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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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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中国传统纹样的东方魅力及其精髓所在，并深入分析其与包装设计在诸多方面的交融，

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方法 分析传统纹样这一最具代表性元素的内涵与特点，总结其在现代包装设计

中的价值体现，并借助添加与删减、分解与重构、变形与整合等艺术设计手法，进一步把握设计方向；

再细化至包装设计领域中的各个环节，分析青花纹、云纹、青铜纹等代表性纹样在酒类包装、茶包装、

工艺品包装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方法。结论 传统纹样所赋予包装设计的是完美的包装创意和独特的艺术

风格，既展现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给人以精神到物质的极大享受与满足，是包装设计民族化、时

代化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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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Packaging Design 

XIANG Jing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oriental charm and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deeply ana-
lyze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m and packaging design in many aspect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lement, were analyzed to summarize 
their value embodiment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and further grasp the design direction by means of artistic design 
methods such as addition and deletion, decompo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de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etc. Then, every 
link in the field of packaging design was refined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of representative patterns 
such as green patterns, cloud patterns, bronze patterns, etc. in wine packaging, tea packaging, handicraft packaging, etc. 
Traditional patterns endow packaging design with perfect packaging creativity and unique artistic style, which not only 
shows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gives people great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from spirit to material. 
They ar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nation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packaging design.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 packaging design; nationalization 

在科技与信息大爆发的时代，文化范式不断进行

变化与更新，各种形态、倾向、风格的文化样式开始

出现，包装设计就是其中之一。在进行包装设计时，

设计师不再单一注重实用的保护功能，而是开始了向

更美好的传播理念、完美的造型特征、独特的艺术风

格等层面的递进[1]。正因如此，包装艺术价值高的商

品总是能够迅速在同类中脱颖而出，轻松获得人们的

认可与喜爱，进而使人在极大的精神与物质满足中进

行消费[2]。这已经成为了当前包装设计重要的设计思

路与发展目标。为了充分挖掘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使其与现代包装的特点和要求完美结合，设计出

富含传统文化色彩和强烈时代气息经典包装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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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纹样开始进入设计师的视野，并凭借自身优越

的内容与形式、淳朴的民俗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

为了民族化设计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 

1  中国传统纹样简介 

所谓纹样，多指那些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律进行抽

象、变化所最终形成的具备规则化、定型化特征并普

遍应用于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图形[3]。中国传统纹样作

为其中一个优秀的代表，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局限于原

有的基本形式与内涵，而是在不断丰富中实现了多样

化的形式、深厚的意蕴和迥异艺术风格的图意相生的

整体形象。具体来看，中国传统纹样主要包含以下几

种类型：水纹、火焰纹、人面纹、花卉纹、鱼纹等彩

陶纹，龙纹、凤纹、云雷纹、四瓣花纹及象形文字纹

等青铜纹，蟠离纹、怪兽纹、各种动物纹等砖石纹，

卷草纹、花鸟纹、联珠纹等花卉纹，万字纹、回纹、

如意纹、龟背纹等其他图案纹样。这些丰富多元的传

统纹样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凝结了劳动人民智慧

的民族文化内容，其中所表达的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

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无论是动物纹样、植物

纹样还是其他多样化的纹样，其所包含的传统韵味和

文化价值，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族特质的发挥。 

2  传统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方向与方法 

传统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可以让包装设计

赋予深厚的传统韵味，这有利于提升品牌的文化内

涵，进一步拓展品牌亲和力[5]。但是，在具体的应用

中并不是盲目和随意的，传统纹样必须遵循基本的设

计发展规律与方向。 
1）运用形式美法则。在现代艺术设计领域，形

式美法则几乎是通用的，其体现在包装设计中对传统

纹样的应用上同样如此 [6]。只有合理运用形式美法

则，才能进一步明确设计的初衷，设计出符合现代包

装设计要求的作品。 
2）科学扬弃。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岁月的洗礼，

传统纹样虽然仍有其精髓与内涵的可贵之处，可以为

包装设计提供足够多的资源与借鉴，但其毕竟不是完

美的，有很多因素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包装设计的发展

要求，所以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必须做到科学的扬

弃，合理、有效地加以创造。 
3）寓意、内涵的升华。中国传统纹样在发展过

程中已经实现了很大意义上的内涵与寓意的升华，成

为了一个时代文化特质的映衬。所以，在具体的包装

设计中必须以其寓意为基础，最大化地展现其历史文

化、艺术价值，同时摒弃那些与时代不符的元素，最

终形成个性、丰富的包装设计形式。 
从这些实际的应用方向分析，传统纹样在包装设

计中的创作法则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添加与删减。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素材的选

择意义重大。面对灿若星河的传统纹样长河，必须对

素材进行充分把握，斟酌每一个元素在表现上经过提

炼后能不能表达理想的意境，进而对其进行适当的添

加与删减，让整体更加凝练[7]。 
2）分解与重构。简单添加与删减是无法满足设

计需求的，所以设计师还要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对传统

纹样进行分解与重构，或者选择其中重要的部分进行

重新组合，或者将某一元素进行细致的分解，从而形成

具有良好视觉美感的新形象，实现包装设计的新颖性。 
3）变形与整合。在包装设计中，传统纹样的应

用必须与设计的整体效果甚至意境相统一，所以对原

纹样进行变形与整合，促使其形成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成为必然。在此基础上，再将所有变形的元素进行整

合统一，塑造一种整体感，如此便可实现更好的艺术

效果。 

3  传统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传统纹样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且在不断地与包

装设计的融合过程中，更加彰显了自身的民族化特质

与文化优越性，赋予了包装设计更加多元的创作理念

与创作路径[8]。下面主要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青花

纹样、云纹、缠枝纹、青铜纹样就其在包装设计中的

应用方式进行分析。 

3.1  青花纹样 

青花纹样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创造实践活动

过程中辅以筛选淘汰最终形成的一种固定的艺术形

式，其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和符号化特性，动中有

静，动静结合，同时囊括莲花、菊花、灵芝、龙纹、

凤纹等纹样。整体来看，青花纹样所展现的是丰富多

变的视觉审美，无论是图形、色彩等视觉元素还是思

想表达这一抽象的表现形式，其蓝白体系总是透露着

一种清丽、脱俗、简约的美[9]。而在文化内涵上，青

花纹样也将不同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进行

了传达。凡此种种，都赋予了青花纹样独特又美好的

形式与人文关怀。这样一种纹样的存在，给现代包装

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资源，那些糅合了青花纹样的

包装设计作品，既强化和突出了表达对象的具体含

义，又赋予了包装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表达。 
在工艺品包装设计中，青花纹样的应用就十分独

特。从目前市场上的工艺品礼品卡的设计形式看，设

计师并不是简单以“拿来主义”的态度进行“复制性”

创作，而是结合工艺品包装在定价与消费者群体等影

响要素进行合理的定位与优化，在手法上也多选择打

散与重构等形式，强化了美学价值，更显得精益求精，

最终在有限的空间与体积中设计出了符合该群体消

费水平和心理的青花包装图案，表达出一种和谐的文

化意境，更增添了工艺品的艺术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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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品包装设计中，青花纹样那种民族文化韵

味，弱化了商业气息，将传统与现代的审美情趣融会

贯通，实现了民族化和具有现代感的审美格调的结

合，既彰显出新的活力，又增强了酒文化的艺术感染

力与竞争力[10]。比如，山西汾酒的青花外包装设计就

将青花花卉图案等纹样进行了借鉴与创造，使得整体

的包装构图与容器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清新、淡雅

之感，体现了一般非工艺品所难以实现的工艺品设计

效果。青花浏阳河酒包装设计也将青花纹样的造型及

构成表现形式进行了创造性应用，极富传统特色的

龙、凤、缠枝等纹饰既有传统文化韵味，又有现代艺

术的时尚感，更显得其包装形式的独特，也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3.2  云纹、缠枝纹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对万事万物祝福的心理意

愿和生活追求，他们对美好事物心存向往，并将其寄

托于各种艺术形式中，传统纹样就是其中之一。整体

来看，传统纹样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一种吉祥的代

表，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在当前的包装设计中，

设计师十分注重对这些有着吉祥寓意的传统纹样的

借鉴与应用，希望借助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精

神，经过消化、吸收、活学活用最后渗透到包装设计

中，实现艺术价值的最大化[11]。这一点在茶叶包装设

计中体现得较为明显。那些有着吉祥寓意的云纹、缠

枝纹等传统纹样，就赋予了茶叶包装更好的艺术形式

与内涵的表达，绽放出独特的光彩魅力。 
对云纹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茶叶包装的图案设计

上。设计师将云纹与茶叶包装中的文化内涵与情感表

达相融合，实现了艺术个性的展现。而缠枝纹样在茶

叶包装中的应用更加多样，无论是龙凤纹样还是植物

花鸟纹样，在茶叶包装中总是能够与其他元素相配

合，实现一种装饰性和主题性的升华，在轻松展现设

计主题的基础上，营造一种美好的意境，更有利于自身

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市场营销的便利。 

3.3  青铜纹样 

青铜纹样与当时的社会关系和审美观念有密切

相关，其形式讲究结构的绝对对称，以突显一种大气、

庄严的感觉，同时强调以层次感和虚实感来体现运动的

表现形式，反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思想和文化内涵[12]。

将这样一种纹样应用于包装设计中，能够有效拓展设

计师的设计思维，既可以给人一种思想上的压迫感，

让人有肃然起敬的感觉，又可以体现出产品高端的情

感特色，反映出该商品在此行业中的整体地位，起到

一定的暗示作用。较为常见的是在一些男性消费产品

的包装设计中选用比较古朴或严谨的青铜纹样，如

茶、酒、烟等，旨在借助青铜纹样蕴含的文化内涵反

映出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性，这种暗示性恰恰丰

富与彰显了包装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金徽酒业生

产的一款酒品包装就在酒瓶及外包装都使用了云雷

纹作为装饰的主体元素，并配以相对淡雅的绿色，整

体形成了自然、典雅、简洁、古朴的艺术特质，使人

一眼看过去就能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情怀，与其

说是一种包装，不如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4  结语 

中华民族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对其中的优秀

元素进行挖掘与利用，不仅可以促进传统文化元素的

现代化发展，还能赋予现代艺术形式更加丰富的民族

文化特质，体现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良好结合。传统纹

样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正是基于这一层面而开

展的。作为设计师，必须科学地面对这一优秀的民族

文化形式，认真研究传统图案纹样的形式和内涵，分

析传统纹样在创作过程中应遵循的规则，不断积累创

新，如此才能创造出独具我国特色的包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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