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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现代包装艺术的发展之路。方法 在古建筑装饰元素的基础上，探究中国古典建筑

装饰元素在现代包装艺术中的表现方法和应用形式。结论 包装行业的发展和成熟使人们意识到本

土化包装设计的重要性，彰显独特的民族特色才是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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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ackaging ar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ancient archi-

tectural elements, this articleit explores the Chinese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n modern packaging art performanc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form.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real life examples, special emphasis is laid on the new 

concept of design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packaging, with an effort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ackaging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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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装艺术是艺术与科学、文化与技术的结

合，从宏观角度看，其实也属于文化范畴。可以说，

无论哪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文化心理、思维方

式、审美观念等），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现代艺

术设计。现代包装艺术的根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在多元化的设计思想和文化意识的思想模式下，中

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在包装艺术中也有了独特的

规律[1]。包装行业的发展和成熟使人们开始意识到

本土化包装设计的重要性，彰显独特的民族特色才

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1  中国古建筑装饰元素分析 

古典建筑装饰元素能美化建筑空间和建筑，其独

具特色的装饰语言能满足人们审美的审美需要，能渲

染建筑气氛，能加强建筑物的存在感，同时这些表现

手法也造就了中国古典建筑独有的外观特征。 

1.1  古典建筑装饰元素的题材 

在建筑学中，装饰是一种实用性的艺术语言。

装饰不是一个简单的表面，而是一种统一的审美创

作。建筑通过装饰来美化建筑，人们通过装饰来感

受建筑的精神。中国古典建筑通常通过有魅力的装

饰来展现，例如宫廷、园林建筑的雕梁画栋。如果

没有这些特殊建筑构件与装饰艺术手法，建筑将黯

淡无色。装饰元素能反映人们的思想，地域风俗作

为一种特定的符号美学和语言可以用来传递信息，

是一种特定的审美形式。 

中国古代建筑师创造了大量的建筑杰作，创造

了许多令人惊奇的宫殿、陵墓、庙宇和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建筑是世界知名的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

国古典建筑装饰设计的文化史不难发现：秦、汉的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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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和唐帝国的盛世还有阿房宫的凄凉，苏州

园林的清新脱俗和紫禁城的雄伟壮丽，这些丰富、

精巧、惊艳的建筑装饰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伟大。 

古典建筑装饰不但元素众多，而且题材也多种

多样。常规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有彩绘、雕饰、

造型装饰构件等，它们大都取材于大自然、民间故

事或神话传说。古典建筑物的装饰原则与显著特征

是以吉祥富贵或驱灾避难的元素为主题来进行创

作，与大自然中代表美好意向的花鸟鱼虫、飞禽走

兽来表达对自然界的向往与亲近。例如象征吉祥的

大象图案和代表福禄寿喜的鹿图案。传统民间艺人

创造的词汇比如三阳开泰、金玉满堂、松鹤长春等

也常在建筑装饰中出现[2]。 

1.2  古典建筑装饰元素的表现形式 

大家常用雕梁画栋来形容中国古典建筑装饰

的精美。中国古代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古典建筑

装饰主要通过彩绘和雕饰等装饰手法来实现，装饰

对象主要有屋檐、门窗、栏杆、瓦片、天棚等，装

饰部位集中于屋脊、檐角、藻井、天花、梁架、斗

拱、台基等建筑结构的连接处或框架处，具有典型

的民族特色。与西方古典建筑相比，中国古典建筑

装饰从概念到具体技术都有自己的理解，表现形式

也十分多样化，并深入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 

古典建筑的彩绘装饰见图 1，彩绘的颜色表达

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富多彩的世界的追求，并表

现出了建筑装饰图案的性能，另外涂于门窗和斗拱

等建筑组件的彩绘还能延长房屋构件的使用寿命。 

 

图 1  古典建筑的彩绘装饰 
Fig.1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painting decoration 

雕饰讲究的是虚实处理、层次节奏合理、画面

构图平衡和整个建筑的和谐统一。如果雕饰是独一

无二的，它可以表达某种象征性欲望，且兼顾功能

与审美价值。它包括木雕和石雕。古典民居中的木

雕见图 2，鄂东古宅中的石雕见图 3，用木雕来表

达建筑的特殊性和独特的审美意境。雕饰在椽、檩、

梁、柱木上代表着一种优雅的艺术风格。台阶和大

门的石雕能渲染出一种庄严、高雅的环境氛围，通

过雕刻一些动物和自然景观的方式来表达设计师

的祝福、增强艺术表现力[3]。例如莲花、兰花、鲤

鱼、鹤形等装饰元素都代表着美好的祝愿。 

 

图 2  古典民居中的木雕 
Fig.2 Wood carvings in classical dwellings 

 

图 3  鄂东古宅中的石雕 
Fig.3 Stone carving in ancient house 

丰富的建筑装饰构件包括独具特色的台基、变

化多样的屋顶、美丽的藻井、特色的瓦当等。台基

有勾栏型、复合型、须弥座型等多种多样的形式；

屋顶有硬山顶和悬山顶；美丽的藻井见图 4；独具

特色的瓦当见图 5，这些都能产生和谐美，都是作

为一个整体来呈现的。 

 

图 4  美丽的藻井 
Fig.4 The beauty of the caisson 

 

图 5  独具特色的瓦当 
Fig.5 Unique eave tile 



第 37 卷  第 22 期 李继侠：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在包装艺术中的应用 183 

 

当然，不仅是这些，其他未涉及到的建筑装饰

也有丰富的艺术文化内涵。为了满足人们新的审美

要求，需要设计师设计出更具生命力和意义的艺术

作品。华丽精美的装饰元素和有层次美感的个性艺

术造型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视觉冲击力，能

体现人文特征，能为现代包装艺术提供很好的、可

引用或变化的素材[4]。 

2  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在现代包装艺术

中的表现方法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今社会的人们思维活跃，

思路设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人们应传承精华，

将不符合现代化的装饰元素进行创新，在包装艺术

中借鉴古典装饰元素这种实用造型艺术，根据需要

在总结和精炼处理后进行再设计。 

2.1  直接引用 

图案优美的古典传统建筑元素能满足现代人

们的美学需求，可以直接借鉴，或从外形轮廓和内

部装饰中尽可能地再现建筑元素，对古典建筑形式

中相对具体的元素在包装中进行象形模仿。根据商

品包装功能需求对结构进行的再设计可以保持古

典装饰元素原有的文化特征和造型特征，例如岭南

园林中的透花窗见图 6。直接引用在茶叶、酒类、

特色食品类包装设计中最常用，但在其引用过程中

还需注意到区域特色，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美学，

设计师需结合地方特色来实现功能与装饰目标[5]。

在包装设计中巧妙地利用建筑装饰元素符号并结

合现代艺术，有利于古典传统建筑符号价值元素的

升华。 

 

图 6  岭南园林中的透花窗 
Fig.6 Floral windows in Lingnan Garden 

2.2  抽象变异 

抽象变异是对直接引用的一种延续。在古典装

饰元素上的抽象变异是包装的传承与重生。抽象变

异主要通过改变传统图样，将其进行放大夸张等处

理，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原始装饰元素，

增添了魅力与装饰美[6]。中国古典装饰元素种类繁

多，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例如从平面图形元素到三

维造型元素，从自然材料元素到人工处理元素，从

单一颜色的象征元素到丰富多彩的符号元素等。人

们应将多样化的元素进行总结归纳概括，然后运用

到现代包装设计中。 

在设计实践中应传达出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文

化底蕴。包装艺术是传统装饰符号的真实表达。如

果你设计了抽象的情感表达，就不能单单地罗列建

筑装饰元素图片或摄影插图，而需要利用抽象变异

手法在包装中创建一种意象氛围。此类设计更关注

包装的结构，更注重让建筑元素装饰造型符合包装

造型。 

3  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在现代包装艺术

中的应用  

古典建筑装饰元素的特性决定了其在现代设

计中可以实现的艺术效果。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是

现代包装设计中常用的方法组合。它能增加古典建

筑装饰元素的抽象性，使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韵味充

分地体现在设计作品中。 

3.1  彩绘和雕饰等装饰元素在包装艺术中的应用 

包装艺术包括色彩装饰、文字装饰和图案装饰

等内容，需要把握好构图关系与整体的和谐。包装

不但具有实用性，而且还是设计艺术的良好载体。

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确定商品包装的主色调、明

确商品的用途和功能后再进行相应的文字和图案

的艺术处理。 

颜色是人们对商品第一印象，包装设计中的色

彩对比关系很难把握。古典建筑装饰元素中常用的

颜色优雅美丽，这些颜色搭配被多次验证，在色彩

关系上也近乎完美。人们可以借鉴这些颜色搭配，

用其来体现产品的质量和商品的文化内涵，同时还

能对商品起到宣传及衬托的作用[7]。 

文字装饰在现代包装艺术中也很常见。例如徽

府酒的包装中运用了古代书法艺术和徽州篆刻，整

体风格古朴典雅。这些文字符号元素的提炼应用都

体现了徽州的文化特色。 

在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的装饰图案中，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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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图案都饱含艺术价值和情感内涵，可以直接植

入到包装艺术中去。譬如古典门窗中千变万化的花

纹式样装饰；喜、福、寿等寓意图案；藻井雕饰常

见的几何花纹、动植物花纹、水纹纹样等；古典园

林游廊透花窗中的梅兰竹菊花叶纹样。茶叶包装套

装见图 7，它充分体现了古典水墨的运用与中国茶

文化的渊远流长。茶包装的外观简约古朴，在图案

上巧妙地利用了古典建筑装饰元素，与文字相互呼

应形成了实用包装，整体简洁大方，体现了浓厚的

传统文化。 

 

    图 7  茶叶包装套装 
   Fig.7 Tea packing set 

另外还要考虑整体构图技巧。古典建筑装饰元

素的彩绘及雕饰装饰图案中的构图关系是多种多

样的。色彩、图案与构图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

色彩、图案是基础，构图是设计过程的终极目标，

不但要合理地运用技巧，而且还要强调视觉效果。

中国古典建筑装饰中的民居建筑强调简约、历史与

文化本质，宫廷类则以奢华、财富和庄重为主，私

家园林建筑则追求高雅、安静和舒适，因此人们在

借鉴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元素时也要考虑该商品包

装的性能与消费人群的特征，在宏观上把握色彩对

比度、文字协调度、图案疏密度及构图层次关系[8]。

对于新型包装艺术设计，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好的

包装设计不仅要传达商品信息，而且在设计上还应

新颖、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民族风格。 

3.2  建筑装饰构件元素在包装艺术中的应用 

古典建筑装饰元素众多，建筑装饰构件类型也

多种多样。现代包装耦合艺术美和产品功能。由于

一件商品构件的体积、长短对比、主体层次关系与

商品本身各个构成部分均需整体协调，因此可将古

典建筑装饰元素应用到包装艺术中，以确保在呈现

包装特色时和谐统一。 

古典建筑本身是三维的，是与包装内部空间结

构一致的。包装容器本身就是一个能反映古典建筑

装饰节奏和秩序美的载体，能使人们融入生活。具

有文化气息的文创商品或商业食品包装也可以借

助古典建筑装饰元素来实现其独特的造型表现。 

中国古典建筑外观最鲜明的特征是屋顶、屋身

和台基 3 部分，这是由建筑特点、结构与艺术的完

美结合决定的，各种形式既变化又统一，通过细节

的变化来彰显文化品味、提高商品附加值。设计的

创意使包装设计成为艺术作品，呈现出民族元素的

特征和文化情节。 

例如高炉家酒包装套装见图 8，马头墙是徽派

建筑的代表，它的整体设计概念体现了安徽建筑的

文化精华，它的造型上包含的细节装饰简直是徽派

建筑装饰形式的缩影。再来看看喜字婚礼糖盒包装

见图 9，其外包装借用了传统建筑常见的“喜”型花

窗，从包装形态上表达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空间品质

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好的包装设计作品中，人们

不难看出：在立体设计中，古典建筑装饰元素的使

用日趋成熟[9]。人们应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推进

中国传统建筑语言的发展，设计出独具魅力的包装

作品，优化现代包装艺术。 

 

图 8  高炉家酒包装套装 
Fig.8 Blast furnace home wine package set 

 

图 9  喜字婚礼糖盒包装 
Fig.9 Wedding candy box packaging 

4  结语 

现代包装设计已接入国际化轨道，世界对中国

的包装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代包装艺术的根

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包装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就

是制造一种人性化、美好的、有创意的文化品位作

品。古典建筑装饰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

化底蕴，能为当代艺术设计所用。人们应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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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现代包装设计注入鲜活的生命力，创建新的设

计概念，开发高端形式的本土化包装，形成具有鲜

明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包装设计文化[10]。 

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不仅增强了产品包装的

识别性，而且还展现了特有的文化吸引力和民族魅

力。如果将传统设计运用得当，并注入丰富、独特

的建筑装饰元素，能为包装艺术注入生命力，既能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又能增加人们对产品外包装的

眷念之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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