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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包装设计中的故事性元素所呈现的特征及融合创新的有效策略。方法 受当前消费环境

的影响，产品包装开始越来越强调一种意境，以增强艺术性和感染力，满足消费者的情感诉求。对包装

设计的这一趋势进行分析，并对包装设计的视觉效果和情感表现进行重点关注，引出故事性元素与包装

设计融合创新的几方面优势；对故事与故事性设计的具体内涵进行分析，并从整体视角审视其融于包装

设计的可行性；基于这一基础，提出了故事性元素在多元形式、多元叙事和多元互动三方面的创新实践

路径，论证故事性元素在包装精神厚度上所存在的价值与现实意义。结论 故事性元素是包装设计的一

种心理引线，既可以促就与众不同的包装风格，又可以在视觉层面展现产品的深层内涵与价值，促成包

装与消费者的情感交流，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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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tory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MA Ji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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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story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and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Affected by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is 

more and more emphasized in product packaging to enhance artistic quality and appeal, to meet the emotional demands of 

consumers. In this work, this trend of packaging design was analyzed. Visual effect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pack-

aging design were focused to lead to the narrative element with a few aspects of packaging desig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superiority; then the story and the concrete connotation of the narrative design were analyzed, and the feasibility of 

packaging design was reviewed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Finally, on this basis, innovative practice paths of story ele-

ments were put forward in three aspects: multiple forms, multiple narratives and multiple interactions. The value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tory elements in spiritual thickness of packaging were demonstrated. Story element is a psycho-

logical lead for packaging design,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istinctive packaging style, but also show the deep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products in the visual level, promote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ckaging and con-

sumers, and stimulate consumers' desire to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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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人们的消费行为中，相当一部分人会根据

产品的外包装来选择所需的产品，有时甚至忽略了包

装的便利与保护等基础功能，更像是“外貌协会”，

对那些有着亮眼的形式与色彩的包装十分钟情，也有

的消费者对包装的内涵十分看重，其消费动机已经转

化为感性层面，从最初量的消费上升为质的消费、感

性消费[1]。从这一层面看，包装设计的重要原则就是

满足消费者的感性诉求。将故事性元素融入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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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够让包装变得不再单薄，也不再是一种几乎静止

的画面，而是具备了一定的动态性，有利于消费者由

基础的视觉体验进一步升华为情感互动，从而更快更

好地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2]。因此，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本没有购买计划的人常常会在瞬间因为某包装

中的故事元素而产生情感的互动，从而引发强烈的购

买欲望，甚至在之后的购买行为中不自觉地受到影响

而选择购买系列产品中的配套产品，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促成了品牌效应，产生了更多的消费行为[3]。因此，

关于故事性元素融于包装设计的讨论和探索越来越

多，其受重视程度也不容小觑，但无论怎样的发展与

实践策略都要建立在对故事性元素深刻理解的基础

上，所以下面将对相关内容展开探索，找寻更加专业、

科学的创新路径。 

1  故事与故事性设计简述 

故事顾名思义，指的是以叙述的形式讲述某些事

件，这些事件多是系列性的，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合内

发生，且多有着引人入胜的情节，简而言之，故事就

是叙事[4]。故事本身蕴含着情节、人物等元素，能够

在讲述的过程中引发受众的情感波动和共鸣，如同

情、愉悦、悲伤、羡慕等。在故事性设计中，故事性

元素并不局限于故事本身的意义和内涵，也并不是一

定要给出具体的因果、逻辑，很多时候只是一句话、

一个画面，完全不需要详细地进行展示和叙述，而是

引导消费者通过这些元素符号在内心自我构建独一

无二的故事。由此可见，故事性设计并不能简单地平

铺直叙，而应大胆突破常规，积极捕捉特征明显的典

型细节，以引人入胜的效果来深化受众的感知，加深

其脑海中的印象。将这样的故事性元素融于包装设计

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其可以使包装设计成为情感互动

的容器，而不再是单项的信息传递，更多的是给消费

者带来心灵上的共鸣，尤其将故事性元素设计成系列

性特征，在同一个系列产品中展现同一个主题，这样

更加能够打开消费者的想象大门，带来更大的价值效

用和经济价值[5]。 

2  故事性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融合与创新

实践 

故事性元素存在于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流传

于民间。在历史不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这类故事性元素并没有消亡，而是保留了精髓，并不

断融入各种艺术形式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艺术的

升华。在包装设计中，这种故事性元素主要进行了外

在形式、叙事风格和情感互动等方面的尝试。 

2.1  多元形式 

形式是包装设计中的主要内容，也是故事性元素

的主要载体。在具体融合故事性元素的过程中，设计

者可以结合多元的形式进行展示，可以是地域小故

事、民间传说、冒险传说、原创故事等[6]。 

1）地域小故事。这样的故事多有着鲜明的地域

文化特色，其与自身所存在的现实环境和民俗民风有

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帮助产品包装实现个性化的视觉

表现，从而使其地域文化特征更加明显，给消费者带

来一种亲切之感。比如，设计师可以对有着地域特色

的历史故事、历史名人和地域性建筑等进行元素提

取，让产品包装的地域性特征更加明显[7]。这在旅游

文创产品和土特产的包装设计中有着突出的应用，有

了地域小故事的增色，这些包装便成为游客旅游时最

引人瞩目的存在，很好地满足了他们的购买心理，也

促成了地域文化的传播。 

2）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流传至今，有着自身的

闪光点，也有着众多的受众。比如，自古以来，我国

人民就将虎看作是百兽之王，长辈们总是在孩子一岁

的时候为其穿上虎头鞋，以保佑孩子能够平安健康、

趋吉辟邪，有着大吉大利的美好寓意。这样的民间传

说和风俗习惯就可以为包装设计所用，在结合自身产

品特色的同时融入故事性元素，让民间传说的影响力

和艺术魅力促进包装设计的升级，带来视觉和精神等

方面的丰富和刺激[8]。 

3）冒险故事。在一些食品包装和玩具包装设计

中，设计师可以尝试融入一些冒险故事元素，以区分

其他同类产品包装。比如，在儿童食品包装设计中，

设计师可以从受众群体的年龄特点和爱好出发，设计

一些系列化的冒险故事，并将其中的典型元素如神秘

岛屿、巨大生物和毁灭性飓风等进行艺术化的展示，

以唤起儿童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探索欲望[9]。 

2.2  多元叙事 

在包装设计中，故事性元素可以以多元的形式进

行呈现，也可以利用个性化的叙事手段进行展开，即

在遵循其根本性的基础上，对其展开艺术化叙事风格

的凸显，将材料、造型与图形、结构等进行各种形式

的艺术化表达，体现一种与时俱进且有着个性化故事

特征和审美情感的表现形式。 

首先，在材料和造型方面下功夫。故事性元素在

包装设计中的呈现与个性化的叙事风格有着紧密的

关联，而具体风格的呈现又与产品包装的材料和造型

相呼应，因此设计师在进行具体的故事性元素的融入

时应考虑材料和造型方面的有效应用。双妹牌化妆品

的包装设计就对材料和造型进行了合理的设计和创

意，其受众多为女性，所以整体的装饰感比较强，品

种也十分丰富，有着鲜明的叙事化特征。双妹牌爽身

粉的包装以金属为原材料，避免了受潮变质的可能，

并且利于流通和运输[10]。此外，在造型上，选取了杭

稚英创作的月份牌广告印于其上，彰显出东方女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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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内敛含蓄又大方的美，好像在讲述一个婉转美丽

的东方女性故事，从而凭借强烈的叙事化特征在凸显

信息的同时表露出深层的美学意蕴，促就了文化叙事

特征。 

其次，在画面和构图上做好细节。故事性元素可

以丰富包装设计的构图，但所有的元素必须与包装中

的产品特色相符合，以此获得相得益彰的艺术设计效

果，带来更强的视觉冲击力[11]。在叙事性的要求下，

设计师可以将民间纹饰的特点和精髓进行艺术化叙

事，使其不再作为单纯的装饰而存在，而是以自身深

刻的文化意味和象征意义为支撑，如龙凤纹、云纹、

花草纹等，这些图形可以在包装设计中凭借完美的画

面布局和装饰作用来突出产品包装的美感和叙事性，

从而使产品的包装具备一定的美学意义和观赏价值，

并寄予吉祥美好的寓意，有利于消费者对产品产生相

应的情感，实现更大的价值意义[12]。 

2.3  多元互动 

在包装设计中，故事性元素的作用和意义还在于

促进产品与消费者的互动，所以在具体的应用过程

中，设计师需要在多元形式、多元叙事的基础上增加

多元互动，也就是说，要重视包装与消费者的情感交

流，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13]。 

在同样的前提条件下，用心的包装总是比随意的

包装更吸引人，这也就意味着包装设计需要以消费者

的情感需求为基准，从包装的各个层面和细节进行综

合考虑和布局，以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拓展出更

大的消费市场。故事性元素在这一方面仍然表现出独

特的优势。在应用故事性元素时，设计师可以从三种

途径进行尝试。第一，设计系列化包装，将故事性元

素分为若干部分，只在单个包装上讲述故事的部分内

容，以连续性为特征，将这个系列的包装连成完整的

故事。第二，在系列化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不在

单个包装上体现叙事特征，而是搭配故事手册进行展

现。这样，故事性元素凭借故事手册成为了背景元素，

有利于拓展消费者的想象空间，升华包装设计效果。

第三，尝试 DIY 交互式包装设计。设计师可以在包

装设计中采用新型的系列包装设计，可以直接将包装

设计成可拆卸组装的形式，消费者购买后可以自己动

手进行 DIY，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情感体

验，接着在这种情感体验的作用下深刻感受其中的故

事性元素。如此，故事性元素的功能和价值便可以得

到最大化的艺术呈现。 

3  结语 

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中，人们对灵感的捕捉方式逐

渐成熟起来，事物间所存在的各种内在和外在联系经

过长期的意识积累也逐渐清晰起来。故事性元素是我

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其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

融合于其他领域，促成了许多值得肯定和推广的艺术

形式。包装设计对故事性元素的借鉴与创新是经过科

学论证的，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其所呈现的微妙之

处在于不仅提升了包装设计的视觉张力，还深化了包

装的内涵意蕴和文化内涵，给了包装设计以新的发展

可能，每一个故事性元素的应用又是设计师灵感与指

挥的选择和尝试，既承载着设计师的“心路历程”又

讲述着包装设计背后的故事，有效促进了包装设计的

发展。在未来所要做的就是抓住这种故事性所带来的

灵感，将其科学应用于包装设计中，促进更加高效且

富有艺术张力和深刻内涵的包装设计作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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