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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叙事学在老字号包装设计上的创新应用。方法 以老字号的包装设计为研究重点，通过

查阅文献法和实地调研等方法，掌握叙事学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研究并总结叙事性在包装设计中

所蕴含的共性，包括叙事主题、叙事易读、文化内涵和叙事表现等四个方面。以陕西食品类老字号德懋

恭为例，分析其包装设计发展的一贯特性，并与叙事性包装设计的方法相结合对其产品的包装进行创新

设计。结论 中华老字号品牌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必然要进行品牌的升级转型。通过将叙事学理

论延伸到包装设计中，可以改善老字号的包装设计，赋予产品包装更多功能价值，使产品信息和老字号

品牌蕴含的文化被消费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并为其他老字号包装设计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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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Design of Old Brand Packaging 

XUE Yan-min, WU You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narratology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old brands.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was on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old brand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narratology in packaging 
design was studi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The commonalities of narrativity contained in packaging 
design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which included narrative theme, legibility,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narrative ex-
pression. Then, a case study of old brand Demaogong in Shaanxi Province was carried out to analyze the consistent char-
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in its packaging design. At last, its product packaging was redesigned innovatively in combi-
nation with the method of narrative packaging design.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ide of era development, Chinese old brands 
must upgrade. The narrative theory applied to the packaging design can improve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old brands, give 
the product packaging more functional value and enable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the culture contained in the old brand 
more easily to b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consumers, thereby providing a new reference for other old brands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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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统计显示，现有注册的老字号企业只有

1 600 多家，其中大部分老字号企业经营困难，只有

10%“蓬勃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装陈旧且

多年不换是限制老字号发展的原因之一。新媒体技术

的发展、受众审美的提高和信息获取方式的转变，都

迫使老字号品牌做出创新和改变[1]。本文提出将叙事 

学与老字号包装设计相结合，通过“会讲故事的包装
设计”将老字号品牌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产品特色传递
给消费者。 

1  包装叙事性设计概述 

叙事学最早是应用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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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字号包装叙事性设计概述 
Fig.1  Narrative design overview of old brand packaging 

 
究，是关于叙事文本的理论，叙事学的三要素主要为：

叙述者、受述者和叙事。叙述者即叙述行为的实施者，

受述者即叙述行为的接受者，叙事即事件本身。而事

件在传达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媒介即叙事承载物。罗

兰·巴特曾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说：叙事

的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者书面的有音节语言，是固定

的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

合[2]。由此可见，叙事的承载物并不是单一的。叙述

者通过叙事的承载物将事件传达给受述者，受述者通

过感官来接受信息。 
将这一概念运用在老字号的包装设计中，对应的

关系是：叙述者——中华老字号品牌，叙事——老字

号传达的主题，受述者——老字号品牌的消费者，叙

事承载物——老字号产品的包装设计。老字号包装叙

事性设计概述见图 1，将这四者的关系一一对应起来

完成叙事学在老字号品牌传播中的关系映射。 

2  包装叙事性设计的特征分析 

目前，叙事学在包装设计中已有一些成功的应用

案例，尤其在江浙和中国台湾一带。本文对现有的案

例进行分析提炼，总结得出包装叙事性设计蕴含的共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叙事主题 

叙事设计的核心是“事”，“事”是意义的载体，

也是叙述的主题[3]，对于老字号的包装设计来说“事”

即品牌希望通过包装传达给消费者的中心思想，可分

为“外在主题”和“内在主题”两个部分。“外在主

题”指的是造型、色彩、图形等元素经组合所传达的

主题。“内在主题”则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如文化

性、社会性、情感性等等。“内在主题”通过“外在

主题”将深层次的思想传递给消费者，“外在主题”

是“内在主题”的外在表现。老舍茶馆旗下“韵香”

礼盒系列包装见图 2，该案例在“外在主题”上采用

了京韵大鼓、巧耍花坛、双簧、相声等场景，而“内

在主题”则是老北京的文化景观，通过选用生活中耳

熟能详的场景增加品牌的亲切感，同时传承了老北京

文化，使用鲜明的京味色调使包装在叙事和品牌文化

表达上更加成功。 

2.2  叙事易读 

易读性指的是讯息被理解的便捷程度[4]，即叙事

性包装设计所传达的讯息被消费者理解的便捷程度。 

 
 

图 2  老舍茶馆旗下“韵香”礼盒系列包装 
Fig.2  Lao She Tea House’s “Yun Xiang” series packaging 

 

 
 

图 3  采芝斋的甜食礼盒包装 
Fig.3  Caizhizhai’s dessert packaging 

 
一方面需要所设计的故事情节、所塑造的环境、所孕

育的情感具有普适性，能够引起消费者的熟悉感和共

鸣，能将消费者带入包装设计的叙事情境中；另一方

面在绘制创作时需要使用更加清晰明了的表达手法。

视觉传达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复杂的图像，人们需要

花费一定的努力才能加以识别；而对于一个较为简单

的图像，人们则能够很快地熟知并识别它。苏州老字

号采芝斋的甜食礼盒，见图 3，选取了人们耳熟能详

的游戏“捉迷藏”为设计点，将外包装与内包装紧密

结合在一起，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以达到将消费

者带入包装设计的叙事情境中的目的。 

2.3  文化内涵 

老字号的核心价值是文化，文化是老字号生存、

延续、创新、发展的根本[5]。文化内涵更需要展现和

表达，它在老字号包装设计中主要包含老字号自身的

文化基因和地域文化两个部分。 
对文化基因的设计表达一方面可以延续老字号

文化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包装设计也可以成为老字

号文化对外传播的媒介。五芳斋“绿豆冰糕”包装见

图 4，其包装设计将复杂工艺流程简化为关键工艺，

并通过连环画的图形表现手法展示五芳斋传统工艺

文化，是对其优秀文化基因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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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的发展总是与一定的地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地域文化也可助力老字号，使其成为可以代表地

方的“名片式产品”。在对老字号包装进行叙事性设

计时，与其所在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有助于老字号提

升自身的品牌特色，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地方形象。如

上海老字号所蕴含的“海派文化”[6]，江苏老字号所

蕴含的“吴文化”[7]，安徽老字号所蕴含的“徽商文

化”等[8]，都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2.4  叙事表现 

图像是叙事传达过程中的重要承载物之一，从叙

事方式及角度而言，图像叙事对事物的情节内容既是

直观的叙述更是立体的展现[9]。在包装的叙事性设计

中，图像叙事法的应用较为广泛。最主要的表现手法

是运用连环画、插画等形式进行包装设计，其本身就

具有叙事性。插画设计的叙事具有表达隐性时间的功

能，主要是以静态凝固的画面表现出事情发生、发展

的动态过程，同时还会预示结果[10]。将其运用在包装

设计上，可以传递更加全面的信息给消费者。 
 

 
 

 
 

图 4  五芳斋“绿豆冰糕”包装 
Fig.4  Wufangzhai’s “mung bean ice cake” packaging 

 

文字是叙事传达过程中的重要承载物之一，包装

的文字叙事法指的是用文字的排版进行包装设计。用

文字作为包装叙事的承载物，将信息用文字的形式传

递出来，通过改变文字的字体、大小、色彩等元素对

包装进行设计。它的优点是传达的方式比较直接，信

息的准确度高，与受众能达成共识。缺点是传递信息

的方式略显单调，这一方法在叙事性的包装设计中有

所运用，但运用得不多。 
在包装的叙事性设计中，“图像+文字”的叙事法

应用得最为广泛。分为两个方式：一种是图像起到了

传递信息的主要作用，文字起辅助作用；另一种是文

字起传递信息的主要作用，图像起辅助作用。图像和

文字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能够使画面更丰富，更具有层

次感，能够更有效地传递包装的信息。 

3  陕西老字号德懋恭包装的叙事性设计 

通过以上设计分析，本文以叙事性设计为指导，

对陕西老字号德懋恭包装进行设计，旨在促进老字号

品牌的发展，释放老字号品牌的产品活力。 

3.1  德懋恭包装设计发展概况 

早期的德懋恭水晶饼具有强烈的西北民族风格，

其包装的材质选用民间较为流行的牛皮纸，将红色作

为品牌形象的突出色彩，向消费者传递喜悦、喜庆的

视觉感受，并一直延续着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包装风

格。2007 年以前，德懋恭只有水晶饼一个产品；2007
年春节德懋恭第一次尝试推出了水晶饼的新年节庆

包装；2008 年德懋恭开始推出纸酥、吃素点、桃酥

等十几个品种，喜庆和传统的包装风格一直沿用至

今。德懋恭包装设计发展历程见图 5。 

3.2  设计定位 

由于德懋恭的品牌所在地西安市是中国“四大古

都”之一，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德懋恭

被誉为“秦式糕点之首”是古城西安的名片式产品，

所以将产品定位为“陕西旅游商品”和“旅游伴手礼

系列”。而兵马俑又是西安最负盛名的景点，因此最

终将这套包装设计定位为针对兵马俑的旅游伴手礼

系列。 

 
 

图 5  德懋恭包装设计发展历程 
Fig.5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Demaogong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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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叙事性设计表现 

叙事主题：德懋恭发源于古代属“秦”地的陕西

省，秦朝也因开创了一统的局面也被世人熟知。因此，

根据陕西地区蕴含的秦文化，拟定叙事框架：秦始皇

一统六国后，秦兵吃着秦饼在六国游览的悠闲场景；

叙事主题的“外在主题”设定为“秦兵吃秦饼”和“秦

始皇扫六合（盒）一统天下”的经典历史故事；将“内

在主题”定义为秦文化的传播，通过对外在主题的叙

事性设计将内在主题传递给消费者。 
叙事易读：易读性主要表现在选用人们熟知的秦

统一六国的历史故事，并将叙事性手法与趣味性设计

相结合，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选取秦统一六国故

事中的“统一”作为易读的展开方式，将“分裂”作

为映衬方法，体现“统一”的最终结果。因为地域和

疆土统一相较于文化或习俗更具有说服力和直观性，

所以将秦朝统一前的六国地图分别设计于各个不同

类型的点心包装上，形成产品套装，通过套装的组合

完成故事的叙述，实现包装形式和功能的统一。 
文化内涵：秦文化是在关中古秦地上形成的，是

陕西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而德懋恭老字号品牌

也同样承载了历史文化。通过老字号品牌与地域文化

的相顾呼应，实现对本土老字号品牌，乃至中国传统

文化的传承。 
叙事表现：在认知心理学中，人们对视觉图像的

理解比对文字的理解要快[11]。因此采用图像与文字结

合法对产品包装进行设计；包装中故事传递的主要方

式是通过地图的拼合完成的，六个独立包装拼合后，

其正面形成完整的秦疆土图案，并以“秦小兵”为品

牌代表形象，以旁白的口吻讲出设计的叙事文案。 

3.4  设计展示 

秦始皇兵马俑是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

一，武士俑同真人一样高大，所持武器都是实物而非 
 

明器。其中，歪髻和铠甲构成秦兵的鲜明形象，进而

抽象出兵马俑秦兵形态征，将品牌代表人物形象秦小

兵设计为梳着歪髻，身着秦兵服饰，手持秦饼的秦小

兵，提高不同年龄段对该设计的辨识度，见图 6。 
在细节较多的图像表现中，省略不必要的成分，

突出图像特征，并对图像进行扁平化处理，减轻认知

负担，提高图像辨识度。采用插画的形式对六国的地

图进行设计，见图 7，并且根据历史上不同国家的疆

域划分进行色彩区分，在不同的版图中设计出体现地

域特色的动植物和地貌图案，在色彩的选取上延续德

懋恭包装设计的一贯风格，进行更新设计的同时也增

加了对传统文化的表现。 
以下为叙事性设计在老字号品牌德懋恭中的应

用效果，见图 8。该方案已被应用于市场上最新的德

懋恭产品包装设计中。 
 

   
 

图 6  手持秦饼的秦小兵形象设计 
Fig.6  The image design of Qinxiaobing with Qin cake 

  
 

图 7  秦国疆域示意图设计 
Fig.7  Design of Qin state territory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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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一统六盒”系列化包装设计 
Fig.8  “Yitongliuhe” series packaging design 

 

4  结语 

中华老字号作为数百年传承下来的商业奇观，是

我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

外展示的一个窗口。使用叙事性设计方法对老字号产

品包装进行设计，能够使包装的信息更容易被消费者

理解和接受，并且赋予包装除保护产品以外的功能价

值。同时，叙事性的设计手法可以更好地展现和传播

老字号商品的品牌文化内涵，对消费者产生新的吸引

力，为消费者认知和了解老字号品牌提供新的渠道，

助力中华老字号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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