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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深入挖掘湛江海洋文化的形式、内涵、题材，探讨海洋文化在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应用的

思路和方法。方法 具体分析湛江现有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的现状，整理与提炼湛江海洋文化中的显性因

素和隐性因素，将其转化成有形的形符系统和无形的意符系统。结合典型实例从图形、色彩、造型、材

料等方面，对旅游产品包装的创新设计提供新的思想和方法。结论 使旅游产品包装能够从外在和内涵

充分凸显出海洋文化价值与底蕴，以此传播湛江海洋文化，推动旅游产品的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旅

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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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Cultural Symbol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Zhanjiang Tourism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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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8, China) 

ABSTRACT: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the application of marine culture in Zhanjiang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are discussed in depth in the form, connotation and subject matter of Zhanjiang marine cultu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Zhanjiang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is analyzed specifically, the dominant factors and hidden factors in Zhanjiang 

ocean culture are finished and refined, and transformed into a tangible form of the system and the invisible symbol sys-

tem. With typical examples from the graphics, color, shape, material and other aspects,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are 

provided for the creative design of tourism product packaging. The packaging of Zhanjiang tourism products can fully 

highlight the value and connotation of marine culture from the external and connotation, thu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Zhanjiang marine cultu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make it serve the tourism industry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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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1]，旅游

和文化密不可分。早在 2009 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就提出：“要丰富旅游文

化内涵，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

和旅游业发展的全过程[2]。”随着旅游消费者素质的

提高，当今中国的旅游已从观光休闲旅游过渡到深度

体验旅游，游客更多地追求心理方面的体验而不再单

纯是物质层面的满足，因此，积极发展文化旅游，推

动地方文化和旅游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发展旅游业的

重中之重。 

旅游产品的开发及包装设计是发展文化旅游的

重要环节。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认知首先是从包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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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旅游产品包装不仅能赋予产品更高的价值，更

重要的是能引起一种文化共鸣。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应以

本土文化为核心内涵，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运用恰当

的设计方法，突出旅游产品的地域文化特色。这不仅有

利于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更能提高城市的形象与知名

度，促进当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1  湛江旅游产品包装设计现状 

1.1  缺乏地域特色 

强烈的文化诉求，急功近利的生产消费模式以及

设计者自身文化素养的贫乏，合力催生出传统文化符

号拼贴设计手法[3]。许多湛江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只是

在不断地复制、拼接、重释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完全

脱离了这些符号原有的文化语境，见图 1。包装作为

地方文化传播的一种物化形式，必须为营造地域文化

而设计。一件好的旅游产品包装，不仅能给人以视觉

上的享受，还能引起人们思想与精神上的共鸣；它能

表现出一种美的造型语言，同时也能有效地传达一个

地方的精神气质、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 

 

  
图 1  湛江特产包装 

Fig.1 Zhanjiang's specialty packaging design 

1.2  缺乏文化底蕴 

德克霍夫认为，由于设计是文化意义上的人造物

的可看、可听和有肌理质感的外在形式，所以设计是

“文化的肌肤”[4]。在以消费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社会，

人们过度注重对物质享受的提倡与追求，这造成了现

代设计在文化底蕴上的缺失。游客在异地的旅游体验

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享受，因此，旅游产品包装

也应该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对待，它应该集使用价

值、审美价值、文化附加值于一体。湛江旅游产品包

装设计流于表面，难以向游客提供深层次的审美享

受，降低了旅游产品的文化价值。  

1.3  缺乏品牌优势 

品牌的真实意义不仅仅停留在消费者对其产品

的体验，而是对塑造出来的品牌形象所代表的价值与

文化等内涵的主观认知、认同和追求[5]。包装作为一

种文化形态，是品牌形象的具体化与标示化，是品牌

推出与直接传播的重要途径。包装通过图形、色彩、

文字及其他传播手段，将品牌的内涵植入到消费者的

观念之中，进而有效地帮助品牌迅速建立良好的记

忆，赋予品牌更高的价值。 

湛江旅游产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但在市

场上很难看到这些商品形成品牌，经营者只注重商品

的开发而缺乏品牌经营和文化引导的远见。旅游文化

是建立湛江旅游产品品牌形象的源泉，是构成品牌核

心竞争力的关键策略。旅游产品包装应该构建起地方

品牌包装设计与旅游文化的整体表现力，从而达到相

互推广的作用[6]。 

2  湛江海洋文化特点 

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是人类对海洋

本身的认识，是人们利用海洋创造出来的精神上、行

为上、社会的和物质的生活内涵[7]。自古以来，湛江

人民都以海为伴，与海共生，缔造出灿烂辉煌的海洋

文化。海洋文化以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广泛存在

于湛江民间艺术、地方产业、传统技艺、生活形态（行

为、语言、习俗等）当中，在湛江 3000 多年的历史

发展进程中，海洋文化作为一种奇特的催化剂，激发

着、加强着湛江文化的独特性和优势。湛江海洋文化

是“农耕文化”、“流寓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共同体现。 

2.1 农耕文化  

湛江捕鱼和围海垦田历史悠久，这是湛江海洋文

化表现于物质方面 基本的一个层次。农耕文化一直

是湛江文化的母体，它渗透着湛江人民的劳动创造及

审美意识，更是当地劳动人民的性格写照。 

2.2  流寓文化 

湛江地区因地处边陲，远离中国封建皇权中心，实

属“流民”之地，湛江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移民的历史。

随着关内移民与流民的到来，中原文化在民间习俗、社

交礼仪、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等方面与本土文化融汇在

一起，形成了“混合型”文化。如湛江古民居建筑中就存

在着雷州风格的“龙角”和闽南风格的“燕尾”屋脊翘角

造型并存的现象；而已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湛江傩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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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更是具有典型的江西“赣傩”面具特征。 

2.3  世俗文化 

商业传统在湛江由来已久，海洋贸易一直是湛江

经济的主要支柱。西汉时期，徐闻更成为中国海上丝

路的起点，“人多务贾与时逐”、“欲拨贫，诣徐闻”，

由之形成湛江地区重实用和重现世的世俗文化特色。 

3  基于海洋文化符号的旅游产品包装创新

设计 

从符号学视角看，符号是文化得以积累与传承的

基本载体，“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

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

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8]。”作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湛

江旅游产品包装设计，应根植于本土，取材于海洋，

将海洋文化的特点与精神转化为可视、可知、可感的

视觉符号，这是对海洋文化的一种再创作。基于海洋

文化的湛江旅游产品包装设计战略，面临的 3 个关键

环节是海洋文化的整理与提炼、海洋文化符号的构建

及海洋文化符号的转换。 

3.1  海洋文化的整理与提炼       

文化的分类方式有很多，本文运用苟秉宸的层次

分析法对海洋文化进行整理与提炼，通过建立清晰的

框架，将海洋文化元素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更系统

地为后续的设计提供有用的信息，大体可将海洋文化

分为显性元素及隐性元素两部分，见图 2。 

 
图 2  海洋文化符号提取框架 

Fig.2 Extraction framework of marine culture symbol 

3.1.1  显性元素的提取 

显性元素即和海洋文化相关的直观表层视觉元

素，包括各种和海洋相关的自然风光、建筑、服装、

器物等具像视觉元素。 

3.1.2  隐性元素的提取 

隐性元素具有表达概念、深层内涵和思想的作

用，能表示出与概念相符合的具体事物的基本功能。

隐性元素是一个较为抽象的层次，似乎是看不见，摸

不着，可它却时时影响着显性元素的发展与变化。海

洋文化中的隐性元素包括社会人文因素，指与海洋相

关的民俗风情、宗教信仰、艺术精神等；历史因素，

指与海洋相关的历史渊源和民间传说；重大事件，指

与海洋相关的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事件，如图 2。 

3.2  海洋文化符号的构建   

符号学创始人费·德·索绪尔把符号分为形符与

意符。形符即物体所呈现出的符号形式，也可理解为

符号本身具有的外在表征，又称为“能指”；意符则象

征物体潜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与内涵，又称为“所

指”。符号的存在是建立在形符与意符的对应关系上

的，形符与意符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两者往往相互

依存，不可分割。形符是意符的外在物化，而意符则

是形符的内在抽象，海洋文化符号是形符与意符构成

的统一体。如具有浓郁红土文化特色的民俗艺术，即

东海岛人龙舞，其造型、结构、色彩、舞步可归为形

符；而其背后所隐藏的祥瑞涵义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祈求则归为意符。 

海洋文化符号的构建是设计中 需创意和 具

难度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设计师将所选择的海洋

文化符号分类进行突破性移用：一方面根据设计需

求，将海洋文化中具象的形符抽象化为 内在的形式

特点；另一方面将抽象的意符，具象化为适宜的视觉

形式语言，用于包装设计之中。即将物揭示为精神，

将精神性的内容具化为物。海洋文化符号的构建必须

寻找到“物”与“精神”之间深层意义上的联系。只有这

样才有可能得到 接近海洋文化精髓的内容，而不仅

仅是图形、色彩、形态等表层符号的堆砌。  

3.3  海洋文化符号的转化 

3.3.1  形符的复制 

复制式设计是指将现实中已有的具象视觉表现

形式进行抽取变形后，直接用于设计当中，这种方式

具有直接性、表征性和浅层性的特征。 

1）形的复制。形是包装中 具表现力的视觉符

号，可以获得直观、快捷、深刻的体验。以形的方式

呈现海洋文化元素，能很好地实现包装与文化之间的

融合。如何对繁多的形态进行提炼和深度挖掘，是设

计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 

2）色彩的复制。色彩在民间既是观念的、历史

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它不仅诉之于视知觉，同

时还受到文化传统和环境的制约[9]，一些地区特定的

色彩搭配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象征。进出口冰鲜鱼

包装设计见图 3，分为普通装和精装送礼版。包装色

彩搭配来自有“中国大陆海上日落 美观测区”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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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湛江雷州天成台景区，图 3a 精装送礼版包装色彩

采用了象征古老渔船的褐色和象征沙滩的黄色，上面

印有海浪波纹，利用盒盖上的鱼形雕纹开窗，创造出

直观的视觉感受；图 3b 普通装采用了象征渔网的绿

色、象征大海的蓝色以及象征落日的橙色，营造出一

种静谧优雅的氛围，海洋气息扑面而来。 

3）材料的复制。材料是旅游产品包装的特质基

础。湛江人民在“天人合一、顺物自然”观念的影响下，

用材讲究对自然的充分利用与合理开发，特别注重生

态材料的运用。蚝豉包装设计见图 4，采用渔民日常生

活中常用的渔婆造型及编织方法，在材料上用湛江特有

的蒲草代替竹子。这些材料往往不一定很贵重，制作也

比较粗简，但它们所体现的设计意匠和美的造型，却是

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和心灵息息相通的，表现出一个地

域的创造性。而天然材料所特有的自然色泽和肌理，也

满足了当今人们潜意识里追求本真的心灵愿望。 

 
             a                     b 

图 3  冰鲜鱼包装设计 
Fig.3 Ice fish packaging design 

 
图 4  蚝豉包装设计 

Fig.4 Oyster packaging design 

3.3.2  意符的延伸 

意符的延伸指脱离现实中直接的临摹对象，从某

一概念出发进行衍生与变异，其视觉形象的呈现与现

实对象具有间接的关联性。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抽象

性和隐喻性，能够借助形式的运用传达出一定的文化

意蕴，而不是单纯的视觉识别[10]。湛江曾有着辉煌的

制盐史，据《徐闻县志》所记载，徐闻县煮盐始于唐

朝，取卤做原料，置于瓦罐与瓦锅内，以柴火煎熬，

待水分蒸发后取得盐粒。如今徐闻县西南方的港头、

毛练村，仍保留着宋代国家盐场遗址，即递角场。海

盐包装设计见图 5，完全脱离了“盐”这个直接视觉元

素，从“唐代雷州人民取卤燃薪熬盐”的工艺流程出

发，以线描的形式进行表现，将制作中手艺人的艰辛、

制盐的工艺以及其悠久的历史都融入进了包装中。 

 

图 5  海盐包装设计 
Fig.5 Sea salt packaging design 

3.3.3  形符与意符的结合 

形符与意符的结合方法指完全脱离固有的视觉

感知，以海洋文化中某一内涵为中心进行全新的设计 

和创作，其设计呈现具有深层的暗示性和隐喻性。此

设计方法需要深层次地挖掘海洋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如其形成原因、历史发展背景、变化趋势等，通过物

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体现其内在的精神风貌和情感气

质。同时，要注意意符与商品“神韵”的交流，寻找意

符与商品之间文化或精神上的契合点，再以现代化的

分解转换、打散重组、异形同构等设计方法，将意符

的抽象概念映射到有着本质联系的事物上，做到“解

其意、取其精、延其神”，烘托出心理联想的氛围，进

而使游客产生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唐汉时期，从徐闻通往马来半岛和印度等地的中国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意味着中华海洋文化的兴起[11]。

海上丝路是湛江海洋文化中 具代表性的元素，它显示

出湛江人民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海洋精神，具有深刻

的海洋文化内涵。古代海上丝路本就是商道的代称，往

外输出的商品主要包括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

大宗，因此，湛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与

茶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茶叶包装设计见图 6，采 

用了流畅的波浪形线条，这种极具抽象感的线条既似海

洋的缩影，又似茶园的写意，一形两意，相得益彰；线

条上既有茶农在上面辛勤劳作，又有古船在上面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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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两点的结合，才使中国茶叶在世界上远扬。尚

黑的颜色倾向是湛江海洋文化的突出体现，黑色在五行

中代表水，被认为是压倒一切颜色的上色，具有深厚的

精神内涵和无尽的神秘感；金色和红色是湛江民间艺术

具代表性的色彩搭配，浓郁的传统风情，喜庆的传统

节日，无一不用此来表达。黑、红、金三色的搭配刻画

出独一无二的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与特色。包装

材料主要采用金属铝和纸，轻质便携可重复利用。包装

整体呈现出一种古朴、神秘、深邃的雅韵，为商品赋予

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图 6 茶叶包装设计 
Fig.6 Tea packaging design 

海上丝路既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之

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是东西方友好交往的重要通

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华

文化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

不断创新的历史[12]。海产零食系列包装设计见图 7，打 

 

图 7  “海滋味”海产零食包装设计 

Fig.7 "Haiziwei" seafood snack packaging design 

破了传统的圆柱体形状，采用和海洋相关的水滴形作为

包装的造型，水滴的拼接与交错意寓着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的交流融合，同时采用了鲜艳、对比强烈的色调，传

统的文字及图形表现形式，反映了湛江独特的民俗内涵

和审美意识，呈现出一种质朴的原始美。 
  

4  结语 

设计不仅是一种商业行为，一种向社会提供服务

的方式，更是一种文化创造，是文化延续的手段。博

大精深的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根植于沿海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需

要设计师去探索与捜寻、去提炼与转化、去重组与重

构。在湛江旅游产品包装设计中融入海洋文化，不仅

能促进旅游产品的销售，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更可

以使包装成为海洋文化精神与情感表达强有力的传

播载体，使海洋文化得到更好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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