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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土特产包装设计策略及其对地域文化的多样化传承与发展。方法 为了进一步探寻地域

文化在土特产包装设计中的融合可行性，本文从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切入，研究土特产包装的文化价值

和经济价值，再联系土特产包装设计的现状，提出当前现实存在的缺乏新意、过于简略、不够时尚、内

涵不足等问题，由此探析相关的应用策略，总结两者在文化、材料和工艺、人文精神、功能价值以及自

然元素等层面的有效结合，深入探析两者在未来的长久合作与融合，得出相关的创新与发展的有效策略。

结论 在商品包装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当下，将地域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土特产包装设计中，可以以显

著的地域烙印与独特的文化特征吸引人们的目光，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地域经济发展，增强地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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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e Design of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ZHAO Ju-yu 
(Huai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uaian 22300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and its diversifie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local specialty,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cultural value and eco-
nomic value of the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were studied. Th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design,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a lack of new ideas, oversimplification, a lack of fashion and connotation, 
etc. in the current reality were put forward, thus exploring the relevant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nd summarizing the effec-
tiv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 the aspects of culture,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humanistic spirit, functional value and 
natural elements, and further analyzing the long-term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 the future to obtain the 
relevant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present moment when the homogenization of com-
modity packaging becomes increasingly serious, the ingenious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 design of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can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with obvious regional brand and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consumption,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enhanc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reg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地域文化是各个地域的特有因素，其在政治、经

济以及文化等方面表现突出，独具个性，是推动地域

经济发展与增强地域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其在地域

性、丰富性、稳定性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更让其获得

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机遇。具体而言，地域文化的地域

性是当地特有的一些风俗习惯、思维习惯、道德传统

和价值观等，其既有自身的特点，又不完全受限于自

身，从而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存在形式，并结合不同

的等级层次进行了进一步细分，深刻影响着当地社会

整体的发展。正因有了这一文化形式的存在与传承，

无论我们走向何方、身处何地，一见到独特而又亲切

的元素或产品，便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亲近感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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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这便是地域文化自身相对稳定的特征在人们脑

海中的固化存在的影响[1]。那么，地域文化与土特产

包装的文化价值存在哪些共同点，两者之间的融合实

际又是如何，这些问题便需要也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

结合，最终实现文化与产品的互生，人生与心灵的碰

撞，造就的也是更加绚丽多姿的包装设计。 

1  土特产包装的价值分析 

无论是产品推销还是其所蕴涵的时尚文化等，这

些都是土特产包装设计在与品牌打造、广告宣传同步

推进的过程中对消费群体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方面。

想要设计出包含地域文化特质的个性化土特产品牌包

装设计，必须从其所要实现的重要价值方面着手[2]。 

1.1  文化价值 

土特产品牌包装设计的文化价值主要来自两方

面，一是地域文化价值，一是传统文化价值。在地域

角度分析，由于每个国家与民族受自然因素与社会因

素的制约，在语言、思维、习惯、价值、审美观念以

及道德素养等方面普遍有着个性化特点，这就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

土特产品牌的包装设计活动中。借助这些地域性的图

形、文字、色彩以及由此所呈现出来的风格和营造的

意境，可以赋予土特产包装设计特色化的文化内涵，

展现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传统习惯，这对人

们进一步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有利于扩大土特产包装的影响力[3]。从传统文化

角度分析，那些在各个历史时期保留下来的各具特色

的文化遗产，与土特产包装设计有着很多的契合点，

将其蕴涵于土特产包装设计中，能够赋予包装浓郁的民

族文化气息，有利于进一步发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1.2  经济价值 

对于产品而言，包装设计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研发

设计、生产加工、市场投放、经营销售。所有的包装

设计除了基本的保护产品安全外，还要着力提升自身

的附加值，帮助产品提升竞争力。尤其对于土特产商

品而言，其包装设计更加对经济价值有着高追求。将

地域文化融入土特产品牌包装设计之中，融合社会、

艺术、心理、技术、经济等诸多要素的创造性工作，

能够促使消费者产生信赖感，认可土特产品，这对土

特产品的经济价值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2  土特产包装设计的现状  

由于种种原因，土特产包装设计仍然没有形成成

熟的设计方向与形式，导致所生产的土特产品在形象

与情感等方面存在缺陷，给其外来的市场占有及发展

形成了一定的阻力。 

2.1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过于简陋 

土特产品包装由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包装

材料、包装方式上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还有的甚

至没有必要的文字说明，色彩图案搭配也存在诸多问

题[4]。很多包装设计都只是采用较简易的材料、陈旧

的结构和过于俗气的装潢，如火锅底料的各种成份含

量标注不清楚，缺乏统一标准；图文说明欠缺，甚至

毫无英文介绍等。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对商品的风

格有很大影响，不仅没有提升产品的价值，而且降低

了产品的档次。 

2.2  缺乏地域特色，过于大众 

作为一个地方特有的产品，土特产在自然条件状

况下生长，普遍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但在实际的包装

设计中，商业味道是越来越浓，要么采用简陋的塑料

包装或无包装的地摊销售，要么只追求高达上的外在

包装形象，毫无文化内涵[5]。即使有对地域文化元素

的运用，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灵活的应用，更多的是

一种趋向于大众流行的表现，过于浅显的形式和普通

的内容难以对地域特色进行良好的展示，更别谈引发

消费者的购买冲动、促成消费了。 

2.3  设计师思维禁锢，缺乏创新 

设计师的思维误区直接导致土特产包装设计的

偏离[6]。在当前这个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背景

下，土特产品更是成了发展地方经济、带动产业效益

的重要载体，但是却一直处于尴尬境地。部分设计师

在对土特产品进行包装设计时，没有品牌意识和创新

意识，导致土特产包装与中国地域文化不统一，使产

品的形象与价值产生反作用，既无法彰显地域文化，又

无法建立个性化的品牌形象，更无法与竞争对手抗衡。 

3  地域文化在土特产包装设计中的传承与

发展策略 

地域文化在土特产包装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有

着多种多样的方式与路径，但综合来看，主要集中在

突出文化特色、注重材料与工艺、关注人文精神、实

用性与功能性并存等方面，并且在实际的设计生产过

程中出现了许多值得肯定与借鉴的设计实例，下面即

对这些具体路径展开探究。 

3.1  突出文化特色 

传承地域文化，首先要做的便是对文化的重视与

解读。那些在一定区域内积淀形成的文化资源或传

统，是土特产包装设计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但在整

个运用过程中，所有的地域文化元素并不是原封不动

地照抄照搬，而是结合图形、文字、色彩等多元素视

角对包装的整体效果进行统筹，对设计形式进行创

新，更好地展现地域文化特色[7]。例如，陕西西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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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装设计就从地域文化元素入手，以当地的民间土

陶为造型，结合古代勇士头巾缀带对包装封口进行装

饰，如此便打破了酒的配方与酿造趋于定期的态势，

充满了个性与特色，也很好地展现了地域文化特质。

又如，湖南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岳阳楼、岳麓书院、

屈子祠等都彰显了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在当地

的土特产品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结合其中独有的

建筑、服饰、首饰、乐器，甚至是节日舞蹈等元素，

进行包装设计，推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2  注重材料与工艺 

从实际来看，依据地方独特的产品，结合其与不

同档次、不同消费层次的包装造型配合设计，科学选

用草、藤、竹、柳、木、丝织物、棉麻、陶瓷等天然

材料，能够使产品更具特色和吸引力[8]。此外，在工

艺的选择上，设计师还要结合不同的地理状况、气候

等条件，准确选用地域材料，在保护土特产品的基础

上，准确传达整体意境，促使土特产品借助包装的东

风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体现一个民族区域的特有工艺

特征。比如，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各个地域的材料与

工艺各不相同。在浙江会采用反簧做成的面筋篓、茶

叶筒等形式，而福建则采用竹笋皮对茶叶进行包装，

无论哪种形式与材料，都有着巧妙的制作技术，造型

独特，材料合理，在包装同质化严重的当下，像一缕

新风吹醒了土特产包装设计的勃勃生机。 

3.3  关注人文精神 

将情感融入到设计中去，对当地土特产进行设

计，突出各个地域土特产包装设计的不同情感，这是

土特产包装设计的一大原则 [9]。相同质量的土特产

品，设计精美的包装与简陋的包装相比，虽然在成本

上有所增加，但却能给人带来美好的视觉享受和良好

的触感，与消费者形成情感共鸣。另外，关注人文精

神也是对社会的责任，更是对包装设计社会价值的体

现。这些都说明了将情感融入设计，能凸显地域情怀

的重要性。作为包装设计师，必须注重地域特色，强

调可持续理念，使土特产品包装设计形成一种人文关

怀。比如，湖北孝感麻糖就以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故

事为主题，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阆

中张飞牛肉包装设计，充分借鉴了张飞的画像和脸

谱，在传承地域文化符号的同时，引发了消费者的怀

古情怀。东北的米粽包装，外衣就是粽叶，其叶取材

于自然植物芦苇，不仅让米粽的清香回味无穷，而且

让包装在自然界中自然循环分解，体现了对环保理念

的重视与推广。 

3.4  实用性与功能性并存  

土特产品包装的形状和结构设计要注重实用性

与功能性，在处理好地域性与创新的关系上，利用现

代设计手段，演绎土特产包装[10]。比如，浦江剪纸工

艺颇具特色，其题材广泛，涉及花鸟、草虫、山水、

民间传说等多方面，图案又清新大方，将这一元素融

入当地的土特产品包装设计，能够在传达地域文化的

同时，给大众以良好的审美体验。在一些中药材的包

装上，既要注重实用性，用详尽的文字说明产品的功

效、使用和养护等，又要充分考虑人体工程学，选用

易携带、耐携带的材料进行设计，方便人们日常携带

或作为礼品赠送。此外，在演绎土特产包装时，设计

师还可以利用现代设计手段，给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添

加新的意义，使土特产品向更高档次发展。 

4  结语 

土特产包装作为一种特殊的包装样式，离不开这

一产品的地域、民族以及时代背景，因此，在实际的

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必须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着

手，深入考察本地区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调查了

解本地区的产品特点及生产、生活特色，通过艺术手

法将地域文化符号、现代审美理念、现代设计形式融

合，设计出有鲜明地方特色、深厚文化内涵、独特审

美特征和强烈时代精神的土特产包装，使土特产包装

建立起大众的文化认同感，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不断

丰富和发展包装的材料与形式，走出国门，走向更加

广阔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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