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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中国现代白酒包装设计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具有中国美学思想最高境界的“朴素美”是在立足于当

今民族化设计的文化背景下探寻的一种新的民族化酒包装设计思想，并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继承、中国传统包装

形态的继承、中国文人气质的包装形态和绿色环保的包装形态4个层面论述了自己对“朴素美”酒包装的民族化特

征的理解，尝试为中国酒包装设计的民族化发展之路注入一点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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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modern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spirit packaging design, it proposed "Simplicity

Beauty" which is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ese aesthetics, is a new kind of national liquor design based on today'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ckaging form, packaging form of Chinese literati temperament and green packaging，it discussed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national features for "Simplicity Beauty" liquor packaging，and tried to path some of humble opinion

into 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quor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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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酒包装与酒产品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

史，二者所具有的独特文化蕴涵和鲜明的民族文化特

征，共同构成了中国酒文化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后者

是酒文化的内在美，那么，前者就是酒文化的外在

美。经过数千年祖先们的探索、创新和总结，我国的

民族化酒包装已经形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酒包装艺

苑。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消

费主体对酒包装的要求也从物质需求提升到了文化

性软消费的精神层面。

1 中国民族化酒包装的发展现状

中国的包装设计在跨过萌芽复苏的 20世纪六七

十年代，盲目移植的八九十年代，现在正以飞快的步

伐步入了寻找个性化和民族化的大挖掘时代。在这

一背景下，许多中国设计师将目光投向了本国的东

西，他们试图以民族化的特色包装为产品赢得更广

阔的销售市场。近年来，作为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

文化形态的酒包装尤其倍受设计师们的关注。国内

很多著名品牌，如五粮液、国窖·1573、鬼酒、百年泸

州老窖、水井坊、劲酒等都有了自己较完善的品牌形

象和文化理念，全国其他酒业也努力在产品包装中

注入新的民族化思路，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酒包装

设计师在探寻民族风格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但从

目前的市场调查来看，除了一些知名酒业在努力挖

掘酒产品的文化性之外，众多摆放在货架上的中国

酒品牌仍显平庸。从酒包装的色彩来看，大多是非

金即银，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出中国人心目中

的豪华；在图案的应用上也多为一些中国传统图案

的堆砌；包装的造型及材料形式单一。包装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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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镜子，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红、黄、金色情有独

钟，所以，对于一些特定的中国礼品酒，以华丽的红、

黄、金色系设计包装是需要的，但作为酒包装设计师

也应该时刻关注消费者审美喜好的多元化发展，重

视设计的大胆探索与创新。作为从事设计研究的人

来说，思考并试图改变这一现象是责无旁贷，而如何

真正将积淀了中国 5 000多年的传统文化精髓运用

于现代酒包装设计中，正是探寻酒包装设计视觉民

族化的关键所在。追求一种新的民族化视觉既可以

有助于产品的市场化拓展，亦是设计师思想解放的

一种感官流露。

2 倡导“朴素美”的民族化酒包装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工业化人类生态环境的逐步

恶化，处在涌攘的城市中的人们与自然几近隔离，尤

其是在城市的高贵与华丽所包围的物质世界里，朴素

淡雅的自然之美成为了人们崇尚的审美取向，这种美

即是一种“朴素美”。

“朴素美”是一种本色美，是美好的精神境界之

外溢，也是最能直接显示人类内心世界文明程度的

一种美的思想。“朴素”一词源于《老子·上篇》：“见素
抱朴，少私寡欲

[1]

。”庄子对“朴素美”做过高度赞赏，

他在《庄子·天道》中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2]

。”“朴素美”在中国美学史上不是一个单独的美学

术语，但是相关术语，如“芙蓉出水、璞玉浑金”的自

然美”则被作为中国完整的美学思想从古至今一直

延续，而自然美亦即“朴素美”。从美学角度看，错彩

镂金的“富贵美”和芙蓉出水的“自然美”可以说是代

表了中国美学史上 2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思想。楚

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苏杭刺

绣、京剧服饰，属“错彩镂金、雕贵满眼”之美。而汉

代的陶器、宋代的白瓷、王羲之的书法、顾凯之的画、

陶潜的诗，属“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之美。从魏晋南

北朝起，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更倾向于芙蓉出水的美

所传达出的美的意境，李白有这样的诗句：“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饰”。中国人的画要从金碧山水发展

到水墨山水，中国人的建筑在正屋旁要有自然可爱

的园林，中国人作诗作文要讲究“绚烂之极，归于平

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求最高的艺术境界，即

“朴素美”的境界。

3“朴素美”的民族化酒包装特征

“朴素”一词涉及的面很广，有朴素思想、朴素生

活、朴素作风、朴素衣服、朴素诗词等，对象不同，人们

对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笔者以为，对“朴素美”的民

族化酒包装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3.1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继承

王朝闻指出：“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能

否反映出审美理想上的民族特性，是关系到这种艺术

的审美魅力、艺术生命力的重要问题。那种缺乏民族

特色的艺术品，很难受到群众的欢迎，得到积极的评

价

[3]

。”很显然，文化倘若不尊重传统，它就没有根基。

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正是中国现代酒包装设

计创新的根基。“尚朴”的美学思想是在中国特定的自

然环境、经济结构、民族素质、心理观念、宗教观点等

条件下孕育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老子提

倡“见素抱朴”，庄子要求“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主张

纯素，“素也者，为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

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

[2]

。”《庄子》中还有“雕琢复

朴”的说法，即“既雕既琢，复归于朴

[2]

”。每一时期的

酒包装都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视觉形象和设计观

念。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理想的“朴素美”的民族化

酒包装，既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清瘦与宽怀、宋代

的自然与淡雅、明代的简洁与大气的风格基础上的一

种创新，也是中国包装艺术发展进程中民族化的新视

觉与新观念的体现。

3.2 中国传统包装形态的继承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活与劳动中，经常利用天

然的藤、草、竹、茎、麻、枝、果壳等材料，创造了形形色

色的朴素包装。细观中国古代的包装，诸如唐代鸡蛋

包装，宋代扇子包装，明代豆豉包装，以及流传至今的

粽子、葫芦装酒（见图 1）、荷叶包肉、线装书等。虽然

这些包装形式不适合大批量机械化的生产，但其材质

的自然、制作的巧妙、造型的独特、装饰的鲜明等，都

是国人在包装构思方面的奇思异想。这类包装的内

容与形式高度和谐一致，既给人以古朴之感，又可以

激发和强化人们怀古思乡之情，既看到了尚朴的审美

观在中国早期包装中的显现，也对现代朴素酒包装的

造型、装饰、材料与制作方面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纵观国际市场，这种形式的包装在日本的包装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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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普遍存在，以至于被人们误认为“尚朴”的审美观

是日本的审美文化，殊不知中国才是这一文化的鼻

祖。如今的商品市场展开的是文化大战，没有文化根

基的产品很难在市场上长期立足，建立在中国传统包

装形态基础上的“朴素美”酒包装也因其深厚的文化

内涵而提升了酒产品的价值。

3.3 中国文人气质的包装形态

酒作为一种物质，原本与文化没有太多关系，因

为历史久了，有文化、有气质的人喝得多了，酒也就

成了一种文化，有了一种气质。酒的特殊味道和品

质，及饮酒后令人产生的解脱束缚、逃离世俗、放浪

不羁的精神境界，使得酒成为了中国文人获得创作

激情的一种重要途径。“朴素美”的中国酒包装拥有

的材质、造型及装饰体现出来的独特文化形态总显

得那么不同。如果只是从形式上来观赏，“舍得”酒

包装见图 2，也不外乎大众的陶瓷瓶与普通的上翻盖

盒型，形式平凡无奇，但细细观赏，由内至外散发出了

一种追求至简至素的文人气质。与“舍得”品牌相得

益彰的包装艺术，几乎舍弃所有的繁杂，以一种简约

主义的设计手法，充盈着整个盒体的左部，整个包装

语言充满了阴阳变换，与“舍得”品牌文化血肉相融。

“舍得”是面对市场千篇一律、“红红火火”的包装形式

重新找回的一份文人气质的朴素酒包装。拥有大气、

素泊和雅致的“舍得”的酒包装符合中国文人的性情

所好，也与中国文人淡泊超然的气质相一致。具有文

人气质的酒包装传递出的是一种境界，即“韵外之致、

象外之象、味外之味

[4]

”。

3.4 绿色环保的包装形态

老子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崇尚人与自然的

和谐。历代哲人的有关论述也比比皆是。如《齐民要

术》中讲：“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

返道，劳而无获

[5]

。”俄国伟大的小说家契诃夫说过：

“艺术家的全部精力应当转到 2种力量上：人和自然

[6]

。”随着全球工业化直接导致的可利用资源的日趋枯

竭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1987年，由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拉开世界

“绿色包装”的帷幕，世界各国都在关注这一生态问

题，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据有关资料

统计显示，中国包装废弃物的排放量约占城市固态废

弃物重量的1/3，体积的1/2。倡导绿色环保包装，既是

包装业适应国际环保大潮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中国

包装业发展进程中的一场革命。

从内在因素看，“朴素美”的酒包装材料选用的大

多是天然的竹、石、麻、藤、草、纸、纸浆、织物、陶瓷等，

这些自然简素的材料既具有朴素的感官特征，又具有

无毒、无害、使用后或可降解、或可回收再利用的绿色

环保的内在特质。从外在因素看，“朴素美”的酒包装

拥有着简洁的色彩、图案和易读易辩的文字，而这两

方面恰恰符合了绿色包装的基本特征。“朴素美”的酒

包装与当今人们崇尚自然之美的心态不谋而合，也与

包装业倡导的“绿色革命”更是同出一辙。“朴素美”的

酒包装是主观意图和外在形态的完美结合。

4 结语

作为物质和精神载体的拥有朴素美的中国酒包

装，既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外在流露，又是民间自然材

质与简洁大气的造型相结合的体现；既可展示出中国

酒文化的久远历史，又可传递出一份抹不掉的中国文

人气息；既是市场竞争下的酒包装设计形式的创新，

又是在继承和吸取新鲜血液过程中对中国酒文化与

（下转第101页）

图1 葫芦酒包装

Fig.1 Gourd liquor packaging

图2 舍得酒包装

Fig.2 Willing liquor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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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成功烧制出陶器后即将其

应用于包装材料。

陶瓷虽然在抗摔打性上不如棉麻、竹编、木盒等

材料，但用之储存酒水、药品是其他包装容器不能媲

美的。使用陶瓷包装不担忧冷热旱涝的气候变化，比

木盒（箱）更具优势。在整个封建时代，陶瓷作为酒水

类包装容器已是司空见惯。而陶器最大的特点就是

防腐防虫，经久不坏。湖北包山曾出土12个密封食物

陶罐，其埋藏年代约在公元前 316年。这些陶罐用纱

布、草饼、竹叶、稀泥等物多层密封包装，有的罐盖上

有封泥，封泥下插有写着食品名称的标签牌，堪称世

界上最早的食品罐头

[5]

。陶瓷作为传统包装材料的生

态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我国的传统工艺，陶瓷本

身的可塑性、艺术性也很高：陶瓷器皿可以打造得千

姿百态，而陶瓷上的装饰纹样也成为了包装设计的一

部分。这些陶瓷纹样作为一种特定观念意义的符号

流传下来，承载了许多寓意和内涵，具有超出感性形

象本义之外的情感色彩，对消费者极具吸引力。

如今，陶瓷容器被广泛应用于酒水、茶叶、药品、

传统腌制食物的包装。广大包装设计者在继承传统

工艺的同时更要注重时下的大众审美需求，让陶瓷这

一传统包装材料既能保持生态环保的本色，又能焕发

出新的艺术审美生命，借此开创出具有我国文化特色

的包装风格

[6]

。

5 开创生态包装的新天地

上文这些传统包装材料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使

用到现在，充分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包装材料

无不具有天然环保的特性，在空气、水源、土壤等环境

污染肆虐，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越发凸显

其无可匹敌的绿色生态价值。诚然，促销是包装设计

的第一目的。但在提倡人本精神，呼吁低碳生活的现

代社会，如果包装设计行业能够从基础做起，使用传

统的绿色环保的包装材料，使包装的形态功能以及包

装材料都符合生态保护的需求，让包装设计与生活、

自然形成和谐融洽的关系，开创生态包装的新天地，

其意义远远高于多卖出几件商品

[7]

。

6 结语

研究传统包装材料的生态价值不是为了厚古薄

今，而是在此过程中探求现代包装设计材料的发展之

路。随着科技发展，应该开发出更多环保节能且具有

审美价值的包装材料，从而促进包装设计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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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包装的再认识；在形式上既可体现出根深蒂固的民

族性特征，又可体现出消费者所追求的一种现代之

风。朴素美的酒包装形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展示酒

产品的文化性特征。朴素美的中国酒包装形态可以

使消费者在精神上与其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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