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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根据国家对运河文化遗产大力保护及强化传承的文化要求，重新梳理在古为今用和强化传

承的政策背景下进行的产品包装设计。方法 挖掘文化遗产形象的信息要素及界定，标注信息标签，确

立信息转译的研究范畴，分析动态、形态、技艺和视觉转译这四种逻辑关系，推演出行为环境仿生法与

结构技术、造型用途仿生法与制器技术、材质样式仿生法与模切技术、纹理图样仿生法与立体技术四种

仿生包装设计的造物方法和造物技术，并用典型遗产文化产品的仿生包装案例进行验证论述。结论 仿

生包装设计有利于传统手工艺的再生与再造，为非遗传承拓展了发展路径，为运河文化发展及文化消费

带来了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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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ic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LIU Yu, WANG Zhao-li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untry’s cultural requirements of protec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it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has attracted the consumer market, and the extensive packaging of cultural products has been mixed with 

fish and dragons, under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heritance”, 

the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should be rearranged. Through excavating the information elements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image of heritage, labeling the information, establishing the research category of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and 

analyzing the four logical relations of dynamic, form, technique, and visual translation, the paper deduces four kinds of 

creati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bionic packaging design, namely, behavior environment bionic method and structure 

technology, modeling usage bionic method and manufacture technology, material style bionic method and die-cutting 

technology, texture pattern bionic method and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 which are verified by typical cases of bionic 

packag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ducts. The bionic packaging design is beneficial to the regene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expands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non-heredity inheritance, and brings the new opportu-

nity for the canal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KEY WORDS: bionic packaging desig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biomimetic creation;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pack-

aging design of cultural products 

大运河在 2500 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孕育出了丰富

的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运河是流动的文

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古为今用。”[1]

根据《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

称《规划》）的内容，确立了需要重点保护与传承的

文化遗产，包括 368 项代表性文物和 450 余项国家级

非遗项目，《规划》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强化传

承，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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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2]丰富

的运河文化遗产为文化消费大环境提供了多样性的

原生素材，消费市场近年来高涨的国潮情怀与文化输

出拓宽了运河遗产文化产品的消费口径。 

运河文化是在运河开凿的历史变迁和漕运盛行

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运河文化反映着当时特

色的风土人情、社会人文、生活习惯等，也可以说是

当时围绕运河功能，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

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运河文化自春秋时

期产生，伴随着运河的历史迭变，承载着朝代更迭、

历史变迁、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汇的使命，运河文化呈

现着流动性、交叉性、融合性的特点，也是历史进程

与文化发展的印证与反映。 

1  运河遗产文化的产品包装急需破题 

2014 年运河申遗成功，国家正式出台了各项保

护政策与规划，不但凝练了运河遗产文化的精神内

涵，而且映衬了美好的文化形象，这种直观感受下的

文化形象激活了大量的购买力。然而在急涨的消费需

求下，却出现了低质化和同质化的粗放型包装。一些

热门的运河文化遗产被简易打包后，以原生态的形象

直接推向市场，快递式的打包手法导致其文化产品的

整体包装出现了看了就不想买、名不副实等问题。粗

放型文化产品包装设计见图 1，它缺乏对运河遗产文

化的深耕与解析，难以助力古为今用和强化传承，更

与《规划》提出的实质要求相悖。 
 

 
 

 
 

图 1  粗放型文化产品包装设计 
Fig.1  Packaging design of extensive cultural products 

运河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和谐进步与长期繁荣

的产物[3]，造就了多形态的物象体态和民俗工艺，其

属性特征勾勒出了运河文化遗产在受众心中的虚拟

文化形象[4]。运河文化遗产是以运河漕运为联系纽带

形成的特有的文化形态，在遗产物质和非物质的属性

方面都体现出了丰富的内容，与传统广义的民俗文化

有明显区别。在物质遗产方面，有独具特色的水利水

工遗产、漕运古遗产、建筑遗址等。非物质遗产涉及

代表性地方戏、传统技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

等众多方面。文化遗产形成的原因除了地区特有的生

活生产方式外，更多的是南北文化杂糅而生的产物，

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果，因此其综合性、包容性、外

延性、流变性特征十分明显，容易从运河文化遗产中

提取具有共性、引起共鸣的文化元素进行再产品化，

因此其可操作性也较强。当运河文化遗产衍化成适用

于衣、食、住、行的文化产品时，需采用具备多形态

特点的包装设计手段来匹配文化遗产的属性特征，将

虚拟文化形象信息转译成实质的产品包装要素来符

合受众的感官印象、满足受众的心理感受。包装是产

品最好的广告，现代包装设计扩充了以物流、仓储、

保护、销售为目的狭义包装设计概念。仿生设计是包

装设计中基于交叉学科的方法，具备模仿转译内容物

的特点，仿生设计为运河文化遗产的产品包装设计提

供了新思路。 

2  仿生包装设计的信息转译 

仿生设计是仿生学和设计学的衍生品，是研究自

然界生物系统优异的功能结构、形态外观、物质组成、

色彩信息等各种生物特征及其原因的一门学科[5]。包

含了艺术、人机、信息、材料和机械等相关专业[6]，

强化了信息转译关系。仿生包装单从设计要素的角度

研究，除了常规包装设计中必备的字体、图形、色彩、

结构、容器和包装工艺外，其研究侧重点将放在发掘

仿生造物方法和落实仿生造物技术上。 

2.1  运河文化遗产的信息要素 

要实现信息转译的视觉效应[7]，就需要挖掘仿生

包装设计与遗产文化形象之间的转译关系。首先，梳

理出运河文化遗产中多形态的信息要素和提炼信息

标签，这是研究转译关系的前提条件。运河文化遗产

包括代表性文物和国家级非遗项目，将其信息要素分

解为两个层级：一级信息要素分类为物象体态和民俗

工艺，二级信息要素分类为信息要素界定，把梳理出

的信息要素归纳为功能结构、形态外观、物质技艺和

装饰信息四个信息标签，信息要素见表 1。 

将二级信息要素进行标注，便于研究过程中快

速识别文化遗产信息归类。对四个信息标签界定为：

（1）功能结构，即文化遗产中具备行为动作的技艺

和展示文化的限定环境，其中以有可操作性的器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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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信息要素 
Tab.1  Information elements 

一级信息要素 物象体态 民俗工艺 

二级信息界定 

A 物与艺 

器型 a1 

材质 a2 

肌理 a3 

色彩 a4 

B 演与乐 

肢体语言 b1 

动态曲线 b2 

曲调音律 b3 

乐曲器物 b4 

C 技与用 

技艺 c1 

用途 c2 

民俗 c3 

礼仪 c4 

D 遗址遗迹 

建筑风貌 d1 

建筑工艺 d2 

场域范围 d3 

场域特点 d4 

E 地域特征 

地区属性 e1 

地缘特色 e2 

地方风貌 e3 

带状文化 e4 

信息归纳 

（模拟） 

a1、b1、b2、b4 

c1、c2、c3、c4 

d1、d2、d3 

a1、a3、a4、b4 

d1、d2、d4、e1 

e2、e3、e4 

a2、b1、b2、b3 

c1、c2、c3、c4 

d1、d2、d4、e2 

e3、e4 

a2、a3、a4、b4 

c3、d1、d4、e1 

e2、e3、e4 

信息标签 功能结构 形态外观 物质技艺 装饰信息 

  

表现核心；（2）形态外观，即以实用功能为前提，并

有可容纳性，该类器物或空间造型和用途与民俗节气

有密切关系，至今仍在持续性使用中；（3）物质技艺，

即用实物展现工艺的特点，从小的文化器物到遗存的

文化历史空间，以非遗技艺为主，原生态形式的实物

或难以适应当前文化环境，但展现出的技艺特征仍有

较高的艺术及文化价值，能集中体现民众的精神生

活、地缘审美和人文智慧；（4）装饰信息，即文化遗

产的表皮特征，包含图案、纹理、色彩、材料等典型

识别性视觉信息，由原生态的图腾或特殊材质表现。

将信息要素编号归纳至标签中，便于人工和数字技术

的双向提取。 

信息要素分解用于提取运河文化产品系统的各

种文化特征及成因，并综合性地应用于仿生包装设计

中，这一部分的数据还会继续累增，单靠人工操作不

适用于智慧型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8]。标注信息标签

则是以计算机应用系统运行和思维方式进行的研究

方法，便于随时与人工智能数字研究平台无缝衔接。

传统的文化基因在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不断编辑，

需要真实记录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形态，这有

利于全方位对文化进行解读，也是研究信息要素的意

义所在。 

2.2  信息转译的逻辑关系 

信息转译的研究范畴包含两个层面，即形式和内

容。“信息”即运河文化遗产的信息要素。“转”是研

究形式层面，归纳两个在直观视觉上存在的相似度，

一个是指“古”的传统部分，一个是指“今”的现代

部分，目的是找到可共通的关系。“译”是研究内容

层面，要不断发掘可转述传统内容的方法，从而落实

文化遗产向文化产品转型可实施的技术[9]。基于信息

要素表的分析可以得到归类后的信息标签[10]，根据信

息标签的界定特点找出四种信息转译的逻辑关系，分

别是动态转译、形态转译、技艺转译和视觉转译。根

据对信息转译的研究理解，再具体说明四个逻辑关系。 

动态转译关系主要研究传统技艺和当下行为方式

的融合点，找到技艺中直观易于操作的动态演绎[11]，

与包装局部结构产生符合动态演绎的动态关系，通过

受众的体验提升对非遗技艺的认知和初级学习，采取

受众的互动体验行为对非遗技艺的模仿行为形式，从

而将运河文化遗产中的“演与乐”、“技与用”融入受

众的生活中。其仿生包装设计的造物方法则要找出包

装结构中可转化的环境样式以及协助体验行为的附

加衍生构件，并采用相关造物技术予以实现。 

形态转译关系主要研究古今器物、环境和地域之

间的交集点，寻找既定形态中至今仍沿用的功能，用

包装的外观造型复刻传统器物产生形态关系，采取造

型用途的叠加创意对代表性“物与艺”的造型模仿方

式，在特定的文化时间节点和氛围里激活民众的文化

基因。其仿生包装设计的造物方法要对古今通用的器

物在形态上进行改良，但用途各异会增加造物技术的

难度。 

技艺转译关系主要研究传统技艺在材质上的表

现力，延续传统寓意下的技艺表现内容，根据实际操

作的难易程度分配技艺实施的比例，与包装的工艺形

成技艺关系，采取以展现传统技艺为前提的样式模仿

方式，设定包装加工技术与受众手动参与比例，提升

受众对传统技艺的细节感受。 

视觉转译关系主要研究文化遗产的纹饰肌理以

及地缘风貌的图像符号，将虚拟臆想的遗产文化形象

用图形语言直观表述出来[12]，采取以展现多形态文化

特征的视觉模仿方式，借助包装多面立体的特性来多

角度分类转译。其仿生包装设计的造物技术需注重立

体视觉展示的结构设计。 

3  仿生包装设计的造物方法与技术应用 

对应信息标签的特征和转译关系，推演出适合的

仿生造物方法，寻找造物技术来落实造物方法，只有

把内容物的文化形象落地才能真正实现信息转译的

视觉效应，达到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基于包装印刷制

作工艺的造物技术不局限于单一的表皮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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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行为环境仿生法与结构技术 

根据动态转译的逻辑关系，行为环境仿生法着重

体现技艺展示的过程，包括易于实施的动作和便捷的

场景搭建，尤其是将手工艺制品转译成相同动态原

理，其结构技术能实现批量生产且体验感良好的产

品。基于包装本体增加可以营造场景的结构设计，实

现强化文化传承的目标。 

比如“一出好戏”皮影中秋礼盒见图 2，利用

包 装 盒 盖构造 出 了 一场家 庭 亲 子皮影 戏 的 表演舞

台。盒盖中间采取镂空工艺，用无色硬质 PVC 磨

砂 板 材 进行拼 接 ， 将皮影 道 具 与磨砂 材 料 紧密贴

合，其中采用固定人物躯干且肢体可操作的局部行

为仿生设计来转译完成皮影戏的技艺体验，场景一

共四款，在细节上选择不同人物和故事情节来共同

演绎中秋主题。硬质 PVC 具有透光性和透叠性，

既 满 足 了包装 的 基 本需求 又 能 在翻开 时 垂 直于桌

面，借助台灯或手机闪光灯照明功能达到皮影戏演

绎的舞台效果。借助盒盖的结构特点以及皮影肢体

的可动性构造技术，有效地完成了行为和环境仿生

的目的。  

再比如“戏出东方”皮影中秋礼盒见图 3，除了

借助包装盒盖构造皮影戏的表演环境外，还在皮影产

品的本体上下足了功夫，使皮影表演的技艺行为和体

验升级。该体验指的是受众用个体行为方式来感悟一

件具体事物，并且从事物中感悟到真实与现实，从中

获取一系列的美好记忆与体验[13]。为了避免原生材料

及工艺制作无法满足批量订单需求和受众不熟练操

作导致体验感低下等问题，在复刻原版皮影产品后将

其结构标准化，使其更加适用于普通民众，增加了互

动情节，提升了民俗技艺的娱乐度。传统的皮影材料

采用动物皮纯手工制作，工期较长且工艺繁琐，无法

匹配相应的标准化生产模式。该仿生设计则选取可标

准化加工制作的 PVC 透明板材，再印刷上手工绘制

的人物形象，使整体视觉效果尽可能贴近皮影的艺术

文化形象，皮影部件需要受众从 PVC 板上自取，再

勾上操作杆，将皮影的组合工艺转嫁给受众完成，该

行为仿生设计包括皮影制作和演绎技艺两个部分，使

得文化体验更加完整。 

 

  
 

图 2  “一出好戏”皮影中秋礼盒 
Fig.2  “A good show”Shadow puppet in Mid-Autumn Festival gift box 

 

    
 

图 3  “戏出东方”皮影中秋礼盒 
Fig.3  “Play out the East” shadow play Mid-Autumn gif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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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作为典型的运河文化遗产，将南北方的民

俗风情融合成富有特色的表演艺术，形成唱腔、情节、

人物形象融合的民间休闲娱乐形式，其广为流传的情

节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都能引起共鸣，

其独特的体验方式也能激发当下消费者的体验兴趣。 

3.2  造型用途仿生法与制器技术 

分析形态转译的逻辑关系，将造型用途仿生法的

重点放在寻找古今通用的器物上，两者的造型相近且

使用功能基本相同，只有增强“今用”的比例，才能

使包装产生二次使用的可能。制器技术中材料是重

点，根据不同用途选择具体材料，符合当下绿色环保

的大主题，真正实现古为今用的文化要求。 

“艾虎吞五毒”的虎口造型设计见图 4，把“艾

虎”设计成一个中包装，功能是将五个香包放置在一

起，巧用“吞”的仿生概念设计，既满足了端午民俗

寓意又具备实用收纳的功能，将这个“吞”用“虎口”

的造型仿生设计出来，把“除五毒”的传统习俗文化

表现得巧妙灵动。其外包装还设计成了手袋，布制手

袋是中国传统的手持包，在古代石雕塑像里可考证出

传统手持包造型，古代女子塑像见图 5。从用途仿生

设计来分析这款端午产品，其外包装经过容量尺寸和

使用方式的改良，既可以作为产品的外包装使用，又

具备受众日常使用的手持便携功能，在传统习俗中本

就有携带各种香包驱虫过端午的情节，国潮回归的当

下更需要典型产品来应景，便携手持包见图 6，这类

仿生包装设计属于古今都相同的仿生设计，其制器技

术也相对容易。 

端午节习俗在全国范围内的形成也受到了运河
文化的影响。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在端午节都盛行包粽
子，而粽子最早产生于浙江嘉兴，随着运河传播到全
国各地。将其结合包装设计，在传播弘扬端午节文化
的同时，使端午节重回大众的视线。解读 2020 年“独
乐乐不如粽乐乐”包装盒见图 7，产品强调一人份食
量，为了体现小体积，其仿生包装设计提取了蒸笼的
特点，将装载粽子的包装盒设计成了两层蒸笼的造
型，其平面体积缩小，符合一人份的视觉体量，为不
同用途的使用埋下了设计伏笔。为了满足“便当盒”
的特点，考虑不同场景用途以及内容物不同的两用包
装盒见图 8，在材料上选择可再利用的小麦秸秆与高
分子树脂材料，使用特殊工艺技术复合制成[14]，使其
具备防油好清洗还可重复使用的功能。这类仿生包装 

 

 
   

图 4  “艾虎吞五毒”的虎口造型设计 
Fig.4  Design of tiger mouth of  

“Ai Hu Tun Wu Du” 

图 5  古代女子塑像 
Fig.5  Statue of an  

ancient woman 
 

  
   

图 6  便携手持包 
Fig.6  Portable  

hand bag 

图 7  “独乐乐不如粽乐乐”包装盒
Fig.7  “Happy alone is not  

as good as Zongle” box 

图 8  两用包装盒 
Fig.8  Display of  

dual-purpose packaging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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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属于古今同造型不同用途的仿生设计，其制器技
术难度较大。 

3.3  材质样式仿生法与模切技术 

解读技艺转译的逻辑关系，材质样式仿生法可以

优化技艺的实操，弱化经验因素，强化近似技艺的体

验方式。其中样式仿生是解读技艺的核心，借助模切

技术完成技艺中难度系数较大的部分[15]，并保留系数

低的。模切技术包括模版压痕和异形闷切。材质仿生

选取方向与原生材料基本一致，但作为包装用材还需

注重强韧度。扬州剪纸艺术是典型的运河非遗技艺，

早在唐宋时期就形成了“剪纸报春”的特定习俗。扬

州剪纸构图巧妙、线条流畅，设计的人物和动物造型

形态简洁夸张，极富韵律感。 

“八宝盒”中式点心礼盒见图 9，其外包装设计

借鉴了扬州剪纸的传统技艺，变中求新，将剪纸技艺

分解成雕刻和翘折，技艺难度高的剪纸雕刻技艺采取

异形闷切技术，受众完成翘折的动作。需要闷切的区

域并不涉及全画面，而是镂空和切边方式并用，镂空

的部分展现出仙鹤的头颈和腿部，舒展的片片羽毛则

是用切边完成的，密度较高的羽毛剪纸部分是需要受

众动手翘折的部分，因此必须结合美工 才能完成。

在完成这款剪纸艺术包装的过程中能真正体会剪纸

技艺的魅力和艺人的不易，感受精美的剪纸艺术从平

面到立体的视觉变化过程，提升受众对纸艺技术的认

知，为传承奠定文化基础。 

其内包装的纹理样式为了体现传统糕点的制作

工艺和流程，在表皮上凸显了糕点模子的纹理样式，

流程则绘制出整个制作工艺的分解图，用模版压痕技

术在内包装表面做无色凸起设计，增加了触感细节，

体现了传统糕点的精细品质，同时还与运河特有的非

遗技艺结合在一起，使消费者在满足视觉时尚美的同

时巧妙感知到了剪纸技艺的传承。 

3.4  纹理图样仿生法与立体技术 

纹理图样仿生法可以多层次集中展现地缘特色

和民俗风情，这是该方法的典型特征[16]。前三种方法

则是着重描绘某一种代表性文物或非遗项目的文化

形象，在具体仿生包装设计中需要选择适合的方法和

技术。纹理图样仿生法多选用手绘插图再现丰富的文

化场域，正因为可以多层次展示聚合性运河文化遗产

形象，因此可借鉴立体书的构成展开和折合收纳方

式，同时加入包装多面体的特征，形成多面多层级可

开合的立体技术。 

“粽观”采用的风俗志图样见图 10，用图样展
示端午盛况，端午是远古新年的祭礼仪式，指导节气里
的衣食住行。图样创意组合模拟再现了“良辰当五日，
偕老祝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厚重的礼俗文化形象[17]，
四个立面用手绘插图的方式依次描绘出了“龙舟竞
渡”、“虎镇五毒”、“嬉钟馗”、“做香囊”这古老而具
代表性的端午风俗画像，“粽观”端午礼盒见图 11。
为展现更全面、多层次的文化遗产形象，增加文化信 

 

    
 

图 9  “八宝盒”中式点心礼盒 
Fig.9  “Eight treasure box” Chinese dim sum gift box 

 

    
 

图 10  “粽观”采用的风俗志图样 
Fig.10  Customary pattern adopted by “Zo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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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粽观”端午礼盒 
Fig.11  “Zongguan” Dragon Boat Festival box 

 

息的可读性和视觉效果，其仿生包装设计采用了立体

技术，具备快速展开和便捷收纳的特点。纹理图样仿

生法的应用加强了此类产品文化内涵的可读性，为文

化遗产打造了层次丰富的视觉形象。 

运河文化遗产是一种综合的文化表现形式，纹理

图样仿生法与立体技术能一次展现多层次的文化内

容。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与方式，将纹样从二维空间转向

三维空间，起到了对大众进行民俗文化教育的作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基于运河文化遗产信息要素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了运河文化遗产原生信息的分类、层级、

归纳和标注的研究思路。并以此转换思路为方法[18]，

寻求原生信息与仿生包装设计之间信息转译的逻辑

关系，即动态转译、形态转译、技艺转译和视觉转译

这四种符合仿生包装设计需求的逻辑关系，进而提出

相应的仿生造物方法和造物技术。以运河文化遗产为

主题的仿生包装设计在造型上解构文化遗产形态，在

技术上复刻模拟非遗技艺，刷新了受众的视觉与体验

感受。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也使仿生包装设计从自然

向文化形态转译，不断发掘新的设计方法与技术。通

过仿生包装设计提升了运河沿线非遗技艺的原生形

象，为代表性文物和非遗项目文化输出提供了可行性

的转译和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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