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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钱文化在中国风系列化包装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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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宋代“对钱”文化对中国风系列化包装的影响，提炼“对钱”文化与传统元素，归纳

其哲理思想运用于系列化包装设计中，强化品牌意识的同时传播民族文化。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

比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对宋代“对钱”形制、文化、书法艺术等进行探究，结合中国风系列化包装设

计，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结果 宋代“对钱”所反映出的传统文化与哲理思想在诸多方面

影响中国风系列化包装设计。结论 中国特色的系列化包装设计应当汲取中国元素，发展中国风格，弘

扬中国文化，最终形成具有典型的文化特色的中国风系列化包装，应用于中国品牌，增强品牌辨识度与

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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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ong Dynasty on Pair Coin Culture in Chinoiserie Series Packaging 

TANG Ti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at the "Pair Coin" of Song Dynasty influences on Chinoiserie series packaging. It ex-

tracts and purifie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lements from "Pair Coin", concludes the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to use in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Chinoiserie series packaging can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brand and spread na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 it dis-

cusses the shape, cultur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so on of "Pair Coin" of Song Dynasty. It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about "Pair Coin" and Chinoiserie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The "Pair Coin" of Song Dynasty and there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deology affect Chinoiserie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in many ways.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learn from Chinese elements, develop Chinese style, carry forward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form the Chinoiserie series packaging with typi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hinoiserie series packaging 

can help China brand to heighten brand recogni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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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钱”是中国古代“成双结对”、“对子”文化与书

法字体艺术在产品方面的集大成者。自古以来，中国

人对于“对称”美学的追求近乎偏执，不论是建筑、装

饰摆件、图形图案都讲求对称，在此文化渊源的影响

下“对钱”应运而生，并呈现出连续性、系列化的特点。

品牌包装系列化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美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中国[1]。从时间轴上看，宋代“对

钱”产生到系列化包装传入中国，其时间跨度之长使

两者未有关联，但是，挖掘“对钱”的形制与文化又会

发现它与系列化包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宋代

“对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捕捉到初级系列化包

装的雏形和古代中国人对于系列化产品的认识。 

1  宋代对钱与系列化包装 

“对钱”又称“对子钱”，起源于南唐，兴盛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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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独创的一种特色钱币，是中国钱币艺术之花，

在钱币文化和历史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钱”是

指一个铸钱的钱监，铸造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书体的

成对钱币。对钱的直径、厚薄、形制、质地、轮郭宽

狭、穿孔大小、钱文位置、笔划粗细均相同，仅书体

不同。对钱有小平、折二、折三等钱值。 

包装系列化设计是同一种类产品或品牌采用统

一而又有变化的包装设计形式，又称家族式包装。系

列化包装具有统一的形象，形制、色彩、装饰纹样及

文字成系列化，又针对不同个体有所区别[2]。系列化

包装的兴起得益于欧美国家超级市场的发展，传入中

国较晚，但其实古代中国早已出现系列化产品。 

2  宋代对钱与系列化包装共通点 

从定义来看，“对钱”与系列化包装存在共通点，

都是具有统一的形象设计，但在某一方面有区别变

化。对钱形制高度统一，但钱书书体富于变化。系列

化包装形制、材料、尺寸统一，但在文字、色彩、装

饰纹样方面针对不同个体有变化。“对钱”与系列化包

装都是成套系出现的，有些年号铸几种钱值，就铸几

种对钱，有几种产品就设计几种包装，也是系列化的

共通点。 

北宋书法艺术水平颇高，钱文种类多样，有篆、

隶、真、行、草等书体，体现出书法“尚意宣情”的艺

术特色。对钱的产生与流通将抽象艺术形象化，高雅

艺术平民化，将书法大家的艺术造诣宣传扩展至平民

百姓中，扩大艺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对钱”以

篆书为主，配以一其他书体，篆为“男”，另为“女”，

有成双成对之意，表现出“对钱”艺术内容之丰富与精

深[3]，也反映出宋代统一时间较长，社会生活稳定的

情况。同样，包装设计从单体走向系列化，增强了企

业和产品的宣传效果，突出产品个性化、特色化、统

一化的专业形象，强化了品牌意识，扩大品牌影响力。

对钱和系列化包装都起到扩大影响力和增强社会意

识或品牌形象的作用。 

“对钱”设计与系列化包装设计存在相似共通之

处，从“对钱”的产生与发展可以看出其已经具备系列

化产品的雏形，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系列化产品

和图案的历史渊源。研究“对钱”与系列化包装的关

系，“对钱”所反映的传统元素与文化对中国风包装系

列化设计的影响，可以提升中国风系列化包装的设计

水准，艺术外观，文化内涵，使其更具宣传影响力和

市场竞争力。 

3  宋代对钱文化影响中国风系列化包装设计 

包装设计基本元素分为：包装装潢设计、包装结

构设计和造型设计。本文从文字、材质、图形 3 个方

面对中国风系列化包装设计进行探究，探讨“对钱”对

其外观设计的影响，发掘和运用“对钱”的艺术创作特

点应用于系列化包装设计，发掘共性，突显个性，达

到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结合。 

3.1  文字的系列化 

统一的文字字体样式与排列组合在包装设计系

列化中十分重要。 

宋“对钱”始于太宗淳化元年，两宋共九帝，26

个年号铸对钱，其发展具有连续性和变化性。宋代“对

钱”书体种类多，真、行、篆、隶、草皆有，宋代“对

钱”见图 1（图片拍摄于中国钱币博物馆）。类型丰富，

同一年号钱有两种或三种不同书体的钱文，“对钱”和

“三书体钱”。书体类型分为：真、行、草，“至道元

宝”；篆、真，“天圣元宝”、“熙宁重宝”；篆、行，“元

丰通宝”、“圣宗元宝”；篆、隶，“政和通宝”、“靖康

元宝”；篆、真，“靖康通宝”。“对钱”之变为书体之

变，通过篆、隶、真、行、草等书体的多种变化和排

列组合，形成系列化。 

 
图 1  宋代“对钱” 

Fig.1 "Pair Coin" of Song Dynasty 

包装文字的作用是传达商品信息。宋代钱监设计

铸造“对钱”时对汉字书体进行了多重变化，形式丰

富，组合多样。学习“对钱”书体变化之法，对汉字字

体进行巧妙变形，文字内容合理编排，设计手法统一

协调，最终形成包装的系列化效果。文字由图形规律

化进化而来，所以文字可以类似图形变形使用，是一

种艺术化表现形式 [4]。文字分为主体文字和辅助文

字。主体文字（品牌、商品名称）要处于醒目位置，

不同的包装对象选择与之相对应的字体，利于表现产

品特征。辅助说明性文字起解释说明作用，字体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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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易于辨别。如中国风系列化包装的主体文字可以选

用草书、篆书等字体做艺术化处理，但说明性文字则

不宜选用艺术性过高的字体，不易辨别，应选用隶书

等工整字体。处理好主体文字与说明文字的字体关

系、排列秩序等，对形成系列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中

国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其自由变化的形体与丰富的内

涵是中国风包装设计强大的后备库。 

宋“对钱”钱文书法造诣极高，许多钱文出自名家

之手，“元丰通宝”又称“东坡元丰”，为苏东坡手书。

“御书体”则是由皇帝亲自撰写，宋太宗赵匡义用真、

行、草三体书写了“淳化元宝”钱文；宋徽宗赵佶的书

法刚劲挺拔，高宗字体工整清晰。由此而知，宋代钱

文书写十分注重文字的字体字形，书法钱文在此已不

仅仅作为文字说明，而更多的是作为艺术创作存在。

中国书法艺术高雅隽美，雅俗共赏，应用于包装设计

中其强大的感染力可以感染消费者对产品产生好感。

中国风系列化包装在文字系列化方面应多借鉴“对

钱”中的书法艺术，中国风包装中的书法字体择名家

书写、精选，将中国书法弘扬传播，对各类字体进行

多样化变形与再创新使其适应现代包装国际化发展，

同时又凸显民族个性，独树一帜。中国风茶叶包装见

图 2（图 2—4 均摘自百度）。《宋史·艺文志》载：“而

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

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

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由此可见，宋代钱文

与书法艺术结合并非偶然，这是宋统治阶级推广其文

化统治的一种手段，底层老百姓虽然文化水平低下，

但是每日见钱于见艺术，受到“熏陶”，自然也能够识

得一二[5]。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风系列化包装如能在

书法艺术创作中得以发展，即可以书法艺术独特魅力

树立消费者对品牌包装的印象，增强品牌影响力，进

而形成市场号召力。 

 
图 2  中国风茶叶包装                  

Fig.2 Chinoiserie series packaging of tea 

3.2  材质的系列化 

材质直接影响包装效果，不同的材质可以体现出

不同的质感，传达出不同的设计感受。宋代“对钱”质

地有铜质、铁质和银制，铜质“对钱”由金属铜合金制

成；宋后期由于铜铸币无法满足商品市场对货币的需

求量，所以铁质铸币应运而生；银制为金属银制成。

同一对“对钱”材质相同，但不同时期的“对钱”材质、

颜色、质地有所差别。反应在中国风系列化包装材质

中，针对不同系列产品使用不同材质区分，同一系列

包装可以使用相同材质，加强系列化表现，达到统一

效果，同时，不同材质的使用可以产生更加丰富、独

特的系列化效果。 

中国风的包装系列化设计应追求统一中求变化，

整体形象统一，局部注重变化，使消费者容易识别出

产品品牌，同时兼顾个体差异化的细节表现，针对系

列产品中的个体在包装设计时表现出差异化特征[6]。

金属的使用在中国由来已久，青铜器是早期出现的合

金材料，铜、铁、银是最常见也是使用量最大的几类

金属，运用不同材质铸造“对钱”，除了货币币值差异

外，不同材质对于钱文的书法艺术表现也产生了不同

的效果。同一系列产品包装可以使用同一类材质追求

统一效果，在局部使用差异化材质体现个体细节。多

材质系列化包装普洱茶见图 3。个性、专业化、特色

化的系列化包装材质更容易吸引消费者。同时，具有

中国风特色的金属材质包装也别具一格，如仿青铜金

属包装等。 

 

图 3  多材质系列化包装普洱茶 
Fig.3 Multi material series packaging, Pu'er tea 

3.3  图形的系列化 

图形是包装设计系列化表现的重要元素。图形直

观、易懂、多变，图形与文字互为补充，装饰美化包

装，共同完成视觉传达任务。在图形设计中，民族地

域文化的体现能够触发消费者内心，使消费者真正体

验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价值[7]。在利用民族文化元素

时应注意寻求概念上的契合点，不能只是形式上的简

单模仿[8]。挖掘经典的中国文化精髓运用于中国风系

列化包装设计中才能够真正设计出经典包装，在世界

设计行业独树一帜。 

“对钱”形制为“方孔圆钱”，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

间最长的货币形制，其哲理思想是古人对于“天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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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地崇拜思想的推崇，“对钱”体现出中国人对“对称

美”的追求和审美理念，是汉民族一种传统的哲理思想。

同时，“对钱”也体现了宋代重文尚书和皇权的象征，钱

文出自御笔及书画名家手笔，也有防伪的作用。 

中国风系列化包装图形设计以中国传统哲理思

想为指导，汲取其精髓和内涵，如传统的“天圆地方”

理念指导下，选取方、圆等基本图形为元素，加以变

形和再设计应用于中国风系列化包装设计，使其符合

品牌形象与产品属性。“方圆”中国风包装见图 4。“对

称美学”指导下的中国风系列化包装其图案可以是多

变的对称形式，不能仅仅模仿外形表象，应深入挖掘

对称美特征。“方孔圆钱”的设计，方孔居中，周廓圆

浑，钱文分列上下左右，设计端庄严肃，富有美感。

这样上下左右分布的钱文，每个字虽然不相同，但是

却构成了对称美，这样看似不对称的对称美正是在传

统哲理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追求统一中求变化，变化

中又有统一[9]。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和谐”也是

一种哲理，利用中国元素进行包装图案设计要注重图

案与图案之间，图案与字体、色彩之间的和谐关系，

同时，“和谐”与“绿色包装”理念相吻合。 

 
图 4  “方圆”中国风包装 

Fig.4 "Fang and yuan" Chinoiserie packaging 

4  结语 

有些设计师盲目追求国际化与现代感，丢失了传

统文化与特色。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中国风类型

的系列化包装设计中，使中国品牌系列化包装不再追

随欧美国家现代化设计风格，走出属于自己的设计类

型，正是本文致力于研究宋代“对钱”文化对中国风系

列化包装设计影响的用意。通过对宋代“对钱”形制、

材料、文化、书法、艺术方面的分析，阐释以宋代“对

钱”文化为例的中国文化与传统哲理思想对现代中国

风系列化包装的影响，剖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

“对钱”传统文化和传统元素应用于现代中国风系列

化包装为基点，最终揭示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及思想文

化，并以此为指导，在注重企业文化的前提下，善于

创新，设计出中国风格包装，以此宣传强化国产品牌

的地位，加深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记忆、理解、认同

和忠诚[10]。只有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尊崇中国传

统哲理思想，施法自然，寻求自然和谐之美，善于运

用各种传统文化形式与元素于包装设计之上，中国风

系列化包装设计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风格，服务于本

土化产品和国产品牌，使国产品牌以中国特色屹立于

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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