，象征着茶叶产地的优质环境。 

3  千两茶包装视觉元素对茶类包装设计的启示 

首先，安化地区千两茶包装的整体设计和各局

部要素之间具有协调的统一性。其包装在表达品牌

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整体效果上，注重让包装各

局部融入统一的设计当中，即传统自然的材料，清

新雅致的色彩，笔直简洁的造型，工整敦厚的字体，

质朴简练的图形，无一不契合千两茶产品的形象特

征，包装的每一个细节要素都渗透着朴素生态的设

计理念。同时，千两茶包装的各视觉要素之间具有

一定的关联性，如图形的显隐依附于色彩的表达，

而色彩的搭配又兼具图形的寓意。各个局部要素互

相影响并构成包装的整体形象，给消费者留下深刻

的视觉印象[9]。 

其次，千两茶包装的实用功能和审美价值是密

不可分的。其包装成型是基于安化当地制茶者长年

累月的实践经验，即内包装采用蓼叶、棕片等原生

态材料取代工业原料和添加剂，实现茶叶固定、防

潮、隔绝异味等实用功能，且符合千两茶长期保存

的透气性要求，在回归自然的基础上满足茶叶愈久

弥香的保存性能和收藏价值[10]。同时包装的视觉元

素与艺术的基本法则有机融合，并注入安化地域文

化和传统装饰符号，从而提高千两茶包装的审美格

调，突出该品牌含蓄淳朴的视觉形象特征，以契合

人们的情感诉求。朴实生态的视觉审美与制茶者的

实用初衷相得益彰，体现出千两茶包装实用价值与

审美价值的完美结合，具有重要的实际作用。 

再次，千两茶包装设计重心从物质设计转向精神

设计，实现物质载体和精神文化的相互融合。在现代

商品竞争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开始把物品和事物看成

一种文化和认识过程，精神文化性的软消费已经成为

现代消费的一种趋势。千两茶的包装作为物质载体，

包装中凝练蕴藉的视觉设计手法暗合生产者道法自然

的制茶理念，售茶者现代与生态的经营思想以及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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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淡泊悠然的品茶心境，让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余获

得一种赏心悦目的精神文化体验，以提高千两茶的产

品附加值，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 

4  结语 

在机械逐步取代手工的现代社会，由于劳动力

成本提高和加工技能难度大等诸多因素，安化地区

千两茶包装的制作工艺也曾面临技艺失传的危险境

地。但自 2008 年安化千两茶制作技艺纳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千两茶包装及其技艺又逐

渐焕发新的生机。千两茶包装的功能价值不仅在于

让茶叶品质得以保存，而且借助其材料、色彩、造

型等视觉元素传递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内涵，以满

足受众求新求变的体验需求和消费心理，从而激发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现包装整体与局部、实用与

审美、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结合，并对其他茶类包装

的设计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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