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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在天津近海农村地区开展的实践为例，探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与农渔产品
的适度开发及包装设计有机结合的路径。方法 将产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品概念相结合，融生产文
化于产品文化中去，引导消费文化向文化消费流动；进行有差异化的产品包装设计，强调产品的地理标
志特征。结论 在有长久农耕与渔业传统的农村地区，产品包装设计要注重对情境、文脉的深度表达而
非符号的简单复刻，可以树立有文化传承、有历史内涵的品牌形象，达成文化保护与产品开发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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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ianjin Coastal Area 

ZHAO Jian-hui, ZHANG Na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practice of Tianjin coastal rural areas as an example, it aims to explore the way to combine the 

productiv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and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

tural and fishery products. The origi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product, com-

bining production and culture in product culture to guide consumption culture flow to cultural consumption; a differenti-

ated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emphas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 the long tradition 

of farming and fishing areas,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and context depth of expres-

sion rather than simple symbols engraved, can set up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the brand image, to 

achieve win-win culture protectio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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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生产丰裕的时代，社会产品的基础功能逐

渐会被附加上更为个性化、多元文化的特征。产品包

装设计发展到今天也早已超越了满足保护与储藏需

求的原始阶段，它传递商品信息，塑造产品的核心价

值，在一种文化想象中建立商品与消费者的联系。当

传媒资讯构建了一个平的世界时，消费所标榜的身

份、圈层，产品包装彰显的文化象征意义，使消费者

的体验由物质的向度转而成为精神的满足。 

1  产业经济发展与文化的断裂 

在中国近 30 年的制造业快速发展进程中，天津

是非常典型的北方工业城市，地处太平洋西岸渤海湾

与海河入海口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得天独厚的资源，

仓储、运输、贸易、海洋化工等行业日益勃兴。在经

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近海地区传统的渔村、农事活动

也在不断地消失，与之相伴生的传统经济活动、劳作

生活方式、地缘宗族关系、节庆信仰民俗，还有方言

俚语歌谣都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1]。2009 年，随着

滨海新区的成立，树立区域文化形象受到了政府无与

伦比的重视，“大力发展沿海旅游、打造滨海文化”也

成为促进经济的响亮口号。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国家战略，天津需要改变单一的经济形态，向有序发

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规划沿海旅游、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挖掘区域生态文化等举措，无不

体现了政府希望扭转滨海新区不单单是“经济开发

区”定位的决心。 



66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6 月 

 

在这种促转变的思路下，出海游、农家乐、生态

农业、特色渔业产品一度层出不穷。但这些产品往往

只停留于人无我有的“特色”，不仅内容同质化，包装

亦是仅满足于保藏与标注。粗放的经营模式不仅没有

真正体现产品的内在价值，而且还造成了低端、初级

的消费感受，出现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实。同时，

另一种至上而下试图运用传统来打造文化品牌的方

式也方兴未艾，就是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

是这种政策指令下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嫁接，实际并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产品文化形象弱化的问题。 

不可否认，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人保持文
化传统的重要手段，当高楼大厦、港口公路取代了靠
海而生的小渔村后，似乎它们只能在老人的记忆中濒
临灭绝。但是，如同基因的身份证，地域人群的口味、
性格会成为集体无意识沉淀下来，在“仓廪实”之后一
定会追问自己的历史与传统[2]。从产品开发的角度看
待，它会帮助我们重溯产品的来源、生产、制作、流
通等历史文化信息，但将它作为名片，甚至指望它直
接促进生产与消费则不太实际。一个地域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不
仅是标识、形象、表演，还与人们的生活习俗、情感
信仰、生命礼仪密切相连，正如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定义：指各族人民世代相
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强调以人为主体的技
艺、经验、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其保护确定的宗旨是采取措
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3]。 

2  生产性保护视角下的产品开发 

在非遗领域，如何对待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怎样

延续它的生命力，始终众说纷纭，既有反对变化、坚

持文化本体，主张原生态保藏的“固守派”，也有力主

活态传承，在产业化中推动其与时俱进的“市场派”，继

承与创新，孰轻孰重，双方各执一词。但不论他们的观

点如何，在今日中国的具体实践中都遇到了无法解决的

困境。固守派的方式需要巨大的政府投入，而且其博物

馆化也会导致与社会发展越来越远，变成死的遗产；市

场派的产业化方式要求非遗迎合现代人的消费需求，强

调它的市场经济价值，必然会造成它变成面目全非的商

品，而离文化遗产本身越来越远。在两难的困境中，有

学者提出一种折衷的生产性保护的观点，主张以保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

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

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4],这种观点肯定了生产、流通、

消费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有效方式，但是

其生产、消费要以遗产的所有者和传承人的需求为主，

尊重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与文化发展权[5]。 

以生产性保护的出发点来探讨天津近海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问题，它为我们提供了判定

了产品开发“可为”与“不可为”的视角。产品的生产与

消费一定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但并不是所有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都会符合当下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形态。在

这一过程中，保护遗产的原生态与产品需迎合消费会

产生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保护与生产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罗万象，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我们不必要将之看成封闭的整体，而是要条分缕

析，有针对性地研判具体某一类遗产的保护方案。传

统手工艺品因其物化的形态，是最为容易转化为商品

的文化遗产，可以满足对于历史传统的文化想象，达

成此类消费诉求。但大量传说、歌谣、技艺等以非物

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怎样与具体化的产品结合就

需要运用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设计与开发[6-9]。 

3  文化遗产与产品设计开发的结合 

在天津近海的七里海地区设立古海岸与湿地自

然保护区后，市场中开始出现一类以此地非物质文化

遗产或地理标志命名的产品，如七里海酒；但这一地

区覆盖着广袤的湿地，在过去以渔业作为主要的生产

形态，并不种植产酒的粮食作物，也没有酿酒的历史

和传统工艺。这种以“七里海”为促销标签的产品设

计，并没有与地域的文化传统建立联系，而且还带来

了消费者的困惑，伤害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无助

于建立有品质的区域文化品牌，是一种短视的商业行

为。消费者在购买这类商品时，与其说是在体验一次

由商品消费行为逐渐向文化消费行为靠近的过程，不

如说其实际是落入了商家无法自圆其说的营销陷阱。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提供对于传统的体味与文化想

象，但合理使用的关键还在于产品设计如何构建真实

可感的历史情境。 

3.1  产品设计案例一 

通过对天津近海地区的田野调查和传统文化发

掘，我们试图从生产性保护的角度进行一种非物质文

化遗产“八大馇”的产品包装设计，尝试探索非物质形

态的文化遗产与产品开发有机结合的方法。八大馇是

沿海的一种烹饪方法，于 2012 年列入天津滨海新区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它产生于两千多年前

古老的晒盐与渔业捕捞劳作过程，以近似蒸与煮之间

的方法来烹制海产品，强调口味的鲜咸和在劳作中的

即兴、便利。 

八大馇粗粮包装设计见图 1，是当地利用八大馇

的名称开发的粗粮产品包装，与上文介绍的七里海酒

类似，此地并不是粮食产地，消费者无法将八大馇与

这种设计凸显的农业的历史文化体验相连接，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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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化标注的设计。因为并非本

地的特色，这一产品只获得通过休闲旅游的途径带来

的搭售性质的消费，对其内容物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营

销，更遑论品牌的树立。产品开发需要具备属地特色

文化的目的在于差异化地营销，故此，拿来主义式地

贴“文化标签”，恰恰又陷入了另一种面目模糊的同质

化，也是对产地文化的破坏性肢解。正如我们也要反

思这些现象，与各地如火如荼地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一起出现的，是大干快上建文博园、民俗村，

将天南海北的特产都拿来作旅游纪念品，经济冲动抛

弃了文化保护传承，导致的是“千地一面”和缺乏精品

的消费体验。因此，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开发

与包装设计，要在产品中注入文化的核心价值，要与

地域的风土、人情、历史、信仰紧密相连，才能让消

费产品真正地变成对于文化的消费，实现更高层次的

消费体验。 

  

图 1  八大馇粗粮包装设计 
Fig.1 Eight cha coarse food packaging design 

3.2  产品设计案例二 

八大馇海鲜酱包装设计见图 2，是八大馇海鲜酱

系列产品包装设计中的一件作品。该设计包括河蟹

酱、海蟹酱、杂鱼酱等，均采用了馇制的方法，复原

了部分古法工艺，并在含盐量、口感方面进行了改良，

使之符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包装的色彩方案采集自

渔港船体，为蓝色与红色、深褐色的组合。色彩的象

征意义得自对当地的田野调查，天津渤海港口停泊的

渔船见图 3，该水域是薄泥滩涂，临岸海水接近黄褐

色，因此，船体的颜色逐渐“约定成俗”：船体出水部

分的蓝色寓意“靠天、海恩赐”，吃水部分的色彩与临

岸水色保持一致，寓意“安全、有依靠”。天津沿海的

渔民在“靠海吃饭”的劳作活动中，形成了繁复而多层

次、融巫佛道为一体的民俗信仰形式。这些祭祀、拜

神、祈祷、禁忌及其与之一一对应的舞蹈、歌谣、礼

仪、视觉表现形式既体现了渔民祈求生存繁衍、平安

富足的现实需求，也是古人对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生生不息等终极问题的拙朴回应。包装的外形设计既

模仿了船舱的形状，又来源于此地每年正月十五举行

的民间傩舞中的篓子灯造型，这两个符号均根植于渔

业捕捞文化，而且在当地具有很高的认知度。这一系

列的产品包装均采用一致的外形，同色系的组合；产

品名称与说明文字均采用楷书，追求视觉效果的饱满

丰厚，整体追求使之具备可辨识、可联想、可记忆的

产品视觉感受。 

 
 

  

     图 2  八大馇海鲜酱包装设计 
Fig.2 Eight cook seafood sauce packaging design   

八大馇海鲜酱的包装不仅仅利用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标识，而是以设计元素与传统渔业文化形成呼

应，通过视觉的“互动”，形成概念的传达。这一产品

在推广的过程中，因其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

结合，提升了产品的营销力。 

3.3  案例比较解析 

从八大馇粗粮与八大馇海鲜酱两个产品包装设

计的案例分析来看，前者虽然采用了八大馇的名称，

试图以传统符号叠加的手段增添产品的文化因素，在

营销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使用牵强。“指鹿为马”的

行为不仅对市场认知造成了混乱，还波及到非物质文

化遗产本体的传播与延续，从长远的角度看，行为的

不良后果大于目前的收益，不可取。后者的设计体现

传统文化发生的情景与意涵，为消费者提供体悟历史

与意义的想象空间，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满足了差

异化营销的需求。在消费体验中感触历史文化，在传

统文化中领悟物质精神，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活

态传承而地域经济得以开拓活跃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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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天津渤海港口停泊的渔船        

Fig.3 Fishing boats moored at the port of Tianjin, Bohai 

3.4  问题的引申与拓展 

在探索天津近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品包

装设计有机结合的过程中，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思考厘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产业化，至今

仍有大量的质疑。从以上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尝试，表

明这种结合是有益的，一方面因为沿海渔村的整体拆

迁改造，传统渔业文明确实濒临消亡；另一方面，这

一地区打造的生态农业与休闲观光业也存在缺乏文

化特色，同质化严重的现状，二者的结合是文化保护

与经济发展的双赢。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一

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还有它与传统的、

已经消亡的生活方式的伴生关系，这一点加大了产品

开发应用的难度。但是，不能因此抛弃对于这部分遗

产的生产性保护，或是干脆把它放在博物馆或文献里

面，可以将产品的文化因素融入地域的整体历史传统

解读中，可以结合复原生活场景、民俗体验活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等活动为有文化内涵的产品背

书，使文化的概念衍生成产品的联想。 

4  结语 

包装是产品的外表，更是塑造产品理念的最重要

手段。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产品开发之间，

包装设计是连接两者的纽带，也是可以融古老文明于

现代商业，实现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创造基点。而文化

与产品包装设计的有机结合一定是因时因地而发生

变化的，销售对象不同、文化语境不同，就要在保证

内核不变的前提下适时调整。这既是产品开发的“适

合、适应、适度”原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

传承，可理解为文化与社会条件的互动、融合[10]。从

相反的角度，也要适当把握变化的度，为追求经济利

益而不惜撕裂扭曲文化传统，将之涂脂抹粉、改头换

面去迎奉消费者，最终只会彻底丧失文化自主性，倾

覆于商业浪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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