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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农民画色彩文化元素，探索农民画色彩特征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塑造农

产品包装设计的地域特色。方法 借助色彩分析软件对农民画色彩特征进行提取分析，获取提取主色的

风格特征及色彩关系网络，并构建农民画色彩数据库。基于农产品包装与农民画之间的色彩认知共感，

结合现代包装设计的审美要求，提出了将农民画色彩应用于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色彩搭配方法。结论 运

用农民画色彩特征提取方法，能实现农产品包装设计与农民画之间的色彩匹配，再现农民画色彩的地域

性和文化内涵，提高农产品包装设计的色彩搭配效率及品牌识别度，降低设计实践中对农民画色彩借鉴

的随意性，为农产品包装设计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也有助于农民画艺术得到更好的保护及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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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lor Features of Peasant Paintings to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NG Yan-min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applying the color features of peasant paintings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by tapping the color cultural elements of peasant paintings, so as to shape the regional charac-
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The color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extract and analyze the color 
features of the peasant paintings, the style features of essential color and color relationship network were obtained, and the 
color database of peasant paintings was built. There was a common feeling of color percep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and peasant paintings. Based on the common feeling and combined with the aesthetic requirements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the color matching method of peasant painting color appli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was proposed. With the color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of peasant paintings, the color matching between agricul-
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and peasant paintings can be realized. This can not only reproduce the regional and cul-
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peasant painting color, but also improve the color matching efficiency and brand recogni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Moreover, it can reduce the randomness of peasant painting color borrowed from 
the design practice, thereby providing a new design idea for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helping to 
better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art of peasant paintings. 
KEY WORDS: peasant paintings; color extraction;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packaging design 

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色彩元素是包装设计风格

特征的重要视觉设计语言，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包

装设计易于形成差异化品牌风格，对于提高包装的识

别度具有重要作用[1]。以展现农村生活场景为主的农

民画兴起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上海金

山农民画、陕西户县农民画，以及江苏邳县农民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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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代表性模式[2]。农民画色彩的淳朴感与农产品的天

然感具有认知的一致性，农民画色彩风格极具地域特

色，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文化符号，能为农产品包装设

计提供丰富的色彩资源。本文借助色彩分析技术，通

过对农民画色彩要素的分析，提取农民画色彩，结合

农产品包装设计需求，探索将农民画色彩元素运用于

农产品包装设计的方法，通过保留农产品乡土气息的

文化感，体现农产品的地域特色，提高农产品包装设

计的认同感。研究结果不仅为农产品包装设计提出了

新的设计应用策略，也能促进农民画传统艺术在现代

设计中的借鉴和传承。 

1  农产品包装设计存在的问题 

随着近几年品牌意识的提升，以及人们追求淳朴

天然的原生态生活趣味，很多农产品也在积极进行着

包装设计创新。整体来看，现在的农产品包装设计中

文字编排杂乱，色彩搭配生硬，大量同质化的农产品

包装设计，造成了农产品包装的粗糙和美感不足，降

低了包装设计的认知度，不利于农产品的品牌塑造，

导致农产品与包装设计之间的匹配度较低。在农产品

包装设计中，独特的地域特色有利于品牌价值的体

现，如何更好地体现农产品自身的地域性，成为了现

代农产品包装设计重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农产品本身的商品属性与特定地域具有内在的

归属性，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通过吸收借鉴地域性

的文化元素，尤其是最具有视觉信息刺激的色彩要

素，合理进行二次设计应用，有助于提升包装设计的

美感，形成具有地域识别性的包装设计风格，也为传

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径。 

2  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要素 

2.1  色彩能提高包装设计的品牌认知度及文化内涵 

色彩作为包装设计中重要的视觉要素，是设计审

美水平的直接体现，已经成为提升包装设计价值的重

要方法。色彩具有独特的信息识别性，据有关资料研

究，人在观察事物的最初阶段，色彩能占到信息获取

量的绝大部分，要远远高于形态造型和文字等信息[3]，

可见色彩更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形成第一视觉印

象。在包装设计中恰当运用色彩，有利于提高包装的

视觉美感，拓展色彩的视觉文化内涵[4]，彰显包装设

计的独特性, 提高品牌认知度。 

2.2  地域性色彩有利于激发包装设计的心理认同感 

具有地域色彩风格的包装设计更易于引起人们

对地域文化元素的记忆和联想。色彩印象在大脑中的

视觉记忆最长，有利于形成人们潜在的色彩认知，特

定的色彩对人的视觉刺激会激发大脑中熟悉的色彩

记忆，并本能地把眼前看到的色彩与已有的视觉经验

进行匹配。这种色彩联想具有典型的认知共性，本质

上是基于人们色彩认知原型的“设计编码”和“设计

解码”的认识过程[5]，色彩共感认知见图 1。这种色

彩联想形成的“色彩共感”能引起人们相似的情感体

验，构建人们对包装设计的心理认同感。例如日本设

计师深泽直人设计的“果汁肌肤”包装，见图 2，相

似的色彩质感易于唤起人们对真实水果口味的联想，

增强了包装设计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设计美感。 

3  农民画色彩风格及特征提取方法 

3.1  农民画色彩意象风格 

农民画不受专业艺术绘画方式的约束，大部分作

品是没有经过专业艺术训练的农民，按照主观想象，

用看似略显原始稚拙的艺术形态和大胆的配色，对农

村民俗生活场景进行的描绘，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6]。

在长期实践中，类似于“红靠黄，亮晃晃；要想精，

加点青”等色彩口诀，逐渐形成了农民画独特的色彩

表现技巧，丰富多彩、艳丽明快、对比强烈的色彩模

式，也体现了农民审美意识的群体共性。 
农民画色彩具有显著的装饰性，农民画喜好表现

农村的劳作场景，丰富的色彩搭配，夸张的图案表现，

表现出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给人欢快质朴的

情感体验。农民画创作过程的偶发性以及与农村劳动

场景的关联性，能激发人们共同的乡土情结。农民画

特色尤其表现在色彩风格上，色彩的搭配突破了原来 
 

 
 

图 1  色彩共感认知 
Fig.1  Cognition of color empathy 

 

 
 

图 2  深泽直人果汁包装设计 
Fig.2  Naoto Fukasawa juice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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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固有色彩，追求色彩搭配的主观情感表达，符

合农民率真的性格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7]。 

3.2  农民画色彩特征提取方法 

3.2.1  农民画色彩提取技术 

传统农民画研究主要从色彩和图案等视觉要素

对其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描述性分析，较少利用色彩分

析技术单独对农民画色彩共性特征进行分析。设计实

践中设计师凭借经验进行色彩搭配，具有很大的主观

性和不确定性，甚至还会受到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

已有的色彩提取技术相关研究有色彩直方图、色彩

集、色彩相关图法等方法[8-10]，这些方法更多偏向于

纯粹色彩量化提取的技术性研究，对于色彩的二次设

计应用研究还不够成熟。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借助已有的色彩提取技术对

农民画色彩特征进行分析，为农产品包装设计实践提

供更多的色彩搭配设计方案。技术层面主要借助刘肖

健团队基于 CorelDRAW 软件平台开发的开源色彩分

析插件，对农民画色彩特征进行分析，获得的色彩数

据库能够提高色彩获取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易于实现

色彩数据的重复利用。该方法能很好地实现单幅和多

幅农民画色彩分析，获取原图中的主色比例以及色彩

搭配关系，为农民画色彩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提供了科学的色彩搭配依据，拓展了包装设计的研究

思路和技术方法，促进了农民画色彩文化的传承。 

3.2.2  单幅农民画色彩特征提取 

借助色彩分析软件对单幅农民画色彩关系进行

分析，是进行农民画整体色彩特征及色彩搭配关系研

究的基础。该软件采用 K-MEANS 聚类算法，从单幅

农民画所有色彩数据中，随机选取若干个色彩值当做

初始聚类中心，并用 RGB 色彩值进行表达，再将其

他色彩与每个聚类中心的色彩值进行相似度对比，将

相似的色彩进行聚类。可以根据需要获取不同数量的

色彩分析结果，多次迭代聚类之后能够直观地获取原

图的色彩主色及色彩网络，具体色彩提取技术参见刘

肖健等相关研究[11-13]。 
在收集的农民画图库中随机选择部分作品，经过

提取不同数量的主色对比分析发现，获取的五个主色

已经基本涵盖单幅作品中的大部分色彩，因此主色提

取数量设定为五种。随机选择一幅作品进行主色提

取，软件会自动用长方形色块对获得的五种主色进行 
 

表示，色块面积表示对应色彩在原图中的色彩占比。

同时还会获得色彩网络图，每个圆点及面积大小与提

取色相对应，圆点外的圆环与圆点之间形成的空白间

隙代表该提取色在原图中的离散程度，间隙越小表示

该提取色在原图中越集中，反之则分布越分散。圆点

之间有连线代表两个提取色在原图中有邻接关系，连

线越粗表示色彩邻接的量越大，直观地展现了原图的

色彩搭配关系，见图 3。该方法适合选择特定的单幅

农民画为色彩创意来源，再进行二次配色应用，主色

提取及色彩搭配关系的量化分析能很好地实现新的

色彩设计与原图色彩意象的一致性。 

3.2.3  多幅农民画色彩特征提取 

大量农民画相似的色彩风格能体现其整体色彩

特征。通过对一定数量的作品进行整体色彩分析，能

获得具有代表性的农民画色彩特征，为二次设计提供

丰富的色彩素材。为了研究农民画色彩的地域性特

征，在陕西户县农民画图库中随机选取了二十幅作

品，作为进行批量色彩分析的源图集。由于批量作品

中色彩种类要比单幅丰富很多，需要适当增加色彩提

取数量，经过测试，设定十个提取色能很好地反应色

彩的共性特征。经过软件分析最终可获得二十幅农民

画，共计两百个色彩，并形成一张色彩集合图，每一

行由十个色块组成，为每一幅图的色彩提取结果。色

彩集合图只是源图集中每一幅作品的色彩分析结果，

还不能很好地反应农民画源图集的整体色彩聚类结

果，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色彩分析，最终获得源图集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十个提取色，色块大小表示该色彩

在来源图片中的比例大小，见图 4。 
通过设定一定的连接阈值，可以获取源图集的整

体配色网络模型，见图 5。每个圆点与源图集获取的

十个提取色相对应，圆点之间有连线表示两种色彩会

在同一幅图中同时出现。圆点之间连线多少，表示色

彩之间同时出现的几率大小，直观地表明农民画色彩

搭配中的色彩关系。整体来看陕西户县农民画具有陕

西关中地区朴实的绘画风格，使用色彩鲜艳、对比强

烈的单色，给人明快单纯的感觉，具有独特的装饰性。

从配色网络模型中可见，深色调色彩同时使用的频率

较高，符合户县农民画厚重稚拙的地域特色。多幅农

民画色彩提取方法，适合获取特定地域农民画色彩共

性特征，有利于在二次设计应用中再现农民画的地域

特色。 

 
 

图 3  单幅农民画色彩提取 
Fig.3  Color extraction of single peasant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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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幅农民画色彩提取 
Fig.4  Color extraction of multiple peasant paintings 

 

 
 

图 5  配色网络模型 
Fig.5  Color matching network model 

 

4  农民画色彩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方法 

4.1  拓展农产品包装设计的色彩表现 

对于农民画色彩的提取分析最终目的还是要运

用到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得到具有地域色彩特征的包

装设计。农民画色彩的获取是进行二次设计的基础，

按照地域不同共收集到陕西户县、上海金山、山东青

州、浙江秀洲四个地域六百余幅农民画作品，按照上

述 方 法 依 次 进 行 主 色 分 析 ， 对 获 取 的 主 色 信 息 用

Excel 进行数据记录，获得的色彩数据库部分展示见

图 6。 
农民画色彩特征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不

是简单的图案色彩拼贴，而是要结合具体的包装设计

需求，以来源图片色彩搭配关系为基础，运用图案色

彩设计构成规律，选择恰当的色彩进行设计，突出包

装设计的典型特征和现代审美风格，农民画色彩应用 
 

方法见图 7。农民画与农产品包装设计的融合，赋予

了农产品包装显著的农民画色彩印记，农民画色彩文

化元素在新的设计中得以活化传承，提高了农产品包

装设计的地域特色和认知度[14]。 

4.2  构建农产品包装设计配色方法 

包装设计中的色彩特征由主色和辅色共同呈现，

主色决定了整个包装设计的主色调，辅色让包装色彩

更加丰富，两种色彩之间互相搭配，形成不同的色彩

风格。借鉴农民画色彩进行农产品包装设计，一种是

借鉴某一幅作品的色彩意象进行二次设计，运用上述

单幅作品色彩提取方法，获得单幅作品中的主色，并

根据色彩网络来判断色彩分散度及相互之间的邻接

关系，最终形成初步的配色方案。另外一种是借鉴批

量作品中的色彩共性特征进行包装设计，农民画的色

彩共性特征，其实是某几种色彩多次共同出现给人留

下的整体色彩印象。按照批量取色的方法对一定量的

农民画进行色彩提取，获得的配色色彩网络模型中，

色彩之间的连线多少可以很好地反应色彩之间的共

现关系，连线最多的色彩表明该色彩出现的频率最

高，再结合获得的批量作品主色提取结果，可以对主

色和辅色的选取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每一幅农民画色彩特征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对单

独农民画色彩特征进行分析可以获取个性化色彩风

格，而批量农民画色彩分析可以获得色彩共性特征。

在实际设计中，农民画色彩的提取结果只是为农产品

包装设计色彩搭配提供一定的参考，但不是最终结

果。设计师还需要根据农产品类别特点以及个人审美

经验，进行配色方案调整优化。科学结合两种方法进

行配色设计，能提高设计师的配色效率，得到更多具

有农民画地域色彩风格的农产品包装设计，农产品包

装设计配色方法见图 8。 

4.3  塑造农产品包装的地域文化特色 

农产品具有的地域特色能体现其原产地价值，这

就要求在包装设计要素选择上尽可能地突出地域特

色，增强包装的地域识别性[15]。农民画色彩具有丰富

的文化内涵，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具有很大的应用空

间。通过在包装图案色彩设计中融入农民画色彩文化

元素来体现地域特色，保留和传承农民画艺术形式，

彰显独特的审美价值，更易于激发人们的文化认同 

 
 

图 6  色彩数据库 
Fig.6  Color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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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农民画色彩应用方法 
Fig.7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peasant painting color 

 

 
 

图 8  农产品包装设计配色方法 
Fig.8  Color matching metho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图 9  秀洲农民画配色网络模型 
Fig.9  Color matching network model of  

Xiu zhou peasant painting 
 

感，提升包装设计的文化内涵和品牌识别度，实现时

尚与传统，现代与地域的结合[16]。 
以浙江嘉兴传统特色农产品杭白菊为例进行包

装设计实践，仅从名字上看，很多人误以为杭白菊的

原产地是杭州，虽然这种误解有其历史原因，但更重

要的是杭白菊包装设计缺乏地域特色。嘉兴秀洲农民

画色彩明亮雅致，构图丰富饱满，具有浓厚的江南文

化地域特色，尝试将秀洲农民画色彩特征应用于杭白

菊包装设计，提升其包装设计的地域特色。从秀洲农

民画图库中随机选取多张作品，运用多幅农民画色彩

特征提取方法，获得秀洲农民画配色网络模型，并对

获得的十种提取色进行编号，秀洲农民画配色网络模

型见图 9。根据杭白菊的产品特点，结合色彩提取结

果，主色选择占比较大且色彩淡雅的 1 号色彩。辅色

一般会同时选择多种，而且要考虑与主色在来源图片

中具有共现关系，在配色网络模型中表现为所选辅色 

与 1 号主色之间的连线必须形成完全封闭的色彩关系
网络，确保色彩之间具有较强的共现关联关系。色彩
分析结果只是为了提高配色效率，在设计时还需要发
挥设计师的主观审美判断，杭白菊包装设计见图 10。
包装正面配色方案为：主色为 1 号色彩，辅色为 3 号、
6 号、9 号色彩，见图 10a。两个盒体配色方案为：
主色均为 1 号色彩，其中一个盒体辅色为 4 号、6 号
色彩，见图 10b，另一个盒体辅色为 4 号、7 号、8
号色彩，见图 10c。利用获取的配色方案进行包装设
计实践，最终完成的杭白菊包装设计方案，再现了秀
洲农民画的色彩风格意象，彰显了杭白菊包装设计的
地域色彩特色。 

5  结语 

随着品牌意识的提高，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包
装设计成为塑造差异化品牌风格的有效途径。农民画
独特的色彩风格与农产品包装具有内在的色彩认知
共感，把农民画色彩恰当地运用到包装设计中能很好
地体现农产品的朴实感和乡土气息。本文通过对农民
画色彩的数字化提取，探讨了将农民画色彩应用于农
产品包装设计的新思路，降低了以往包装设计配色的
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包装设计色彩搭配的效率
和科学性。农民画色彩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能彰显农产品的地域特色，形成差异化的品牌效应，
为农产品包装设计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包装设计风
格是图案与色彩搭配共同呈现的视觉印象，本文只是
重点分析了农民画色彩要素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的
应用，后续还需要结合农民画图案元素进行设计研
究，赋予农产品包装更多的文化感，拓展农产品包装
设计的内涵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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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杭白菊包装设计 
Fig.10  White chrysanthemum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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