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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造型语义看川酒酒瓶设计 

罗彬菲，黄静，张玉萍 
（西华大学，成都 610039） 

摘要：目的 针对古代酒具和川酒酒瓶造型案例进行设计分析，挖掘造型中所蕴涵的语义情境和情感态
度等关系。方法 对古代酒具及川酒酒瓶造型中的语义表现形式进行梳理分析，提出酒瓶造型设计新趋
势，即以生态景观“竹”为对象，对川酒酒瓶进行探索性的创新设计。结论 酒瓶造型语义是多种元素
的综合体现，设计师应从理性思维出发，正确处理好造型语义与精神文化内涵的共生关系，达到建设
川酒品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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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 Liquor Bottle Design from Modeling Semantically 

LUO Bin-fei, HUANG Jing, ZHANG Yu-ping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For the ancient wine and Sichuan liquor shape case design analysis, mining modeling inherent in the semantic 

context, attitudes and other relations. Ancient wine and Sichuan Baijiu(liquor) in the shape of semantic analysis to sort out forms, 

make new bottle design trends; ecological landscape "Bamboo" for the object, and liquor bottles were explored Innovative de-

sign. Bottle semantic modeling is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the designer should depart rational thinking, 

correctly handle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mantic modeling and spiritual cultur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Sichuan liquor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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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具制造工艺伴随着酿酒业的发展逐渐提高，各种

造型独特的酒具应运而生。酒具因其蕴涵了不同的地域

文化历史，成为酒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历来

对生活器具的品质要求很高，讲究美食美器，也非常重

视酒具所传达的文化意蕴[1]。语义丰富的酒瓶造型既能

让人们得到视觉与精神层面的多重享受，又能增加消费

者的好感，同时还能有效提升品牌形象，这就要求现代

酒瓶设计应具有一定的象征性造型语义。 

1  造型语义及影响古代酒具语义的因素 

造型语义是研究产品语言意义的学问，通过研

究人造物形态在使用情境中的象征特性，使所设计

的产品造型具有特定的内涵[2]。产品外在明确的或有

象征性的视觉造型设计传达隐喻了产品语义，唤起

了人们的情感联想，增加了使用者对产品的理解。 

不同时期的酒具结合当时的文化特征并融入艺

术趣味，产生了具有独特意义的形态。正如乔治·尼

尔森所说：“器物是文化遗留在它专属时空中的痕

迹。”古代酒具的造型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隐含的语

义与意义不尽相同，当时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观也有

所体现，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1  以文化元素为造型语义 

“礼”与“文”两大文化形态是中国酒文化精神内

涵的核心体现。俗话说“酒以成礼”，酒是祭祀时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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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品之一，祭祀的典礼属“吉礼”，被列为“六礼”

之首。我国考古发掘出的礼器种类繁多，其中酒器

的分类极为精细，仅祭祀用的酒器就有尊、斝、卣，

觯、角等。酒尊的主要用途是盛放过滤后专供祭祀

用的不同酒，而四时之祭尊型又有所不同，尊之器

形常为鸟兽形尊，由于奴隶主阶级对祭奠礼节的重

视，故形态刻画生动逼真、细致入微[3]。 

酒与诗词文字的不解之缘已是众所周知。中国

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 305 首诗，而有

关酒的诗就占 50 余首。诗的雅韵和中国传统酒文化

的有机结合形成了诗酒文化，酒具将花鸟草木或文

字题诗等具有文人情怀的装饰元素融入其中，人们

不仅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而且还感受了自由恬淡

的情趣。隋唐酒器春字诗执壶见图 1，其腹体有五言

诗，用春水与酒相比，使酒具赋有了浓厚的文化气

质，这说明酒具在当时已经上升到了文化层面。 

1.2  以吉祥文化为造型语义 

中国的吉祥图案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审美意

识，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吉祥文化，如梅兰竹菊

和人们熟悉的十二生肖。人们将传达吉祥寓意的图

案形象融合到酒瓶造型中，酒也被寄予了浓浓的祝

福之意。麒麟是古代汉族神话中的传统瑞兽，深受

中国人的喜爱。自青铜文化兴起后，麒麟形象便以

各种形式展现出来。麒麟温酒器见图 2，其构造独特、

情趣生动，是古代巴蜀文明的结晶。麒麟形象与酒

器的结合使人们在饮酒时产生了美好祥瑞的联想，

它充分说明了古人饮酒时讲究酒器赋有的丰富寓

意，是酒器与吉祥文化的完美结合。 

1.3  以反映尊卑思想为造型语义 

中国古代社会中，封建等级制度对礼器的影响

颇大。青铜酒器作为礼器，成为社会等级名分制度

的重要标志[4]。《礼记·礼器》有云：“贵者献以爵，贱

者献以散。”爵作为一等酒器，是贵族阶层使用的器

皿。古代等级森严的制度不光体现在造型多样的爵

器上，不同形态的纹饰中也可看出区别。子工万爵

见图 3 腹上刻兽面纹，鋬内有铭文“子工万”。“子”

在古时为爵称，是贵族男子的称谓；“工”代表负责管

理的工匠；“万”是族徽。此铭文表明“万”这个氏族是

担任管理工匠之职的贵族[5]。王公贵族们使用的酒器

因尊卑有别而有严苛的规定与区别，不同的造型表

达了不同的寓意，而饮酒者身份的高低也得以显示。 

       
                         

  

 

图 3  子工万爵 

Fig.3 Zigongwan nobility 

2  川酒酒瓶造型的特征及语义内涵  

四川素有酒乡之称，川酒因质量优良、声名显

著而成为巴蜀文化中的瑰宝。早在 2100 多年前，古

临邛就有了“文君当庐,相如涤器”的千古佳话。1989

年，在全国评酒会评出的 17 种全国名酒中，四川酒

就占了 6 种之多。川酒“六朵金花”造型特征分析件表

1，对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沱牌曲酒、全兴大

曲、剑南春的造型特征进行了简要分析。 

2.1  巴蜀文化在川酒酒瓶造型中的体现 

川酒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巴蜀文

化中物质与精神瑰宝的积淀[6]。将川酒作为巴蜀文化的

载体，不仅能有效地加深消费者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和

认识，而且还能使消费者自然地融入到酒与传统文化

的魅力中。五粮液的一个系列三国酒见图 4，其瓶盖采

用古国时剑柄的造型并加以提炼，瓶身通过对古剑剑

鞘夸张变异的描摹，巧妙地将酒瓶设计出了古剑威严、

伶俐的神态，好似千年的三国文化也生动地浮现了出

来。三国酒运用了消费者容易辨识和理解的巴蜀视觉

符号，烘托出了巴蜀意境，不仅丰富了巴蜀文化资源，

而且对巴蜀文化进行了传承和发展。 

2.2  语境情趣在川酒酒瓶造型中的体现 

人们常常寄情于酒，用酒表达自己内心的喜庆

和欢愉之情，而酒瓶作为包装是最直接能传递这些

图 2 麒麟温酒器
Fig.2 Kirin drinking vessel

 

图 1  春字诗执壶 

Fig.1 Ewer with a poem about 
the spring wr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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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川酒“六朵金花”造型特征分析 
Tab.1 Sichuan liquor "Six golden flower" shape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造型特征 形式 经典酒具 

体现巴蜀文化 提炼巴蜀符号、纹样，或直接将巴蜀图画表现在瓶体 

 

体现语境情趣 
多以吉祥祝福的纹样如“囍”与抽象化象征性意境（如君

临天下的阶梯造型） 

   

体现科学性创

新设计 
运用新的工艺技术或环保绿色材质 

    

体现自然景观 提取自然景观元素，如：梅、兰、竹、菊等 

 

其他 
抽象造型（以形式美为原则，没有在酒瓶上赋予更多的

语义），动物造型 

 
总结 川酒酒瓶造型多样、语义丰富，但体现科学性创新与体现地域特色景观这两方面的酒瓶设计目前比较少

  

图 4  三国酒 

Fig.4 Liquor of Three Kingdoms 

信息的视觉形式。《周易》里提到“立象以尽言”，这

说明产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语言表达的功能。使用

正确的设计语言能够准确地表达设计的意图和含

义，能让设计者与使用者互[7]。国窖 1573·国礼见图

5 运用了中国传统吉祥物红灯笼作为酒瓶的造型设

计，红瓷瓶身上印有寓意吉祥富贵的花纹，显得十

分富丽华贵与至高尊崇。 这样的设计以特有的艺术

魅力激发了人们内心积极热烈的情感反响，仿佛能

感受到酒瓶传递的浓浓情意。 

 
图 5  国窖 1573·国礼  

Fig.5 Liquor of Guojiao1573 

2.3  科学性创新设计在川酒酒瓶造型中的体现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是生活方式和生活理

想的表达，同时，设计也反映了技术与工艺的发展。

现如今去繁从简的环保设计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酒瓶造型也开始从语义的角度加入绿色元素并兼顾

到审美需求。许燎源先生自创的白酒品牌无一物见

图 6，取自六祖《坛经》，其整体造型清秀隽美、宛

若水晶，瓶身上的山水纹理尽显意境，并运用烫镭

射银的技术将许氏书法印做品牌文字，瓶身为玻璃

喷涂的珠光黑色瓶。许先生设计的这一系列酒瓶体

现了极具韵味的东方主义，将酒瓶自身最原始的形

式展示于消费者面前，由简约走向极致，使环保理

念和极简主义观也得以充分展现。 

2.4  生态景观在川酒酒瓶造型中的体现 

四川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各区域景观的特色风

貌为川酒酒瓶的设计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灵感。蜀南

竹海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素有“竹之海洋”、“绿竹公

园”等美名，宜宾竹海酒业公司通过自身地域优势，

将竹这一生态景观作为酒瓶设计的亮点，研发出了

融竹海旅游文化、酒文化和竹文化于一体的生态白

酒。竹海和谐印象见图 7，它提取了竹的色彩，将蜀

南竹海郁郁青葱的特点表现了出来。酒瓶造型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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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四川特色生态元素，不仅将景点进行了多视角

的宣传，而且将绿色生态理念植入了其中。 

3  酒瓶造型新趋势及生态景观“竹”在川酒 

   酒瓶造型中的设计解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酒文化的感悟越来越

深，造型单调乏味的酒瓶已不能更好地呼应饮酒者

多方位的情感诉求。酒瓶造型通过融入语义，可使

功能和情感更富内涵，从而增加酒瓶的可用性、情

感性和文化性[8]。川酒酒瓶造型需要针对所追求的特

定语义来进行设计，其造型、色彩、纹样的整体塑

造要使消费者能理解和解读。能够展现出特色文化

的酒瓶已成为消费者在选择中的一大优势，怎样从

新的角度去探索和挖掘人们对酒瓶设计的需求以及

如何在酒瓶造型语义中满足消费者不同的审美情

趣，成为了川酒酒瓶造型设计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3.1  酒瓶造型“文化创意+” 

酒瓶造型“文化创意+”的核心是赋予酒瓶文化内

涵、文化属性、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将酒瓶植入

文化基因并进行创新性设计。“文化创意+”理念的兴

起使文化创意与酒瓶造型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设计

中融入了更多的文化热点与生活哲学，例如四川沱

牌“舍得”酒系列，“舍得”二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

道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智慧，

其酒瓶造型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方正对称的形

式美感，显得稳重大气，古朴的色彩与字体图案的

配合营造出了一种文化酒的氛围。随着国民素质的

普遍提高，消费者对文化味的包装追求日益提高，

川酒酒瓶造型应更注重文化附加值的开发，然而有

一点必须注意，即造型不能只满足于传统文化符号

的套用，而应该结合对文化的理解进行创新设计。 

3.2  酒瓶造型的适正设计 

适正设计的理念是对酒瓶造型的理性追求，而今

后的酒瓶造型也会往更协调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在

绿色环保浪潮的推动下，回归自然健康、生态可循环

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酒瓶包装造型也在大环境下向着

轻量化的方向迈进。设计之初，可在基本造型上优化

结构，减去累赘多余的装饰附属品使其一体化，这样

可避免过度包装、可降低企业的生产与运输成本。对

于外包装而言，可更多地采用环保型便携式纸盒，这

样不仅能节约占用空间，而且纸质材料也可循环利用，

能从源头上减少包装废弃物，更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

境。另外，酒包装上还应该增加一些人性化的提示语，

比如“请远离年幼儿童”、“请勿饮酒过度”等，这将使酒

瓶包装显得更加规范。 

3.3  以“竹”为语义在川酒酒瓶造型中的设计解析 

目前体现四川地域特色景观和科学性创新的酒

瓶设计在市场上相对较少，如能在设计中更多地将

生态元素与语义进行有机结合，那么酒瓶所呈现出

的语境会具有更丰富的层次。笔者在设计中采用竹

的造型，一是体现了四川特色自然景观蜀南竹海，

二是因为竹的自然形态挺拔，象征着君子的形象。

设计稿“祝酒”见图 8，它寓意以酒助兴以及希望君子

之交能长长久久。酒瓶的设计遵循了 4R 原则，其上

半部分构成材料采用环保仿生材质，瓶身利用玻璃

的可塑性将圆润流畅的曲线造型表现出来。多重语

义的交融让造型更具文化性，不仅将蜀南竹海的特

色景观体现在酒瓶上，而且带给消费者一种清爽的

视觉感官，还使酒瓶展现出了一种原生态的意境，

使环保绿色的理念也得以传递。 

 
图 8  祝酒 

Fig.8 Blessings 

4  结语 

酒瓶设计应该包含浓厚的人文生态信息[9]，人文

图 7  竹海和谐印象 

Fig.7 Bamboo Harmony im-
pression 

图 6  无一物 

Fig.6 Liquor of Wuy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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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满足[10]，因此，川酒酒瓶设计应掌握语义

学、艺术学、消费心理学等相关概念和理论，从消

费者—消费环境—产品定位—语义特征—造型表现

的理性思维出发，在充分了解目标消费群体语义认

知程度和情感诉求的基础上，设计师应依据品牌、

市场和造型设计趋势[11]，通过造型语义来表达品牌。

未来川酒酒瓶设计应更多地注入生态文化与创新文

化，酒瓶的材质、肌理、文字以及外包装等元素都

应加以整体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使酒瓶造型成为传

递某种语义的无言手段。造型语义不仅能有效提升

品牌品质、反映川酒的内涵文化，而且还能增加消

费者对品牌的理解和偏爱并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感

性印象，这在现代酒类的市场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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