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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陶瓷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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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包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应用方式，聚焦陶瓷元素并就其应用展开探讨，总结发展

路径。方法 结合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一实际，由整体到局部进行分析，以陶瓷文化为代表性视角，

从传统陶瓷文化的内涵及发展之路进行导入，接着从宏观角度分析其所带给包装设计的巨大价值及作

用，得出其无论是在文化与审美层面还是经济销售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表现，最后以陶瓷艺术中最具代表

性的青花元素为重点，就其在酒品包装、工艺品包装等领域的应用方向及策略展开探析，总结具体的应

用策略。结论 传统陶瓷元素与包装设计的有机结合，不仅为我国经典的陶瓷文化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铺平了道路，而且还拓宽了包装的新意和商品销售的渠道，是一种十分重要且必要的良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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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eramic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HAN Pei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537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focus on ce-
ramic elements and discuss their application, and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path. Combined with China’s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with ceramic culture as a representative perspective,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e-
ramic culture were introduced from the whole to parts. Then, the great value and function it brought to packaging design 
were analyzed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ceramic culture ha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both cultural and aesthetic aspects as well as economic sales. Finally, focused 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blue and white 
elements in ceramic art,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and strategy of ceramic culture in wine packaging, handicraft packaging 
and other fields were analyzed to summariz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e-
ramic elements and packaging design not only paves the way for the furthe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las-
sical ceramic culture, but also broadens the new ideas of packaging and channels of commodity sales,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benign choic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eramic elements; connotation; packaging design 

我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无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

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都有着丰富的形式与极大的价值。

但是，在当前这个文化交融的大环境下，很多经典的

传统文化却渐渐被人们淡化，有的甚至完全消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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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醒我们必须对现实环境与文化形式进行深入分

析，借助各种先进的思想与科学的方法，将传统文化

进行全新的传承与拓展。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

要地位的陶瓷文化为例，其作为代表着中国历史文化

特征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我国的民族文化，

是挖掘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形式结合的重要资

源和落脚点，其所带给现代艺术形式的价值与作用也

是难以估量的[1]。这一点在包装设计中便有着各种丰

富而个性的展现。面对价值多元化、国际全球化的现

实背景，包装设计的未来发展已不再仅限于简单的

“包”与“装”，而陶瓷文化元素的合理融合与创新，

恰恰给了包装设计需要的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表现形

式，也赋予了包装设计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2]。这种

在适应现代社会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的全新尝试，很好

地实现了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发扬和传承的目的，值

得我们进行深入地学习与探究。 

1  传统陶瓷文化概述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造就了经久不衰的传统陶瓷

文化，而这一传统形式在当前的文化艺术领域中同样

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受到了众多艺术大师及学

者的青睐与推崇。受此影响，对传统陶瓷文化的研究

也越来越深入起来。整体来看，传统陶瓷艺术有着悠

久的发展史，自唐代发展至今，其已经形成了很完整

的体系，不仅深化了写意绘画、工笔绘画这两类装饰

形式，笔法和风格也更加自然生动，才造就了元青花、

粉彩及明清朝代的陶瓷工笔等，表现出了极高的历史

价值[3]。在陶瓷艺术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形式与内容

中，其将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物质形态有机融

合起来，对人文思想与价值进行淋漓尽致地展现，除

了有对自然风景的刻画，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

将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进行现代化表达，使

其融入到文化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总是能够实现更

加艺术化、更富内涵与现代感的创作效果。 

2  传统陶瓷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

深化，给了商品经济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这就使得产

品的生产、包装及销售必须结合现实环境不断进行革

新，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占据市场份额[5]。包装设

计在这一环节表现出极强的存在感，成为了备受关注

的重要内容。传统陶瓷元素的融入，给了现代包装设

计更加完美的表达形式，不仅提升了文化价值，而且

还丰富了审美价值，全面提高了商品在市场经济中的

竞争力。 

2.1  提高产品包装的文化价值 

将产品包装设计与传统陶瓷元素进行深度融合，

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包装的文化功能，尤其是那些精

髓的元素更是展现出个性化的强烈文化色彩，给包装

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6]。这不仅满足了人们基

本的使用需求和对产品的保护功能，而且展现出了文

化功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享受需求。比如，茶

叶包装设计中对传统竹林绘画元素的使用以及酒品

包装设计中对绳结进行的艺术捆绑，这些都是陶瓷文

化形式中经常应用的代表性元素，提高了产品自身的

价值，也使得其包装更具竞争力。 

2.2  丰富产品包装的审美属性 

审美性是产品包装设计中同样十分关键的一步，

旨在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审美需求[7]。在产品包装

设计中，审美功能必须得到重视。陶瓷元素的创新应

用可以实现包装设计审美功能的升级，如将陶瓷文化

形式中的图形、色彩、纹样、材料及理念等进行艺术

化解读，再辅以各种变化，将包装上合计的形式进行

升华，实现不一样的情感体验[8]。比如，在包装材料

的选择上，适时运用陶器材质，不仅可以将我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进行展现，而且还能使整体更显历史性与

民族性，形成一种独特的包装风格，极具审美价值。 

2.3  提升产品包装的经济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陶瓷元素作

为其中的佼佼者，在产品包装设计中表现出强大的发

展力量，其不仅将自身所具备的时间与空间信息进行

展现，充实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企业的信誉，尤其是其中精湛的智慧与创造力

已经成为影响着企业的一种信誉，有效促进了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凸显出一定的经济价值[9]。 

3  传统陶瓷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说，包装设计是一种文化的表达，

其在发展过程中凭借自身个性化的图形、色彩、文字

和内涵，实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思想表达。

传统陶瓷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展现出“简洁却不

简单，丰富但不繁琐”的特点，尤其是青花元素的应

用更是其他元素所不能比的存在，其系出名门，历经

千年，有着无可替代的文化气息，使得包装设计开始

展现出一种人文性特质[10]。现以青花元素为例，就其

在酒品和工艺品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展开分析。 

3.1  酒品包装设计中的恰当应用 

从酒品市场上看，其包装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形

式，除了具备基本的保护功能外，还要具备文化与审

美功能[11]。当前的酒品包装普遍有着鲜明的特点与突

出的文化内涵，或者透露出一种华丽高贵的气质，或

者展现出高贵典雅的风采，以期 大化地满足人们在

审美与情感上的多样化需求。传统陶瓷艺术给了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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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更多的可能。事实上，陶瓷元素在酒品包装

设计中的确有着很大的应用价值，并且获得了生产者

和设计师的多方关注与应用尝试。具体来看，其应用

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第一，对酒品品牌进行深入

研究，明确其风格和特点，尝试从传统陶瓷艺术的角

度去挖掘其融合点；第二，深入分析现有的酒品包装

的优秀案例，并结合所要设计的酒品特点进行传统陶

瓷艺术元素的融入；第三，从当下的市场需求入手，

积极探索传统陶瓷艺术元素的精髓之处，以便更好地

体现酒品包装的文化气质；第四，充分利用陶瓷包装

材质和图案装饰进行传统陶瓷艺术的现代化改造，使

其展现出更加新的特点和活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

设计师不能简单照搬，要结合实际进行灵活的创作与

应用[12]。 
以青花元素的具体应用为例，该陶瓷文化中的经

典元素在白酒包装设计中有着优秀的表现手法和应

用手段。泸州老窖国窖 1573 原浆酒包装设计就是很

成功的代表，设计师在设计时对白酒的包装容器进行

了艺术化的设计，成为竹节形式，并在瓶身配有浮雕，

将竹的意象进行更加丰富的表达。与此同时，青花元

素的融入更加丰富了其包装的文化内涵，那点 着的

青花彩绘进一步将竹这一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展现，

使得整个包装更加凸显气质，不仅实现了理想的包装

效果，而且也将泸州老窖人如竹子般的拼搏精神进行

了淋漓尽致地表现。 
除了这种包装形式外，白酒包装市场上还出现了

将传统的青花纹样进行民族性表达的成功案例。例

如，青花浏阳河酒包装设计就将缠枝、龙、凤等纹样

进行借鉴，合理利用其所具备的传统特色形成了个性

化的装饰纹样，在凸显清新淡雅之气的同时，又有着

强烈的民族传统韵味，进一步弱化了酒包装中的商业

气息，促进了浏阳河酒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3.2  工艺品包装设计中的灵活表现 

工艺品包装设计正在不知不觉中随着社会的进

步与时代的发展而逐渐繁荣起来，其不仅工艺水平逐

渐提高，种类和内容也日渐丰富，在创造性和艺术性

上表现突出，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13]。传统陶瓷

文化元素在工艺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更是将传统文

化与现代设计进行了完美融合，实现了细节与整体的

共同提升。但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并不能仅仅抱着

拿来主义的态度，照搬照抄是无法实现更大的艺术价

值的，还是要根据实际进行更多的方法尝试。第一，

对消费群体进行合理定位，依据该群体消费水平和心

理选择青花元素的形式；第二，讲究和谐，在有限的

体积和空间内进行合理的运用，让青花元素与整体相

统一，展现出一致的文化意境；第三，尽量选择有代

表性的造型去辅助整体的设计效果表达，做到精益

求精。 

从当前的工艺品市场看，无论是漆器、瓷器，还

是民俗、装饰等类别，工艺品的包装都对青花元素有

着独特的情感认同，出现了许多设计精品。一款情侣

水杯的工艺礼品设计另辟蹊径，不再从动物、字母或

卡通人物等角度进行展现，而是将蓝白相映的青花瓷

色彩进行了艺术化的创造，给人一种清新亮丽、超凡

脱俗的感觉，也将情侣之间那种和谐与美好的情愫进

行了艺术化表达，从而成功从同类工艺品包装中脱颖

而出。 

4  结语 

当前的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

发扬不仅是时代的发展需要，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

须正视并承担的责任。将民族文化艺术与包装设计结

合，便是这一现实中国的必然发展之选，如此不仅可

以展现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真正提高包装设计的竞

争力和影响力，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升级我国的文化软

实力，获得实质性的价值提升和艺术推广。传统陶瓷

艺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元素，其无论是在特点还是在

价值上，都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正是弘扬民

族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尤其青花元素的巧妙运用，

更表现出超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力，从形式到内容，从

文化到精神，都很好地把握了当下的时代审美特点，

在展现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包装设

计的艺术品格。在未来的创造过程中，设计师必须正

视以上这些现实方面的内容，对传统文化尤其是陶瓷

文化引起重视，并将其与包装设计进行更加完美的结

合，使产品包装体现出强烈民族性与时代性，展现出

不可估量的效益与极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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