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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现代性转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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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民间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意义及应用，以及民间剪纸艺术在其中所进行的一系列

现代性转向。方法 从市场经济对人们生活的改变谈起，引出这一背景下的现代包装设计所进行的民族

化尝试，并以民间剪纸艺术为基点就其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必要性进行探究，得出其在迎合人们审美、

顺应设计需求和适应社会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及意义，接着从剪纸艺术的技法、文字、图形、

色彩与审美内蕴等方面落脚，对包装设计所做的全新的现代性转向与尝试进行分析。结论 民间剪纸艺

术在包装设计领域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向与尝试，能够赋予包装设计更多的表现形式和更加丰富的内涵，

让包装设计具备浓厚的传统文化韵味，并与现代性元素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更加顺应

时代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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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ty Turn of Folk Paper-cut Art in Packaging Design 

WANG Yu, ZHANG Kai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06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of folk paper-cut art in packaging design, and 

explore a series of modernity turns of folk paper-cut art. From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e of market economy 

to people’s life, the attempts of nationalization of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were introduced. Its application necessity in 

packaging design was explored based on folk paper-cut art. It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in catering to 

people’s aesthetic, complying with the demand of design and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were obtained. Then 

from the skill, text, graphics, color and aesthetic implication, etc. of paper-cut art, the brand new modernity turns and at-

tempts of packaging design were analyzed. Modernity turns and attempts of folk paper-cut art can gift packaging design 

richer connotation, let the packaging design have strong flavo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mbine with modern elements, 

show the unique artistic charm, and thus better comply with the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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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思想和新事物，而这些

新思想和新事物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冲击着人

们的精神世界，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

用。在设计领域，设计师更是需要紧抓这一时代脉搏，

从当下的日常生活、社会变化以及人们审美需求的提

高等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设计，以全新的设计思路和技

巧形成更加多元的设计理念与设计实践成果，各个设

计领域都不自觉地受此影响变得更加独特和丰富，出

现了许多优秀的设计作品，艺术设计效果值得肯定和

称赞。其中，包装设计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是随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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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而变化，迎合着不同时期人们的使用需求和特

殊的审美需求，不仅承载着浓厚的地域色彩，还有着

很强的文化传播功能。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时

期，如何让包装设计找到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实现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及民族与世界的融合成为值得

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1]。以下主要选取民族文化

元素中的突出代表——剪纸艺术为落脚点，结合其与

包装设计融合的必要性探索剪纸艺术在应用过程中

的现代性转向，思考其具体的融合路径。 

1  民间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应用的必要性 

1.1  民间剪纸艺术简介 

作为我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独具代表性的存在，剪

纸艺术无论在构图还是色彩运用抑或是在审美意蕴

的积淀上都表现出独特性，在人民群众的内心有着重

要的地位[2]。剪纸艺术的构图讲究在同一画面中安排

各种事物形象，并将其组合在一起进行艺术化呈现与

表达；题材上多取自现实生活和神话传说，更多的是

对生活气息的展现和对美好愿望的表达；色彩上讲求

鲜艳，用色较为明快，一般以红色为主，即便出现其

他色彩也要恰当安排好用色比例，以表现和谐喜庆的

效果。从整体来看，这种剪纸艺术是有别于西方的，

其多意性和模糊性的意趣使得自身具备了更加丰富

的内涵和更加灵活的表现形式，审美效果十分突出。 

1.2  民间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应用与创新的必

要性 

首先是迎合人们审美需求的表现。对于任何一

种艺术作品而言，其大多具备民族特性，且在发展过

程中逐渐具备了一定的时代性，民间剪纸艺术同样如

此[3]。从表面上看，将民间剪纸艺术融合于包装设计

中似乎是矛盾的，并不符合实际，但事实上它们彼此

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能够在相辅相成中实现

更好的表达，最大化地迎合当下人们多样化的审美需

求，从而在更大的意义上实现良好的社会影响，带来

更好的经济效益。 

其次是设计实践的迫切要求。虽然我国的包装设

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设计形式越来越多样，效果

越来越好，甚至在有些方面已经追赶上国外的水平，

但是碍于起步较晚的现实，总是在设计观念与技巧上

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差距[4]。尤其是部分设计师一味地

学习国外的设计思路与设计策略，忽视了我国的现实

需求，导致包装设计领域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民间

剪纸艺术的融入，彻底改变了正在逐渐西化的包装设

计，有效地融合了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并加入了与时

代相结合的元素和理念，为包装设计提供了更多的设

计思路。 

再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的不断发展促

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包

装设计的发展，让包装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商品的保

护，而是有了更加丰富的功能[5]。将具有浓厚中华文

化底蕴与内涵的剪纸艺术与包装设计充分融合，是顺

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所创造出的全新的包装形

象既有充满时代感的现代化艺术表现，又有民族气息

浓厚的价值取向与表达，真正实现了更高层面的艺术

表达，顺应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发展趋势。 

2  民间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现代性转

向探析 

结合民间剪纸艺术的基本特点及其应用于包装

设计的诸多意义可以发现，民间剪纸艺术已经在不断

的应用与融合过程中实现了多方面的艺术表达和形

式突破，开始将包装的实用功能与剪纸艺术的符号功

能、美学功能及形式功能充分结合，从艺术技巧、文

字、图形、色彩、寓意等方面进行更加大胆的尝试与

突破，开始了不自觉的现代化转向与发展。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结构技巧的创新 

从包装设计的现实发展看，其所重视的方向已经

越来越明确和清晰，并开始尝试从平面到立体的转

变，以实现自身更快的发展，更好地迎合人们的审美

需求[6]。在这一大趋势的影响下，3D 效果的体现、

立体化的呈现成为设计师设计过程中的一大亮点。在

这里不得不说的便是民间剪纸艺术的镂空技法——X

透视法。这一技法是由创作者创作理念和认知感受的

独特性所促成的，主要借助镂空技法去创造具有独特

魅力的视觉形象。其在包装设计中的现代化转向突出

表现在，剪纸艺术中的镂空设计所做的是减法，意在

使自身更具识别性和独特性，而包装设计中的镂空设

计是在做加法，其意图是让整体的层次更加丰富，既

要以美观的外在视觉形象去展现自身的魅力，又要深

化其文化内涵，提升作品的附加值，让消费者迅速被

这一包装所吸引，并在脑海中形成初步的认知，进而

将商品包装与视觉体验和审美特征联系起来，更好地

形成一种合力，去助推商品形象的建立与宣传[7]。比

如，在包装设计中可以结合实际对剪纸艺术中的窗花

这一形式进行应用，所依赖的就是其创作技法的独特

性，这种八个角对称的形式配合镂空的技艺更显得独

特而生动，能够丰富包装设计的形式与内容，实现形

象的迅速识别，并以此创造更高层次的艺术效果[8]。 

2.2  文字元素的表达 

如果能够在包装设计中正确应用美好的文字，可

以传达出一种吉祥的祝福，促使整体的品牌认知度的

提升。剪纸艺术的独特形式能够给予包装设计者足够

的灵感，从而实现对包装文字部分的艺术化表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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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设计师可以将谐音字的特点进行放大，用“枣”

表现“早”，用“芙”展示“富”，将文字变得更具意

义，更好地传达美好祝福。 

2.3  图形形式的构建 

剪纸图形的个性化形式语言能够借助直观、生动

的形象去引导人们产生相关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

并借助自身虚与实的结合及抽象与具象的统一去承

载语意释义的功能，表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这在包

装设计中恰恰给了设计师更大的创作空间[10]。比如，

剪纸的镂空造型能够将整个视觉形象进行更加丰富

的展示，而剪纸中的花草图形和动物图形又凭借象征

性的手法显得别具一格。这些形式在包装设计中被进

一步创新和升华，帮助设计师传达商品信息，丰富画

面效果，有的更是以一种故事性表达方式展现出来，

与消费者产生情感的碰撞。 

2.4  色彩语言的强化 

色彩与文字、图形共同构成了剪纸艺术这一形

式，三者的合理使用能够形成和谐的视觉组合，给人

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不仅是实现包装艺术效果

的有力保证，还是包装的视觉、功能和审美内涵等的

强化重点，与包装设计的成败直接相关[11]。其中，色

彩在剪纸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在剪纸艺术

中，红色是创作者的常用色，也是大多数剪纸艺术的

选用色，所表现的是吉祥如意、欢乐喜庆之意。但将

其应用于包装设计中，红色便产生了更加灵活的现代

性转向，不再是“一家独大”，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关

键性的搭配元素与其他元素进行融合，以突出商品的

功能和审美特征，从而迎合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12]。

设计师应结合实际，对剪纸艺术的色彩进行借鉴和使

用，或凸显实用性，或强调艺术性，或提升功能性，

确保包装设计的色彩使用与产品类型、风格相一致，

最终实现艺术效果的最大化呈现。比如，婚庆糖果的

包装设计就很有代表性。诗蒂牌婚庆糖果包装设计就

对剪纸艺术的色彩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其选用红色作

为主色，配合金色的花边以及镂空的大红喜字，显得

格外引人关注。这种简洁大方且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

包装形式将色彩进行了灵活应用，提升了自身的视觉

吸引力。 

2.5  美好寓意的延伸 

剪纸艺术中的艺术形象并不是空白的，而是丰富

的、多变的，其中总是蕴藏着深刻的文化意味和审美

意蕴[13]。在包装设计中，设计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将之进行拓展，实现了美好寓意的有效延伸，促使

包装设计有了更加多元的表达。比如，设计师在进行

包装设计时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和引发共鸣，会选择

剪纸艺术中含有丰富内蕴的动植物形象，并将其原本

的外在形象和内在特质进行放大，从而使情感的传达

更加强烈，经过这样全新升级的包装设计便实现了更

加理想的设计效果。 

3  结语 

包装设计在当前这个市场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想

要创造出更加新颖的形式和更加深厚的内蕴，必须向

传统文化借鉴，并结合新时期的新设计思维与设计技

巧实现更大意义上的现代性转向。对于设计师而言，

必须对此形成深刻认识，并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将更多经典的传统文化进行细分与升级，形成与

自己设计理念和设计意图相符合的包装设计语言。剪

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恰恰给了设计师更大的

发挥空间和更多的设计灵感，其结构技巧、文字、图

形、色彩与寓意都是理想的设计元素，只要设计师能

够对其进行创造性应用，去粗取精、创新发展，必定

能够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和人们审美理想的包

装形式，展现出我国包装设计所特有的东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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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视觉识别、城市行为识别为框架，塑造面向未来的、

全球的、可持续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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