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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广府民间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为本土包装设计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分析

广府民间艺术的现状和文化特质，将广府民间艺术与包装设计融合，结合案例探究广府民间艺术在包装

设计中的应用方法。结论 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融入广府传统民间艺术元素，可提升包装的文化内涵，创

建具有本土民族文化特色的品牌，广府民间艺术通过包装设计这一载体也得到传承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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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local packaging design, the application of Cantonese folk arts 

in packaging design is studied. By analyz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antonese folk arts, as well as sig-

nificance which the Cantonese folk arts fuses with packaging design, combined with case studies method, the application meth-

ods of Cantonese folk arts in packaging design are explor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antonese folk arts elements and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can enhance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package and create many loc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rands. At the same time, Cantonese folk arts can also be inherited and promoted by the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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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民间

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大瑰宝，民间艺术与包装设

计相融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包装创意产业是

一个机遇。如何对传统的、民族的民间艺术与包装设

计进行融合创新，包装创意产业如何汲取民间艺术精

华以进一步发展，是值得探究的课题。本文对广府民

间艺术以及包装设计的发展进行研究。对广府民间艺

术善加发掘，融入包装设计中创新利用，可在传承广

府民间艺术、宣扬广府民俗传统文化的同时，产生具

本土民族文化特色的品牌包装效应。 

1  广府民间艺术概述 

1.1  现状 

学术界一般普遍认为，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

的广府民系地区，广府文化的特征和内涵也主要体现

于此[1]。广州有着 2200 多年历史，历来是广东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各个文化领域都逐渐发展出鲜明

的个性，广府文化也在岭南三大文化——客家文化、

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中占有优越的地位。 

广府民间艺术种类繁多，有广州“三雕一彩一

绣”——牙雕、玉雕、木雕、广彩及广绣；有砖雕、

佛山剪纸、灰塑、飘色、醒狮……但是，很多曾辉煌

一时的民间艺术，近年来却走向落寞，传统工艺日渐

凋零，甚至无人问津。传统工艺的传承成为民间艺人

心头难言的痛。如四代从事广绣的许炽光，后人却不

再从事广绣行业。广绣大师陈少芳的后人，也是在其

劝说下才开始从事此行业[2]。这是广绣的境况，广府

其他民间艺术也面临困境。 

源远流长的广府民间艺术是一座丰富的艺术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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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时代变迁，人们的审美要求、社会需求均有不同

的变化。要使其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整合和创新。 

1.2  广府民间艺术的文化特质 

广府文化不断受到中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具有重商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等文化特质的

民间艺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独特的艺术风貌。 

1.2.1  重商务实 

广府地区长期作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普遍形成

了重商精神。广府民间艺术因而具有重商务实的文化

特质，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商品化生产、重视市

场需求的特点，这些亦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 

为了吸引人，促进商品销售，广府民间艺术尤喜

直观写实的艺术手法、鲜艳丰富的色彩，较少抽象的

概念和思辨，追求趣味性、情节性，注重表达富贵吉

祥等寓意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们技艺独特、形象传神，

虽材质不一，但都常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花、鸟、虫、

鱼、山、水、岭南瓜果及粤剧故事、民间传说等为题

材，构图饱满，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广府风俗

文化，具浓郁的地方特色。如广绣、广彩等借鉴西方

油画的写实性手法，使造型和色彩逼真自然，给予观

者直观的视觉感受。出于商业目的，广府民间艺术的

内容较多关注现实生活，富有生活气息、感情真挚自

然，这种重商务实的文化特质促使广府民间艺术在商

品市场上更受欢迎、更为繁荣兴旺。 

1.2.2  创新 

重商精神也促使广府民间艺术在材料、工艺、

题材、形式上迎合不同人群的爱好需要，不断创造、

超越传统，表现出创新的文化特质。其中有不少技

艺是全国罕见甚至独创的。如透空雕刻，运用高难

度透空技艺，在一定形态物体内再雕琢出一件或数

件内藏物 [1]。采用这种镂空雕技艺的广州象牙球雕

刻、玉雕、木雕等民间艺术，给人以极大的吸引力。 

佛山剪纸艺人乐于研究材料、工艺，以适应市场不

同需求，创造了形式多样的剪纸艺术。除具有各地区剪

纸的共同特色外，还施以凿、衬、印、手绘等技法，其

中铜凿剪纸、铜写剪纸、铜衬剪纸为佛山独创。从寓意

吉祥的金玉满堂、喜鹊登梅等题材，到现今紧随时代的

内容，显示出佛山剪纸在作品题材、形式上的积极创新。

如广州花园酒店中的壁画“金陵十二钗”（见图 1），将

剪刻手法同现代建筑装饰艺术相结合，变成了集环境装

饰、艺术欣赏为一体的工艺品[3]。 

 

图 1  壁画“金陵十二钗” 
Fig.1 The mural: "Twelve beauties" 

1.2.3  开放包容 

广府人以一种广收博采的包容胸怀，吸收国内外

文化元素，使民间艺术呈现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广 府 民 系 在 岭 南 三 大 民 系 中 是 最 为 开 放 兼 容

的，乐于将传统的、民族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新事物

相融合。广彩是广府民间艺术中中西合璧的代表，

民间艺人继承明代彩瓷的艺术特点，借鉴西画写实

手法，描绘具岭南风貌的图案，形成具岭南特色的

艺术风格。当下广彩艺人有些接受过美院的专业学

习，更是从油画的色彩运用中吸取灵感，在原来广

彩传统颜色的基础上加入西洋彩和粉彩，色彩更显

绚丽丰富（见图 2）。 

 

图 2  翟惠玲广彩作品 
Fig.2 ZHAI Hui-ling Cantonese coloring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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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府民间艺术与包装设计的融合创新 

2.1  广府民间艺术在包装设计中应用的意义 

广府民间艺术可通过商品包装这一载体发展出

新的生存形态，焕发新的魅力，有利于传承本土优

秀传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府民间艺术

和我国很多“非遗”的命运相同，很多正处于或后

继无人、或濒临消失的困境。广州的牙雕、广绣、

玉雕和广彩、佛山剪纸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但除了政府的倡导与保护，若能让民间艺术

与现代视觉设计相融合创新，向文化创意产业转型

和升级，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则能使民间艺术呈

现当代的新型生存形态，其中包装设计是很好的载

体。在包装设计中对民间艺术元素的挖掘与保留，

能让人们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为今天的物质和精

神文明服务。 

广府民间艺术与包装设计相融合创新，可使本土

包装反映广府民俗文化风情，有助于建立岭南地域特

色品牌，产生本土民族文化特色的品牌包装效应，增

强市场竞争力。也为如何继承民族传统文化、拓展我

国当代平面设计语汇提供有益的启示。 

2.2  广府民间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广府民间艺术重商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等文化

特质，所形成的鲜明地域特色、独特的艺术风貌对包

装设计的创新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2.2.1  传统图案的运用 

要不断从民间艺术的传统图案中寻求适合的、优

秀的元素，使包装设计既有传统韵味，又能推陈出新，

既饱含浓厚的南国特色，又具现代时尚气息。 

1）图案化繁为简。传统图案的演变历经数千年

的历程，积淀出民间的智慧、精神，在不对传统图案

纹样的意境有损的基础上进行借鉴时，要积极思考，

吸取其精华，扬弃矫饰的部分，将图案纹样简化、抽

象处理，实现传统神韵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使图

案纹样更符合现代人的情趣。岭南特色小吃包装（见

图 3），主体图案设计吸取传统图案的优秀元素，以

现代设计手法加以重组、简化，使图形平面化，更显

精致秀丽和具现代感。 

2）地域性和装饰性。粤绣注重绣面图案装饰美，

构图常采用繁密的装饰花纹，繁而不乱，极富装饰

性 [4]。沈从文说：“花纹繁密琐细，不仅是广绣艺术

风格，也恰是广东地方一般艺术特征”[5]。而广府民

间雕塑——木雕、砖石雕、牙玉雕刻、榄雕、灰塑等，

最显著的地方特色是精雕细刻、贴金彩色、装饰富丽。

广府民间艺术的传统图案所具有的地域性和装饰性

特征，可融入具民族特色的商品包装设计中。 

 
图 3  岭南特色小吃包装 

Fig.3 Lingnan snacks packaging 

广府民间艺术的开放包容性能给人以有益的启

示，善加发掘、创新改造装饰图案，不断赋予其多元

的形态，使包装展现更为精彩的效果。美心月饼包装

（见图 4）就在图案的创新运用上处理得非常好，将

中秋佳节民间传说中的传统形象——嫦娥、玉兔、圆

月以及现今香港的标志性建筑等图案，与品牌文字有

机结合，构成复合形、同构形。而背景繁密的、淡淡

的装饰图案令包装产生图案的虚实趣味，生色不少。

包装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富有装饰美和地域特色。 

 
图 4  美心月饼包装 

Fig.4 "Mei Xin" moon cake packaging 

3）时空综合表现手法。民间艺人创作传统图案

时，“把不同时空的具有某种象征寓意的符号或物象

巧妙地组合统一在同一平面空间里……创造出了一

幅幅富有想象力和表现力的艺术作品”[6]。时空综合

表现手法能把不同时间、空间的符号或事物放于同一

画面，从多角度表现事物的层次，体现了民间艺人细

致的观察力和无限的想象力。传统图案的这种跨越时

空的艺术表现可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中。广州特产小

吃鸡仔饼包装（见图 5）就采用了这样一种表现手法，

借鉴年画艺术，将骑着大公鸡的小孩、众多小鸡、花

等巧妙并置于画面中，而商品说明性文字呈中式的竖

排列，包装融民间艺术的传统精髓与现代设计构成于

一体，民族风格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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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鸡仔饼包装 
Fig.5 Chicken biscuits packaging 

2.2.2  传统色彩的运用 

广府民间艺术中的传统色彩通常采用饱和度高、

鲜亮的色彩，讲究色彩的对比但也追求调和，给人鲜

艳、明快、热烈的审美体验。这种豪华艳丽的色彩运

用于包装中，有设计师担心色调对比过强会显得不协

调或偏向媚俗，其实运用得当则能赋予包装以民族特

色。色彩在包装中还会与文字、插图等综合运用，因

此需使各种元素在版面中协调使用，将传统色彩与材

质结合[7]。 

广府特色茶点包装（见图 6）借鉴本土民间艺术

的传统色彩，寻找雅与俗的完美契合点，使系列包装

色彩丰富、明快，对比协调而不媚俗，使传统色彩符

合现代人的审美。同时注重视觉整合，插图分别描绘

了广府特色建筑、传统节日风俗的代表物等，极具广

府文化特色，符合广府特色茶点的商品属性，搭配以

一定形式感的排版，有效传递了商品信息和设计者的

情感。 

 

图 6  广府特色茶点包装设计 
Fig.6 Packaging design of Cantonese specialty refreshments 

2.2.3  文化内涵的体现 

消费者精神需求的满足既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更

要有适应个人需求的商品精神内涵[8]。每一种民间文化

元素都是人类最古老的诉求，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能够产

生满足感[9]。在包装设计中可在符合商品品牌属性的基

础上，通过广府民间艺术的图案和色彩所蕴含的趋吉纳

福、富贵功名、生命繁衍等象征寓意，表现深刻的文化

内涵，与人们展盼美好生活的情感产生共鸣。 

广州某款茶包装（见图 7）的装潢上有民间艺术中

常见的花卉题材，蕴含花开富贵的象征寓意，适应人们

渴望美好的愿望，深褐色与金、红等庄重的色调搭配展

现了品牌自然、传统、高雅的茶文化。皇上皇腊味礼盒

包装（见图 8），以传统龙图案为装潢主体，下部配以

传统水纹作辅助装饰，整体构图均衡稳定，彰显礼盒尊

贵雅致的品味与传统的内涵，包装华丽的金色调亦象征

富贵，符合人们送礼的大方华贵的精神需求。 

                     

                              

图 8  皇上皇腊味礼盒包装 

Fig.8 Gift packaging of the Emperor's cured meat 
图 7  茶包装 

Fig.7 Tea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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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现代商品包装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广府民间艺术

是传统民俗文化，两者的融合、突破、创新，并非只

是表层地借鉴民间艺术，而是透过民间艺术来诠释商

品品牌属性、包装文化内涵，是有目的地选择、重组、

创新传统民间艺术元素，将传统文化中的神韵融于包

装设计中去。另一方面将广府民间艺术应用于包装设

计，可发扬广府文化魅力，实现民间艺术在现代的传

播、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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