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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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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实现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在现代包装

设计中的创造性吸收和再利用，拓展包装设计的文化内涵。方法 通过研究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的特

点与文化意涵，结合消费者的审美和心理需求论述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在包装设计中应用的可行性；

尝试将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应用于口嚼型茶叶的包装设计、“莲之物语”化妆品的包装设计和瑜伽精油

的包装设计。结论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是异域莲花纹样传入之初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后，形成具有独

特造型风格的装饰纹样，莲花装饰纹样的美好寓意一直流传至今。将莲花装饰纹样与包装设计相结合，

使包装设计作品获得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促进装饰纹样以一种新的形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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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otus Decorative Pattern in Northern  
Dynasties' Grottoes in Packaging Design 

LI Xiao-yu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03700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lotus decorative pattern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grottoes in 
packaging design, to realize the creative absorption and re-design of the lotus decorative pattern in the northern grottoes in 
modern design, and to exp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packaging design. By study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m-
plications of lotus decorative patterns in the grotto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combining the aesthetic and psycho-
logical needs of consumer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lotus decorative patterns in the grotto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packaging design. We tried to apply the decoration pattern of lotus in northern dynasties’ grottoes to 
the package design of chewing tea, the cosmetic package design of "the story of lotus" and the package design of yoga 
essential oil. The northern dynasties’ grottoes decorative pattern is a unique decorative pattern which integrates the tradi-
tional culture with foreign lotus pattern when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he lotus decoration pattern of fine moral has 
been spread so far. Combination of lotus decorative pattern and packaging design endows packaging with richer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attern of manifestation. It promotes the promo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s in a new form. 
KEY WORDS: Northern dynasties' grottoes; lotus decorative pattern; packaging design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现代设计越来越注重传统

特色的传承与发展，众多传统元素为现代设计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设计素材，传统元素的研究、

挖掘和应用对于民族文化的弘扬有着重要的意义。在

众多传统元素中，选择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作为研

究对象，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莲花在希腊、埃

及、印度、中国都是非常盛行的装饰纹样，在中国佛

教艺术、民间艺术、中国画艺术、造物艺术等领域都

是常见的题材。莲花装饰纹样形态多样，内涵深厚，

是植物纹样史上最活跃的传统装饰纹样。其二，北朝

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是佛教与装饰艺术却得到了蓬

勃的发展，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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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到了海外。将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应用于包装设

计，可实现传统装饰纹样传承与再设计的目标，依托

莲花装饰纹样的文化内涵，提升商品的品牌形象和竞

争优势。 

1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简介 

北朝时期，莲花装饰纹样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被用于装饰窟顶、台座、方格、拱门、明窗、

各种装饰带等。结合北朝石窟的佛教背景，根据不同

时期的风格特点，莲花装饰纹样与当时多种外来文化

相融合，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纹样，丰富了北朝石窟

的样貌形制，展现了莲花纹样独特的装饰性。 

2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的特点与文化意涵 

2.1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的特点 

北朝是敦煌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的发展初期，敦煌

石窟莲花装饰纹样形态丰富，莲花华盖、莲花藻井和

化生设计得非常醒目，这些设计受当时凉州的影响，

是西域与龟兹、于阗两地佛教莲花装饰艺术在河西大 
 

地上融汇创新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莲花装饰风格[1]。随
着北凉的灭亡，莲花装饰风格逐渐转向平城时代的云
冈石窟，此时的莲花装饰纹样已有明显的中国特点，
是植物装饰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之后的龙门石窟在
平城风格的莲花纹样上又丰富了许多，形成外来文化
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装饰纹样，创造出新的中国式石
窟莲花装饰纹样，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的演变见
图 1。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根据石窟内的建筑结构、
位置、面积等创造了许多构图形式，在简单稳定的框
架基础上，衍生出许多造型结构，北朝石窟莲花装饰
纹样的造型见图 2。从石窟中莲花装饰纹样分布的情
况来看，不同位置的莲花装饰纹样造型结构虽有差
异，但基本的表现形式相似，在简单几何框架的基础
上对莲花装饰纹样进行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形成动
静相结合的装饰效果。在色彩方面，主要以土红、石
绿、石青等色为主，通过颜色的明度对比、冷暖对比
以及多种色彩并置的处理，莲花装饰纹样产生了丰富
的视觉变化，与主体之间的主次关系更加明确，从而
营造了主体的空间层次感，使主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
注意。 

 
 

图 1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的演变 
Fig.1 Evolution of lotus decorative pattern in Northern Dynasties 

 

 
 

图 2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的造型 
Fig.2 Shape of lotus decoration pattern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grottoes 

 
北朝石窟中的莲花装饰纹样具有姿态各异的造

型结构、变幻莫测的构图形式以及五彩斑斓的色彩，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晶，将北朝石窟莲花

装饰纹样应用于包装设计，是传统美学典型代表的传

承。优秀的包装设计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若

能巧妙地将这种传统的典型装饰纹样应用于包装设

计中，既凸显其文化价值，又给人以视觉享受。 

2.2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的文化意涵 

北朝莲花具有圣洁和生死轮回的象征意义，传达

了人们对生命礼赞的吉祥寓意，推动了石窟莲花装饰

纹样在我国被接纳和融合后的发展，推动了莲花装饰

纹样在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中象征的共通性，主要表

现在寓意表达和信仰崇拜方面如莲花与观音是佛教

的象征。在民间，莲代表多子，两者相结合就有了送

子观音的形象，莲花装饰纹样将人们的世俗情感与宗

教信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满足了人们日常的情感

需求和审美标准，又满足了人们对佛教虔诚的信仰，

将这些与莲花有关的资料收集起来，使我们深刻地感

受到“莲族艺术”的魅力。 
莲花装饰纹样作为最早进入装饰领域的植物纹

样，与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相融合，丰富了中国莲文化

的内涵，后来从佛教影响中脱离出来，逐渐形成单独

意义上的吉祥图案，承载着美好的寓意在民间开始流

行。将莲花装饰纹样应用于包装设计中，既将美好祝

福通过视觉形象表达出来，又对莲花装饰纹样进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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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以期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效果，使包装设计不

再千篇一律，如莲花造型的包装设计，见图 3。 
 

 
 

图 3  莲花造型的包装 
Fig.3 Packaging of lotus shape 

 

3  北朝石窟莲花装饰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

应用 

随着社会发展，产品的包装设计已成为提升产品

知名度，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的重要环节，良好的视觉

表现可以吸引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对北朝石窟莲花

装饰纹样的研究，使人们了解到莲花纹样不但具有装

饰性，而且寓意美好，深受人们的喜爱，随着社会审

美需求的不断发展，其表现形式也不断演变。将莲花

装饰纹样应用于包装设计中，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一 
种形式。 

3.1  可嚼@茶的包装设计 

茶在中国历史悠久，现已是生活必需品，对于年
轻人来说，由于喝茶的工序太繁琐了，所以常常没时
间慢慢品茶。有时吃完饭咀嚼点茶叶可以有效清除口
中异味，如咀嚼茶——@茶。"@"是网络信息的符号
代表，希望将北朝莲花装饰纹样应用于@茶包装设
计，将茶文化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引入年轻群体。选择
北朝石窟的莲花作为装饰纹样的原因：（1）根据考古
研究调查发现莲花装饰纹样造型变化多样，为石窟艺
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可能性；（2）石窟中莲花装饰纹
样适用性强，能与其他纹样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为唐
以后莲花装饰纹样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的基础；（3）生
命力顽强，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跌宕起伏，它始终能够
以一种独有的形态发展下去，就像一位老人始终保持
青春活力；（4）寓意美好，将茶包装与莲花纹样相结
合，也是希望两种古老的文化能够被更多的年轻人所
熟知，并接纳和喜爱上它们。 

可嚼@茶包装设计中莲花的造型，选择石窟中的
莲瓣作为单元图形，通过群化对其外观造型、组合形
式、颜色搭配等方面进行设计。从石窟中提取的花瓣
造型整体饱满，整个瓣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又有一
竖长弧形装饰，左右对称分出两个小瓣，故将其定名
为“对分式”[2]。对分式莲瓣随着石窟艺术的繁荣应
用范围变得更加广泛，是最有代表性的莲瓣装饰纹
样；组合形式以群化构成为主；色彩选用单色、双色
或同类色，周围搭配点、线的设计使整个图形富有现
代感，莲花瓣的造型设计见图 4—图 7。 

 

 
 

图 4  莲花瓣的造型设计 
Fig.4 Shape design of lotus petals 

 

 
 

图 5  组合形式 
Fig.5 Combined form 

 

 
 

图 6  色彩搭配 
Fig.6 Color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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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茶》包装设计 
Fig.7 @TEA packaging design 

 

3.2 《莲之物语》化妆品包装设计 

现在许多化妆品的包装设计会选择花元素作为

装饰，一方面向消费者传达产品具有的美容效果；另

一方面彰显其包装设计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莲花美

白、水嫩的特点与化妆品美白、保湿的特性相符，而

且莲会使人联想到美好圣洁的事物，以此为灵感设计

了《莲之物语》化妆品的包装。包装中的图形部分选

择不同造型的莲花装饰纹样，在莲花内部融入敦煌、

云冈、龙门等石窟中的某些场景，然后在包装上搭配

文字说明，介绍石窟建造的历史，或北朝历史上著名

的事件和人物，或是石窟中的神话故事等。整个设计

简洁明了，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可以了解一些

历史知识，能很好地拓展包装设计的文化内涵，“莲

之物语”的化妆品包装设计见图 8。 

 
 

 
 

图 8 《莲之物语》的化妆品包装设计 
Fig.8 Cosmetic packaging design of "The Story of Lotus" 

 

3.3  瑜伽精油包装设计 

瑜伽起源于印度，早期是为了实现精神方面的解

脱而采用的一种修行方式，后来被佛教所吸收、接纳，

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相结合的运动。传入我国后受到社

会各阶层的喜爱和推崇，在学习瑜伽过程中，人们发

现很多瑜伽姿势的名称都与莲花有关，可见莲与瑜伽

的发展密不可分。以此为契机，将北朝石窟莲花装饰

纹样引入瑜伽精油的包装设计中，见图 9。 
 

 
 

图 9  瑜伽精油的包装设计 
Fig.9 Packaging design of yoga essentia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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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莲花作为装饰题材，在我国传统纹样中有着悠久

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美好的现实寓意，成为北

朝之后莲花装饰纹样的范本，其积淀的文化内涵和多

样化的表现形式，对现代包装设计有着极为重要的借

鉴和参考的意义。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北朝石窟莲花装

饰纹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美学元素的传承和发展，更是北朝

莲花装饰纹样顺应新时代，展现和谐、吉祥、美好观

念。在包装设计中巧妙依托莲花装饰纹样的美好寓

意，设计出具有文化韵味的包装作品，可以使北朝石

窟莲花装饰纹样在现代设计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

力，同时也丰富了现代包装设计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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