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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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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水墨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展现传统元素的丰富哲学与文化内涵，增加包装

设计的民族情感。方法 利用水墨元素的深厚文化内涵以及鲜明的视觉冲击力，结合水墨艺术对于包装

设计的现实意义，通过文字的状态呈现、图形的笔墨韵味、画面的氛围营造、意境的虚实渲染 4 方面，

对水墨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详细解读。结论 在包装设计中恰当的运用水墨元素，能够引导观

众的视线按照包装设计师的意图，以更加快捷的途径和有效的感知方式，获取最佳的视觉效果，有利于

设计理念的表达和设计目的的实现。同时传统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更加彰显独特的东方文化气韵，

使现代设计更具中国特色文化品牌，为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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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k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ZHANG Li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1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ink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to show the rich philosoph-

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and to increase the national feeling of packaging design. The appli-

cation of ink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is explained in detail through utilizing the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ink 

elements and their vivid visual impact, combin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k art for the packaging design, 

through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trokes of the graphics, the atmosphere of the painting, and the 

rendering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Appropriate use of ink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can guide the viewer's sight ac-

cording to the intent of the packaging designers, and obtain the best visual effects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and perception. 

It is conducive to the expression the design concep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design purpose. Meanwhile the use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can more highlight the unique charm of oriental culture, and also can make modern de-

signs with more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brand. It has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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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在一个设计无处不在的社会，各个方面

都渗透着设计的巨大魅力。不得不承认，随着信息技

术的扩张和人们消费欲的不断增长，生活中各方面开

始走向技术一体化，物质追求远远超出了精神需要。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很多产品包装为了迎合这种快节

奏的生活和物质需求，常常忽略产品本身的内在涵

义，失去了原本应该具备的文化内涵[1]。加之外来文

化的渗入，更对我国的包装设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寻求传统文化与包

装设计之间的融合点，使双方都在表现上获得创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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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墨艺术作为我国艺术文化的瑰宝，有着自然、

通透、黑白特性构造出的富有层次和灵动的艺术境

界，将其中的传统元素介入到产品包装设计中，能够

构建出具有和谐感的审美画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

们的精神需求，为产品包装增添几分艺术色彩，带来

更多的内在价值。 

1  水墨艺术的特征  

水墨，一般指用水和墨所作的画。水墨艺术是中

国民族文化的精粹和代表，与中国的儒道释文化一

样，是民族身份的符号。具体来讲，水墨艺术具备以

下特点[2]。首先，自然。水墨艺术强调抒发作者的真

情实感，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多借助敏锐的观察

力，将世间万物通过水墨画表达出来，追求一种朴质

自然、不事雕琢的水墨。不止于此，水墨艺术为表现

丰富的墨色层次，一般将纸作为载体，不拘形式，自

由润染，最终实现画与情的相互交融，体现出大自然

生命的节奏变化，极具观赏性[3]。其次，空灵。空灵

是水墨艺术孜孜以求的艺术效果，也是对其进行评价

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创作过程中，水墨艺术常借助简

约的画面，以朦胧细微的笔触传达出信息和情感，营

造出既有心灵之空、情感之虚，又有万物具象之实的

艺术境界，再通过自然符号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实

现“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境界，而这便促成

了水墨艺术的“空灵”特征。再次，黑白。水墨艺术在

色调的表现上极为简单，最常用的便是黑与白[4]。黑

色有分量感，能够给整个画面带来稳重之感，因此多

用来表现真实；白色相对跳跃，能够营造轻盈、明快、

淡雅的意境，常被用来体现虚幻的空间感。这两种色

调相互对比，相互映衬，既让画面更加稳定，又不显

得苍白，展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  传统水墨艺术对于现代包装设计的意义 

2.1  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现代包装是一种比较明确的经济活动现象，所针

对的社会群体十分广泛，所以其不仅具备明显的商业

特征，同时也在传播中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性和教育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说，包装设计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

现象。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外来文化的渗透，包装

设计必须正确利用自身的文化教育功能，立足于中国

的传统艺术，设计出具备深厚中华文化艺术精髓的包

装[5]。水墨艺术无论是色彩、文字还是画面，都蕴涵

着强烈的东方民族风情以及民族习惯和价值观等。将

水墨元素融入包装设计，能够为包装设计增添民族情

感，释放更加丰富的哲学、文化内涵，是现代包装设

计发展的必然选择。 

2.2  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在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必须明确这一点，即必须

使包装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只有让消费者得到心

灵的满足，才能刺激消费者的行动，产生购买行为。

鉴于此，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在包装中融入传统艺

术元素，希望借此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在情感交

流中促成消费，实现设计目的。水墨元素具有深厚的

文化内涵以及鲜明的视觉冲击力，将其融入到包装设

计中能够引发消费者内心对于传统的尊重和文化的

坚持，触动消费者的心灵，打动消费者，实现包装设

计效果的最大化。 

3  水墨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由于认识到了水墨艺术的特点，发现了水墨艺术

对现代包装设计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

了水墨元素与包装设计的融合，实现了艺术效果的提

升。具体来讲，主要分为水墨文字、水墨图形、水墨

画及水墨意境的应用 4 个方面。 

3.1  包装设计中的水墨文字 

在产品包装设计的外观形象上，比较深入人心的

就是文字部分。水墨元素中的中国书法能够体现出要

表达事物的内在精神，有利于包装内在品质的展现，

因此，在包装设计中很多设计师开始运用水墨文字来

诠释产品，并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6]。首先，茶叶

包装设计中的水墨文字。茶文化讲究在传统韵味的基

础上凸显简约、典雅、高贵的设计风格。在茶叶包装

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将行书、草书等风格的水墨文字

作为书写的主体文字，将中国水墨的气韵与茶的清香

和高雅完美融合，再配合与茶相符的图形和图案，准

确表达其韵味，既能够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又能与

商品的本质相协调。其次，酒品包装设计中的水墨文

字。酒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的产物和标志之一, 源远

流长的酒文化与包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开辟

出流露着浓浓中国韵味的酒品包装之路[7]。目前，市

面上许多白酒的包装设计都很好地运用了水墨文字，

从而在同类包装设计中大放异彩。比如“中国劲酒”包

装设计，通过草书书法“劲”的苍劲豪放、浑厚遒劲，

体现其药酒属性，同时也将品牌与图案融为一体，形

成了一个独特的字体形象，体现了劲酒集团健康人

类、永无止“劲”的企业精神。再比如五粮液的包装设

计，完全抛弃了复杂的图形，借助中国书法使整体更

富立体感。“汾酒”的包装设计，采用了粗大的行书，

并对其进行了图形化处理，多变的笔墨搭配虚实结合

的效果，中国味十足。 

3.2  包装设计中的水墨图形 

水墨图形在包装设计领域的应用多是由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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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表达主体相契合的水墨图像中选取出来，再配合

电脑技术进行处理，最后把处理后的水墨图像放入设

计之中。融合了水墨元素的现代图形的出现给包装设

计带来了立体化的表现空间，使消费者仿若进入了一

个水墨的民族文化形式世界，有效引发了消费者的思

考与想象，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8]。以三九医药旗下

的 999 强力枇杷露包装为例，其包装就成功融合了水

墨元素，实现了成功的产品定位，赢得了广泛的市场。

当前，止咳药市场已较为成熟，品质繁多，价格不一，

想要脱颖而出，必须不断创新。999 强力枇杷露在包

装设计上另辟蹊径，以水墨画形式的枇杷形象为设计

主题，在用笔方面将粗细、长短、刚柔、曲直、快慢

等不断变化的笔法一气呵成，在墨色方面，对墨和色

的比例掌握得当，从而将笔墨韵味、气势、细腻的精

神实质完美发挥出来，使包装在有保护药品、宣传药

品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增添了其附加值，既不失现代

感，又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融合了中医和国画

的创新做法，恰如其分地实现了创作意图，成功地引

发了消费者的共鸣。 

3.3  包装设计中的水墨画 

相比于水墨文字与图形，水墨画不仅能使包装设

计更富亲切感，而且还能让包装设计表现得更加完

整、和谐，让受众能更直观地感知产品的精致和品质。

首先，礼品包装设计中的水墨画。中秋佳节，人们总

喜欢购买月饼作为礼品来传达情感，在月饼礼盒的包

装设计中，设计师多会融入一些中国古典元素，有的

更是将嫦娥奔月等传说故事通过水墨画的形式呈现

在包装中，从而使得整个包装传递出浓浓的亲切感和

深厚的文化内涵，既呼应节日，又不庸俗，很好地满

足了消费者的情感需求[9]。其次，茶叶包装设计中的

水墨画。纵观当前的茶叶包装市场，很多包装都是将

拍摄的一些真实图片进行简单地编排设计，虽然具备

真实性，但是难免显得严谨和呆板，缺少情感的表达。

为了提升包装的整体形象，设计师开始尝试将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以山水为对象的水墨作品融入包装中，并

借助名画效应及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增强其美观的视

觉效果。比如，一款碧螺春茶叶的包装设计就选用了

一幅水墨画作为包装的主要装饰图案，周围只有简单

的修饰图案来陪衬，整个包装并没有因为缺少装饰而

显得单调，反而十分美观。 

3.4  包装设计中的水墨意境 

虚与实在中国传统美学上是一对对立统一的重

要范畴，是营造意境的主要方面。水墨艺术经常会有

大片留白，以虚衬实，拓展画面意境，这一特点同样

适用于包装设计[10]。频道包装作为当前一种重要的包

装类型，十分注重意境的营造，在设计过程中，设计

师经常会利用水墨元素来营造出深远的意境，让观

众在观看频道包装作品中受到文化的洗礼。首先，

营造意蕴深长的韵味。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相信品

牌的力量》水墨风格宣传片，就利用水墨元素的表

达笼罩上了浓浓的中国味。随着水墨的变幻和流动，

从无形到有形，从有界到无疆，由近到远，在似与

不似间的物象中，完美展现了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

的精神和气息，塑造了一个由有限到无限的意境，

呈现出一种抽象、妙不可言的新的气韵。其次，讲

究声画结合的视听享受。戏曲频道的一条水墨宣传

片，演员飘洒的袖摆，徐徐的脚步，让观众仿佛听

到了中国的《牡丹亭》等悠远的戏曲声音从远处传

来，引人遐想，有效渲染了气氛，再配合水墨画面

的意境，两者交相呼应，此情此景美不胜收，给观

众带来了声画结合的视听享受。 

4  结语 

在当今社会，包装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的载

体，更多地要承担一定的文化功能，以此来促进销售。

传统水墨元素的融入，恰恰能够有效引导现代包装设

计，更好地传递视觉信息。中国的包装设计师必须要

建立起创作特色，在设计中凸显中国气派及民族特

色，巧妙依托水墨元素的文化载体作用，设计出带有

独特东方文化气韵的包装作品，让水墨艺术独特的文

化特质在现代设计中产生更大的艺术魅力，促进包装

设计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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