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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视觉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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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传统文化元素中汉字融于包装视觉设计的现实境况和突破性路径尝试。方法 作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汉字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不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独特的图形图案，一种美的承

载。将以汉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包装视觉设计中，可以有效丰富包装的外观，增强包装的匹配

性。首先，从包装中文字信息的存在形式及其功能展开，分析汉字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指出研究包装视觉设计中的汉字运用有着突出的重要性；然后，从当前汉字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应用现

实出发，总结其中所存在的一些前期准备、方式方法方面的不足；最后，结合多个可能的方向探究汉字

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式方法。结论 汉字元素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应用既有利于汉字文化的

长远发展，又有利于包装视觉设计效果的提高，给消费者以视觉冲击，促进更高层面的消费行为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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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YANG Shuai 
(Jinzho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hanxi Jinzhong 0308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ing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breakthrough path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tegrated 

into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in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s a cultural produc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become not only a symbol, but also a unique graphic pattern and a carrier of beauty in thousands of years 

of inheritance. Incorpo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represent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the visual design of 

packaging can effectively enrich the appearance of packaging and enhance the matching of packaging. Based on the ex-

isting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text information in packag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packag-

ing visual design were analyzed. It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Then,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urrent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shortages in prepara-

tion and methods of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were summed up. Finall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was explored in combination with many possible directions.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element in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but 

also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packaging visual design, bringing visual impact to consumers,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er level consumption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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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元素是民族文化的良好载体，将其融入

现代包装设计是当今多元化设计方向的一种趋势，也

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相融合的一种趋势。汉字作为传统

文化元素的一种，既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又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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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基石。包装设计中文字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存在

形式，涉及的内容较多，主要囊括了产品的名称、包

装编号和生产公司等基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它就

像是产品的“身份证”，凭借自身对信息的承载来实

现包装价值的提升；在细节方面，它还包含着产品的

质量、成分、型号和广告文字，在明确产品属性的同

时，起到了宣传产品和吸引消费者的作用。经历历史

长河漫长的演变和积累的汉字，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形

式的美感，凝聚了深厚的民族韵味。汉字应用于包装

设计中常会结合具体的产品类别、包装需求和受众对

象进行或多或少地调整，如宋体、黑体等字体常用于

产品成分、质量等信息的展示，或者变成一种装饰字

体，以此来更好地展示产品特点，迎合受众需求[1]。

无论是哪一种应用方式，都在印证着汉字的重要性和

其所带给包装设计的种种突破与提升。这就意味着汉

字文化在包装视觉设计中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2]。当

下所要做的就是从汉字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应用状

况着手，找到更多的契合点，分析融合过程中的不足，

从而结合各个方面的细节和要求，以艺术化的创意打

造更加具有视觉张力和艺术美感的产品包装，带来更

加个性化的艺术魅力和文化魅力。 

1  汉字元素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汉字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应用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其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诸如缺乏艺术感、稍显呆板、

主题不突出等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汉字的使

用受到限制，难以实现有效的利用，这既对包装视觉

设计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3]，又给汉字的多元化传

承带来了现实的阻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1  准备工作不到位 

准备工作不到位将直接影响汉字在包装视觉设

计中的应用效果。具体来看，其涉及前提计划、汉字

形式应用方向、主题把握等，如果这些方面没有考虑

到位，那么就会出现包装视觉设计中所使用的元素及

其搭配与受众的审美需求和市场需求不符的现象[4]。另

外，设计师对汉字缺乏研究，素质能力不高，也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包装视觉设计的效果，不仅存在设计效率

低的现象，而且可能出现文字的应用形式与主题不符，

与产品内容偏离的情况，不利于包装设计的发展。 

1.2  使用方向受局限 

由于汉字的主要功能是向人们展示内容，所以在

实际的应用中，包装设计者更加倾向于在这一方面下

功夫，以至其所设计出的包装形式中，汉字元素符号

更多的是帮助消费者记忆其内容，而忽略了其表现形

式。这一现象十分普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便是汉

字的使用方向受限，久而久之，消费者就会出现审美

疲劳，进而影响包装视觉设计效果。 

1.3  想象力有待提高 

包装视觉设计对设计者的想象力要求较高，因为

那些想象力丰富、主题感突出、形式独特的元素符号

能够在第一时间吸引受众的目光，促就消费行为的产

生[5]。然而，在汉字元素融入包装视觉设计的过程中，

设计者的想象力匮乏也有所表现，无论是汉字的使用

方式和步骤的相对固定，还是对主题的凸显较为单

一，都难以让汉字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由此其应用价值也大打折扣，难以得到更好的体现。 

2  汉字元素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有效应用 

在包装的视觉设计层面，汉字的合理应用是有着
突出价值作用的，其能够有效地丰富包装的视觉美
感，使包装在同类包装中更加突出，以自己的风格来
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还可以凭借自身巨大的说服力和
感染力，达到更高层次的艺术效果，与消费者形成情
感的共鸣，带来更多的认同[6]。从现实的应用情况看，
汉字元素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融合与创新可以从以
下方面进行尝试和突破。 

2.1  结构布局的适当调整 

在包装设计中，文字的结构布局是十分重要的，
尤其在包装视觉设计方面，文字的大小和内容的主次
需要做到合理的区分。因此，设计师在具体的设计中，
应善于利用文字的结构与布局，结合产品需求和消费
者的习惯及艺术效果的追求进行大胆创新[7]。从细节
来看，汉字的字体大小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设计师在
进行设计时，应结合产品的特性和受众的爱好进行字
体大小的科学设计，从而使消费者在阅读时能够更加
流畅、快速地了解产品的形式与功能；在字体的色彩
选择上，设计师也要有所安排，尽可能地以包装的整
体调性为依据，突出协调统一的特点；在字体的布局
上，可以充分利用点、线、面的构成，进一步增强包
装的层次感、设计感，无论是字体的间距还是段落的
均衡，都要科学合理、和谐搭配[8]。整体分析当前常
用的几千个汉字，人们不难发现其结构存在统一和差
异。相同的是，这些汉字都有着统一的结构特点，即
方块结构，但是这不能成为束缚设计师的存在，设计
师所要做的就是从整体入手，结合实际需求对方块结
构进行改变，以独特的视觉美感和艺术张力增强汉字
艺术在视觉层面的张力，从而有效拉近产品包装与消
费者的距离[9]。德芙巧克力的包装设计就对汉字的结
构布局进行了改变，设计师从传递情感、享受美好瞬
间的层面出发，将德芙两个字变成了顺滑柔和的结
构，赋予了汉字以情感意义，让受众仿佛感受到了爱
情的甜蜜，从而产生更加持久而美好的精神愉悦。需
要注意的是，汉字的这种结构变化需要遵循一定的规
律，如此才能造就更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给消费者
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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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艺术风格的多向追求 

汉字元素融入包装视觉设计中还需要进一步尝

试，明确艺术的追求。一方面，设计师需要化繁就简，

在通俗易懂方面多进行尝试，让包装具备良好的可读

性[10]。这就意味着设计师在字体选择上，应选适应设

计要求和符合人们阅读习惯的字体，打造更加出色的

视觉效果。比如，宋体字适合小字处理，反白效果十

分突出，而在排列组合方面要尊重人们从左向右、从

上向下的阅读习惯，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受众的视线

流动。必要时，汉字的应用还要凸显商品属性，做到

将商品的各个细节属性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受众，以形

式与内容的统一带来更加突出的视觉效果[11]。这一点

在各性别主体的选择特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以老年

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包装视觉设计应对汉字采取一

种怀旧的形式，首选苍劲古朴的手写体、书法等；以

女性为消费主体的包装视觉设计则宜选择柔美秀丽

的字体；儿童偏爱的是卡通形象，对这一消费群体的

相关产品包装设计宜将卡通形象作为汉字字体的四

周装饰，体现趣味性，以此满足儿童群体的视觉审美

倾向，从而实现消费。 

另一方面，汉字元素的应用应具备一定的美感。

对汉字元素进行设计，能够展现出一定的艺术美感，

为受众带来视觉层面的享受。在包装视觉设计中，汉

字适度的美感能够给包装更具个性和魅力的艺术设

计效果。首先，设计师可以从产品包装的风格着手，

结合用途特点，选择汉字的设计风格，形成造型统一、

层次分明的艺术美感，并与包装中所涉及的图形、材

料等进行匹配，以一种节奏感和韵律感形成艺术设计

的视觉之美。其次，重视字体本身的个性化表达，在

尊重字体视觉个性的同时，追求一种视觉上的张力。

比如，加粗且连贯的笔画适宜表现活泼轻松的内容，

纤细的衬线体多用在较为严肃的包装内容上。总之，

汉字的艺术美感是适度的美，要避免过度的夸张和装

饰，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2.3  文化形式的碰撞融合 

汉字的视觉张力也可以和其他文化形式进行艺

术化的融合，在多种文化形式的融合与创新中实现艺

术效果的升级，继而使我国汉字文化发扬光大。 

第一，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共融共促。我国的传统

文化丰富多彩，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争奇斗艳，这就给

汉字的创新发展带来了契机，也给了包装视觉设计以

更多的可能[12]。为此，设计师可以结合实际的包装设

计需求和产品特点，选择剪纸、水墨、吉祥纹样等能

够与产品和包装相匹配的文化形式，将其与汉字元素

符号相互融合，或者采用配合装饰的形式，或者采取

融为一体的形式，实现视觉效果的提升。 

第二，和其他文化形式的适度结合。世界文化的

交融发展给了包装视觉设计以更多的可能，作为设计

师，可以结合实际，对优秀的和有利于自身设计表达

的其他国家的文化符号进行适当的截取和参考，在保

留我国汉字文化的根本性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创造一

种新奇感，让包装的视觉冲击更加强烈、新鲜。 

3  结语 

包装设计要想脱颖而出，必须在创新的同时借鉴

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当

今多元化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实现商品

包装设计更大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汉字作为传统文化

元素的一种，在包装视觉设计中有着强大的潜力和艺

术魅力，它与包装的结合不仅能够为产品加分，还能

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更好地传承与发展，这是包装

设计师应该明确和重视的重要方面，也是包装视觉设

计张力提升的必然选择。鉴于当前汉字元素与包装视

觉设计中仍存在准备工作不足、使用方向受限和想象

力缺乏的现实问题，要转变思维，从结构布局、艺术

风格和文化形式碰撞等方面进行创新尝试，让汉字这

一传统文化元素能够在反映产品物质属性和文化特

征的基础上，起到美化包装的作用，以更加鲜明的视

觉张力带给消费者美的体验，从而使包装设计的整体

效果得到大大提升，最终促进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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