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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符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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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传统文化符号对包装设计的影响与创新表现。方法 首先从当前包装设计的现实诉求提

出问题，分析包装设计的发展方向和对深层内涵的追求，聚焦传统文化符号融入的可能性；然后以传统

文化符号在造型、色彩等方面的特点为切入点，挖掘传统文化符号融入包装设计中几个方面的途径和应

用意义；最后结合传统文化符号的提取、设计对象的选择、创作手法的丰富等方面，将传统文化符号与

包装设计在融合中实现创新发展的实践与未来展开综合深入的分析论证。结论 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符号

的全新表现，对包装设计的艺术效果提升进行了有力尝试，除了让整体的设计效果更加独特而凸显外，

还让商品的认知度上了新台阶，促进了产品的销售和品牌的建立，是包装设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实践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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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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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on packaging design and its inno-

vative performance. First of all, problem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current reality of packaging design demands, The 

pursuit of packaging design 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in-depth connotation was analyzed with the focus on the possi-

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ymbols. Then,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the as-

pect of modeling, colour, etc., the ways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to packaging design and its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were explored. At last, combined with the extra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e selection of design 

objects, the enrichment of creative techniques and other specific direction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is and 

demonstration on the practice and future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and packaging design. Excav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symbols of a new performance contributes to a strong attempt in im-

proving the artistic effect of packaging design. In addition to making overall design effect more unique and highlighted, it 

also brings the recognition of products to a new level, and promotes the sales of produ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rands. 

It is the right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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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外文化冲击的影响，怎样将有着丰富中国文

化意蕴的包装设计出来，成为众多设计师的思考方

向。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是中华的艺术瑰宝，

不仅有着多变的形式与色彩，还有着深邃的意境，能

够有效提升当前包装设计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趣

味。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设计师解决了设计富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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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蕴包装的方向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

全球化视域下，包装设计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适合

自身发展、丰富外在表现与内在神韵的营养，从而创

造出具有中国意蕴的设计作品。之所以如是说，是因

为传统文化符号与包装设计融合和再创造，能够增强

产品包装的大众认可度和接受度，并在这一情感的指

引下实现包装设计形式的创新、内容的丰富和神韵的

凸显 [1]，从而使包装设计的现代感与传统性相得益

彰，不断在借鉴、创新中升华，满足新时期消费者的

多样化需求和时代发展的未来趋势。 

1  传统文化符号在包装设计中的传达途径 

传统文化符号是创意的来源，其蕴含着深厚的情

感和巨大的力量，使包装设计在迎合时代步调的同

时，兼顾民族特征和消费者需求。首先，图形的应用

对包装设计而言，有着更佳的传情达意效果，其能够

将美化后的视觉形式更加直观地呈现给消费者，让包

装设计的视觉与思想都没有阻力，轻松将产品与消费

者紧密联系起来[2]；其次，造型是包装设计中的突出

方面，是包装设计的视觉基础，也是包装设计师将作

品进行物化的过程，借助造型特点对整个包装的主题

进行展示，甚至还可传达出更深层次的精神意义，从

而更好地延伸消费者的审美心理空间；最后，色彩在

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路径更加广泛，借助色彩的巧妙传

达，产品包装能够在第一时间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从

而实现更好的艺术宣传和产品推广[3]。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传统文化符号的应用并不是越多越好，必须与

产品特点相符合，避免其与包装不匹配、结构不协调

的现象出现，同时强调时代性，渗透时代特点，且要

适度、适量，否则适得其反。 

2  传统文化符号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当前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已经进入世界领域，越来

越多的商品走出了国门。如果能够将包装设计做到理

想的状态，在展现包装效果的同时，将传统文化与民

族精神进行宣传和展示，实现艺术的升华，必将在国

际上树立起良好的形象[4]。这主要关乎对传统文化符

号的提取、设计对象的选择、创作手法的丰富等方面

的具体落实与创新。 

2.1  提取文化符号 

传统图案、传统文字是传统文化符号的两大方

面，并在各自的领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5]。传统图案

多以吉祥图案为表现形式，其所承载的是人们对生活

的美好向往和追求，具体表现为动物、植物、建筑、

几何等形式的图形。传统文字则是书法艺术、印章艺

术等的统称，多有着个性化的创作技巧和独特的神

韵，识别性很强。包装设计师在设计创作的过程中，

要能够从众多的文化符号中进行精准地提取，让那些

已经约定俗成的图形和文字，能够对包装的艺术效果

进行丰富和提高，展现一种形式美与意蕴美的结合，

带来更加强烈的视觉刺激。 

传统图形是有着独特传承意义的一种形式，其对

当前的包装设计而言，仿若一个人穿上了合体而鲜明

的衣服，能够将其风姿和内蕴更好地展现出来，是包

装设计的有效素材来源[6]。只是设计师在具体的设计

过程中，应对传统图形进行深入的了解，明确其外在

与内在的特点和意蕴，在符合现代人审美的前提下进

行艺术化的提取和应用，从而赋予包装以更具生命活

力的形式。比如，一些吉祥图案（如松柏、仙鹤等）

有着幸福和长寿的美好寓意，可以结合我国传统节日

的礼品现实需求进行灵活应用，让包装的设计效果实

现一种情感的传递和联系的作用，引发消费者的联

想，从这些图形的普遍化寓意中了解产品的寓意与功

效。另外有一些建筑符号也是十分个性化的存在，尤

其是那些古代的建筑、家具等大多蕴藏着深厚的文化

意蕴，有一种独特的韵律美。将这样的传统图案符号

融入酒品、茶叶的包装设计中，能够将文化与历史进

行融合，带来一种韵律感鲜明且风格独特的包装设计

效果。 

传统文字融于包装设计中的作用主要是直观地

展示产品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品包装的文化

气息和深层内蕴，从而以更加考究与和谐的形式实现

对产品的形象打造和宣传目的 [7]。在茶叶包装设计

上，设计师有时会对书法文字进行艺术化应用，以沉

稳大气、潇洒自在的字体来表现茶叶的特性；在食品

包装设计上，设计师则会结合食品的特点和受众，采

用活泼可爱或流畅清晰的字体，以此突出食品特点，

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总体而言，传统文字符号的应

用应遵循直观、真实、美观的原则，要有利于消费者

的进一步认知，而不是盲目追求视觉效果而欺骗和误

导消费者。 

2.2  选择包装对象 

从众多的包装设计对象中进行提取和选择，土特

产和传统商品与传统文化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便于形

成一种合力，更好地宣传产品和传统文化[8]。可以说，

那些十分畅销的土特产如干果类、山珍类、茶叶等都

或多或少地对传统文化符号有所应用，这样不仅实现

了实用与美观的追求，还被注入了一定的地域文化内

涵，是土特产包装设计创新的不错之选。一款湘西地

区的姜糖包装设计就对湘西的文化符号进行了有效

应用，其对吊脚楼中的米字格、井字格进行艺术化的

结构和组合，并配合一些图腾纹样，将姜糖的地域文

化内蕴更好地展示出来。更加突出的是，设计者还从

当地的民族服饰中选取了色彩符号，以色彩搭配规律

为前提，进行了艺术化的抽象表达，从而让该产品的

属性更加独特而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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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商品的包装设计也多采用象征、重构、变化

等手法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应用，最大化地赋予产品

新的形式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以此来联系消费者与传

统文化，加深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9]。一款稻米

的包装设计就将皮影艺术进行了艺术改造和融合，从

时代特色的视角出发，对皮影图案进行了提取，让皮

影人物形象更加简洁时尚，并配合提携式、组合式的

结构，实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表达，富于辨识度和地

域特色，将稻米的特点艺术化地表达了出来。 

2.3  寻找合理方法 

传统文化符号的融入离不开多种设计手法的支

持，诸如重构、变化、打散等方式能够在保留基本精

髓和内涵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全新的展现，不仅让消

费者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能够为传统文化

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提供一种理想的载体[10]。首先，

象征手法多需要设计师从设计对象的基本特色着手，

深入挖掘其自身的意象符号，借助某种意象形式将另

一种意象的独特含义进行艺术化表现，从而实现精神

意蕴的升华。比如，代表祥瑞的麒麟、代表清廉的荷

花、代表长寿的灵芝、仙鹤等符号，这些传统文化符

号的精神属性就能够给予包装设计深刻的象征意味，从

而使产品的信息更加深入人心。现在在包装设计领

域，仿生的应用多集中在儿童食品的包装设计上，原

本注意力难以集中或者兴趣不够持久的儿童消费者，总

是能够在仿生形式的包装设计中轻松感知食品的特

性[11]。比如，一款蜂蜜的包装设计就对蜂窝进行了仿

生设计，蜂窝形状的包装盒配有 6 个木质环，并以麻

绳贯穿，打造出一种天然的趣味性和生态性，让儿童

消费者的注意力迅速集中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案例，有着良好的宣传效果。除了这两种应用较多的

设计手法外，还有通感的应用，主要借助关联性，将

意象与物象进行转化，实现人与物之间的多种感觉的

重叠与沟通。如将甜蜜的感觉通过鲜艳美丽的鲜花和

糖果进行传递，以此激发消费者的心理与情感共鸣[12]；

隐喻手法可以对产品的包装设计进行一种联想空间

的营造，通过文化符号从隐喻性上传达具象的旨趣，

从而更好地呈现一种客观的物象，以此来提升包装设

计的效果，带给人一种愉悦之感，如将龙纹、云纹等

融入酒品的包装设计中，能够营造一种意境，在主题

得以表达的同时，与消费者的常态化认知相联系，更

好地展示其风格特点和产品特质。[13] 

3  结语 

包装设计与传统文化符号的联系是紧密而深入

的，包装设计的视觉呈现与内蕴体现都与传统文化符

号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并且包装设计若要体现一种

文化特质，与消费者产生更好的情感共鸣，就更加离

不开传统文化符号的支持。所以，想要做好包装设计，

必须对传统文化符号有深入了解，将其中的优秀元素

进行细致微观地吸收和采纳，通过图形、色彩、文字

和技术手法的综合作用，以形式美法则为依据，以产

品特质为基础，开展艺术再创造，以优秀的民族文化

特质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为支撑，更好地引导消费者将

目光聚焦在产品的包装和特质中。这需要设计者自身

的文化积淀，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情感提炼，如此才

能从众多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到最适合的元素符号，为

包装设计增添灵魂，使其得到最大化的艺术设计效

果，在给人以审美愉悦和文化浸染的同时，感受到一

种民族自豪感和与时俱进的未来走向，从而拓展出更

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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