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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包装设计的符号性及其具体应用。方法 从符号的概念及特点入手，分析符号的几种代

表性元素，然后结合象征性符号、传统文化符号、地域文化符号等具体形式对其在包装设计中的突出表

现进行分析，总结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正确应用方式。结论 符号能够帮助包装设计更准确地向消

费者传达产品信息，优秀的包装设计能唤醒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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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mbolization in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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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symbolization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s, several representative elements of the symbol were analyzed, and then com-

bined with the emblematic symbols, traditional culture symbols,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and other specific forms, i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was analyzed,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its correct 

application mode were summarized. Symbol can help the packaging design to convey product information to consumers 

more accurately, arouse consumers' desire to purchase with excellent packag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

modit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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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快，信息传递形式趋于

符号化，毫不夸张地说，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信息的表

达都与符号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符号，多指文学、

语言、电码、数学符号、化学符号、交通标志等，是

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其本质是一种将现实进行抽

象的一种载体[1]。具体而言，符号就是用来代表某物，

从而便于人们理解的载体。我们将要探讨的包装设

计，其表现形式的元素，也是符号中的范畴。设计师

在进行包装设计时常常会以承载一定的信息为目的，

然后借助符号化的方式、原理、手段来表达设计意图，

传达自我的设计理念和艺术主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消费者从包装上寻求所需产品。随着商品社会的

迅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符号化包装设计表 

现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2]。通过这些个性化的符
号，包装设计拓展出了更大的表现空间，赢得了市场，
强化了产品的品牌形象，更借助产品的某种共性特征
将同一品牌的产品及内容相互关联的产品整合为了
一体，帮助企业树立了群体产品的整体形象及良好的
商业信誉和口碑。 

1  包装设计中符号的几种形式 

将符号应用于包装设计中，并借助文字、色彩、
图案、材质，既能够进行直观地表述，又能赋予产品
文化内涵，大大提升包装设计的内在价值，唤醒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具体来讲，符号在包装设计中的存在
形式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其一，文字。文字符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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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极强的可读性和可认性，能够提高人们对文字信息

的接受频率，加深记忆，起着解释产品内容的作用[3]。

在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多围绕产品的属性及整体形象

进行文字设计，通过主次有序、和谐统一的安排，实

现良好的信息表达。其二，图形。图形是符号语言中

最具表达力的，其能够轻松跨越越国界、语言的界限，

装饰包装的外观，让包装设计呈现出丰富的艺术效

果，因此，在符号化的包装设计中，设计师为了抓住

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视觉诉求，常常利用出色的图形

图案来吸引消费者眼球，实现信息的有效沟通，分享

其艺术魅力。其三，色彩。色彩是情感的桥梁。在包

装设计中，色彩构成的合理与否，往往影响着整个包

装的成败，如金色表示食品的高贵、绿色表示纯天然

等。正是有了这样多变色彩的支持，包装设计才升华

出一种独特的表现力，使人产生联想[4]。其四，材料。

在文字、图形、色彩的基础上，设计师还要进一步满

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根据商品的特性、文化与地域

特色等，利用特殊的材料完美地体现包装设计中技术

与艺术，实现完美融合。 

2  包装设计中的符号性 

纵观当前的包装设计，那些优秀的包装作品必然

有着独特的设计符号，是商品的物质性与自身形象价

值的完美结合，因此能成功吸引消费者，拓展产品的

附加值。造成这一现象的，不仅是设计师思想的活跃

与进步，更得益于符号这一特殊的载体。 

2.1  包装设计中的象征性符号 

象征符号并没有固定的概念，它是人们在现实生

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其美好祥

和的寓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包装设计也不例

外。在当前的包装设计中，这些象征符号背后的“意”

常被用来诠释包装的文化内涵，尤其色彩和图形更是

被赋予了象征性、意义和情感，有着美化和突出产品

的重要作用[5]。首先，象征性色彩符号。对于一个包

装来说，其外包装的造型美观与否、文字细致与否、

图案恰当与否、材质适合与否，通通与色彩有着紧密

的关系。色彩是人们感知觉中最敏感的部分，其强烈

的对比效果，能够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激起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促进消费。以粉红色为例，虽然

该色彩的局限性较大，但是在食品包装中却有着广泛

的应用。饼干、糖果、冰淇淋等食品的外包装多选用

粉红色，象征着甜蜜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尝试。

而在一些女性化妆品的包装中，粉红色象征着清新、

自然，多适用于 18 岁至 25 岁的女性消费者；大红色、

深红色有着强烈的成熟、妩媚之感，是 30 岁以上的

女性消费者所钟情的颜色[6]。另外，粉红色还因为有

着甜蜜、浪漫的美好寓意，所以常被商家用在情人节、

母亲节时推出的各种特制包装设计中。这个时候，整

个包装设计不需要复杂的文字说明，不需要导购的讲

解，只一个简单的粉红色，就能赋予产品一定的象征

意味，达到理想的设计效果。除了粉红色，国内包装

市场上的象征性色彩符号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汾

酒的包装选用了青花蓝、白色调等民间色彩，象征着

一种深远和儒雅；孔府家酒的包装选用蓝底红条纹的

色彩搭配，传达出一种神圣与真实；金六福酒的包装

设计，用中国红这一特殊色彩，再配合民间剪纸，表

达了一种民族情意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都是色彩

这一象征性符号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美的体验。其

次，象征性图形符号。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我国人

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图形文化，具有

了中国意味的符号性。无论是梅、兰、竹、菊，还是

龙纹、风纹、麒麟，抑或财神、门神、寿字、八宝等，

都有着美好、吉祥的寓意，其象征性恰恰可以用于当

前的包装设计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应用过程中，设

计师应根据包装设计的具体要求，同时结合整体的外

形和所隐藏的内涵进行灵活运用，如象征雍容华贵的

牡丹、代表清明廉洁的荷花、寓意祥瑞的麒麟等，都

需要与产品及其包装在精神上找到契合点，然后更好

地传达商品信息，从而更加深入人心。 

2.2  包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符号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祖先造就了丰富而

宝贵的文化财富，其中，国画、书法、年画、皮影、

剪纸、刺绣等都是极具特色又有着旺盛生命力的民间

传统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7]。在当前这个经

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将这些取之不

尽的传统文化符号应用于艺术设计中，必将成为设计

的灵感源泉，为设计作品注入活力。具体到包装设计

而言，设计师可以在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对这些传

统文化符号进行创新应用，使其成为包装作品的一种

符号代表，体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文化底蕴。首先，

传统图形符号。传统图形符号是包装设计中凸显产品

艺术形象、表达主题的良好载体，同时也是传承传统

文化的关键。以龙纹为例，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

志，龙纹一直有着极强的艺术魅力，将其应用于包装

设计中能够加强中华民族传统风格的表达，产生一种

强烈的视觉效果。板城烧锅酒的包装设计在龙纹的应

用上较为突出，配合红色、黄色、金色、银色、黑白

色等颜色的大胆调和与搭配，体现了一种追求向上、

吉祥的美好愿望，完整展现了产品理念[8]。其次，传

统文字符号。传统文字符号中不得不提的便是书法，

作为中国高雅的文化形式，书法凭借其深刻的韵味和

极强的装饰性获得了很多包装设计师的青睐，设计师

们纷纷在设计中进行运用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

如，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茶的包装设计讲究一种高雅

气韵，这与书法的特点不谋而合，因此，很多设计师

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开始融入书法元素，或者将包装中

的“茶”字以书法的形式进行展现，或将茶的清香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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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气韵进行结合，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体现了一

种抽象和高雅的美感。 

2.3  包装设计中的地域文化符号 

地域文化符号是人类的活动造就的，其特点是不

同地域的人类的活动创造了不同的物质文化。一般来

说，人文历史符号、风俗习惯符号、自然地理环境符

号等都是地域文化符号的鲜明代表。人文历史符号的

突出特点是记载了一个地域的历史变更，其所展现的

不仅是一个地域特征的形象，而且是该地域所蕴涵的

深厚的文化内涵；风俗习惯符号是该地域人们精神文

化的表现形式，其中主要包括宗教仪式、民间文艺、

风俗庆典和民俗风情等几个要点，有利于丰富现代包

装设计在精神、情感等方面的内容；自然地理环境符

号不仅具有很强的地域识别性，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稳

定性，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形态体系，其独特的地

貌、气候、动植物等特征，能够帮助受众去了解自然

地理知识，最大化地减少重复与照搬，更新设计的资

源库[9]。尤其在今天，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

设计领域突飞猛进的进步。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

愈加明显，很多设计作品在样式、风格上出现了一种

趋同化，模仿与照搬现象长期存在。从这一现实出发，

我国的包装设计师开始了本土化尝试，逐步在设计过

程中融入一些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符号元素，以此提

升现代包装的文化价值，弘扬地域文化。首先，形象

元素符号。为体现地域文化特征，在包装设计中设计

师可采取具有地域特色的色彩、材质以及名胜古迹、

民俗故事、地域自然人文、传统文艺，从中找寻创作

的灵感，借此展现包装中的地域文化形象。其次，色

彩元素符号。在色彩符号的应用上，包装设计师更加

倾向于尊重各个地域不同的文化习俗所造成的不同

的色彩表达与寓意，更多的是借助地域特色文化元素

的使用，第一时间吸引受众的注意。再次，材质造型

元素符号[10]。地域特色的包装设计讲究就地取材，根

据不同地域的地方材质和人文风情环境来思考当下

的包装设计造型，再结合现代工艺进行设计的升华，

从而在传递地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最大化地保持包

装设计的时尚性和现代感。比如，长白山地区的旅游

纪念品的包装设计就是运用地域文化符号的典型代

表。设计师在进行旅游纪念品的包装设计时，灵活地

对温泉、长白瀑布、锦江大峡谷等地域文化符号进行

了艺术加工，使其在充分体现长白山特色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一分现代化的艺术美感，有效增强了旅游纪

念品的识别性，突出了长白山的地方特色。 

3  结语  

现今的消费群体已经不再是某一年龄段的人的

主场，各个年龄段都在广泛参与，他们普遍有着较高

的需求，希望看到更加满意的产品包装，在达到物质

满足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从这一点出发，包

装设计中的各种符号恰恰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其

总是有着其他元素所不具备的特点及优势。设计师所要

做的是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合理、大胆地对这些文

化符号进行挑选、组合、转换与再生，必要时还要融

入自己的思想符号或受众所共同认可的符号，增强想

象的认知度，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突出重围，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包装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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