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项目（编号：Ｚ．

３１００８．１７．０４）

作者简介：夏俐（１９７２—），女，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讲师，硕士。

Ｅｍａｉｌ：ｌｉｌｉｓｕｎｎｙ５２０＠１６３．ｃｏ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３

犇犗犐：１０．１３６５２／犼．犻狊狊狀．１００３５７８８．２０２０．１０．０２１

食品包装设计中色彩联想性的表达、强化与发展趋势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ｏｄ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夏　俐

犡犐犃犔犻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８）

（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犉犪狊犺犻狅狀犇犲狊犻犵狀，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犞犻狊狌犪犾犃狉狋，犛犺犪狀犵犺犪犻２００４３８，犆犺犻狀犪）

摘要：文章以色彩的联想性为切入点，根据色彩心理学相

关理论，分析食品包装中的色彩元素，提升现代食品包装

设计的色彩冲击力，并提升消费者视觉感受，在创造更多

社会价值的同时，优化消费者的色彩体验，为品牌延伸提

供色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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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消费者接触食品包装的第一视觉要素。对于

食品包装设计人员而言，强化包装色彩联想表达能力是

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巧妙运用色彩心理学相关知识，对

消费者形成多维度的心理暗示，一方面可以提升食品包

装的宣传效果以及信息量，另一方面还可以扩展食品包

装色彩文化，提升食品附加值以及销售量。

１　食品包装设计中色彩联想性表达
１．１　表达食品的口感与成分

１．１．１　食品口感与味道　口感指的是人们在食用食品过

程中，口腔内部所发生的物理变化以及化学变化。这些

变化对人的心理以及生理会产生积极反馈，这种反馈主

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食物入口之后的触觉；另一方

面是食物在口腔中的味觉。不同食品的制作方式以及配

料存在很大不同，当食物入口之后，会带来不同的触觉、

味觉感受，人们通常将其称之为“味道”以及“口感”。味

道与口感是消费者选择食品的主要影响因素［１］。设计人

员进行食品包装设计工作时，需要以口感、味道作为基

础，选择合适的食品包装设计元素，让消费者在看到包装

上的图案以及颜色之后，自然联想到食物的味道与口感。

此外，设计人员还需要对食物的味道以及口感进行抽象

化提炼，让色彩与味道、口感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

通过心理暗示引导消费者进行合理主观联想，由外包装

色彩想象到食品的口感与味道。

１．１．２　食品成分与原料　食品成分与原料主要指食品生

产过程中用到的配料以及食材。设计人员在设计食品包

装时，需要利用视觉元素展现食品成分以及原料的特点。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以原料、配料以及生产

工艺等元素作为切入点，尝试提炼与食品属性有关的色

彩元素，通过这种方式优化包装色彩样式［２］。对包装色

彩进行联想性表达，可以让消费者仅通过观察包装色彩

样式，就可以将其与生活中累积的色彩经验联系到一起，

以此缩短消费者阅读食品信息的时间，以简单通俗的包

装色彩表达，激发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欲望。此外，为了增

加色彩联想性表达的连贯性，还可以搭配其他视觉元素，

例如图形、文字等，将其与颜色充分融合，形成食品包装

视觉传播矩阵，提升包装色彩对消费者的视觉刺激，令消

费者可以将包装上的视觉元素与其他官能，特别是味觉

与触觉进行关联，提升消费者对于食品的认可程度。

１．２　表达食品的文化属性

１．２．１　物态文化　所谓食品物态文化，主要包括食物本

身的成分、品质以及外观等元素，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文化

６０１

ＦＯＯ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第３６卷第１０期 总第２２８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元素，也是食品文化诸要素中最基础的内容［３］。站在色

彩角度来看待食品包装物态文化，其自身所具备的色彩

元素也属于物态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消费者在购买食品

过程中，通过辨别食品色彩，还可以初步了解食品所具备

的文化传承。借助色彩联想性表达，消费者可以将食品

的文化传承与当地民俗文化进行融合，提升其对于食品

的认可程度。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与黄色所承载

的文化含义较为丰富，因此很多的食品包装采用红、黄二

色作为主色调。其优点在于：既可以凸显食品的文化属

性，又可以在饮食文化传承过程中，将饮食文化与经济、

民俗等元素进行交融，逐渐演变为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

食品物态文化。

１．２．２　心态文化　心态文化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

动中经过长期蕴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

式等构成，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所谓的食品心态文化，实

际上是指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制作以及消费过程中，

产生的特定价值观、审美观与思维模式等［４］。色彩感知

和色彩观念对于食品心态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对食品色彩进行联想性表达时，针对相同包装色彩食

品，不同地域的消费群体，会因为其色彩喜好上的差异，

对食品本身产生不同的联想。这种联想具有强烈的主观

性，例如韩国食品包装颜色，就以蓝、青等素雅色调为主，

一方面由于韩国民众喜欢自然色彩，另一方面因为韩国

长时间受东亚儒家文化熏陶，偏好一些能够表达宁静、祥

和意境的颜色。在购买韩国食品时，通过对包装色彩的

感知，消费者可以快速联想到韩国文化，并对食品的品

质、口感、味道、成分等信息形成初步印象。

１．３　表达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１．３．１　信息需求　食品包装视觉设计的主要目的是让包

装顺利实现商品信息传递功能。设计包装过程中，设计

人员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引导消费者快速了解食品

信息。在食品销售过程中，消费者对于陈列在展柜上的

一些陌生食品，并不会仔细观察，想要吸引消费者注意

力，就要利用新颖的包装色彩设计，让消费者能够在最短

的时间内了解食品的基本信息。特别是食品味道以及口

感方面的信息，能够借助食品包装袋上的色彩，给予消费

者最为直观的反馈。例如：味道偏甜的食品，可以在包装

袋上运用大量的红色或者粉色；而味道偏酸的食品，可以

在包装袋上多运用绿色、青色。

消费者与食品包装之间所进行的视觉交流，能够让

二者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感

性层面交流，第二层是理性层面交流［５］。前者主要是建

立在消费者心理以及象征性需求之上，而后者主要建立

在能够看得见的信息描述之上。从食品包装色彩联想性

表达方面来看，食品包装色彩对于视觉感性交流会产生

较大影响。利用色彩联想性表达，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

会主动将包装色彩符号含义与自身心理感受进行融合，

满足消费者阅读食品信息的需求。

１．３．２　情感需求　消费行为一方面会受到理性需求影

响，另一方面还会受到情感需求影响。这里所说的“感性

需求”，实际上是指借助人性化诉求，调动消费者情感，引

导其购买食品。从食品包装色彩设计层面来看，与消费

者情感需求所进行的融合行为是借助色彩，与消费者进

行情感层面互动，通过这种方式，令消费者从心理上对食

品包装色彩产生认同感。而消费者自身色彩认知差异，对

其与食品包装色彩之间所产生的情感联系，会产生较大影

响。处于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对于同一种色彩的感受与

喜欢程度也不同，例如儿童对鲜艳颜色（如红色、黄色、粉

色等）较为喜爱，徐福记在设计糖果包装时，就大量运用了

儿童喜爱的红色，又与糖果甜蜜的口感相一致，起到了很

好的视觉传达效果（如图１所示）。而中青年人群则更偏

爱素色（如白色、黑色、灰色）；老年人群对于彩色的喜爱程

度更高。因此，在设计食品外包装颜色的过程中，要根据

食品目标客户的年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色彩设计。

１．４　色彩联想性表达的影响因素

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食品包装的结构特点会对其

购买意愿产生很大影响，色彩在不同包装结构上所呈现

出来的效果有很大差别［６］。因此，设计人员需要对食品

包装结构给予足够重视。所谓包装结构，就是指食品包

装样式（立体造型）。色彩在不同包装样式上展现出的视

觉感染力不同，一种色彩在不同包装样式中能够展现出

多种色彩符号语义。例如：盒式包装，这种包装方式被大

量应用于液态奶系列产品中，因此在设计外包装颜色的

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乳制品的特点，以浅色、纯色为基准

基调，同时运用明亮的颜色作为商标、产品特点介绍等文

字的用色。通过强烈的颜色碰撞，一方面突出食品外包

装的层次性，赋予包装更为丰富的立体感；另一方面能够

将消费者的视线引导至产品商标以及产品信息介绍上，

提升食品包装信息传播效率。

图１　徐福记糖果包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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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运用原则与规律
２．１　色彩应用原则

２．１．１　依据地域特点　由于民族、种族、宗教信仰、地理

位置、文化表现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群体对颜色的喜好程

度不同。例如，儿童喜欢纯正的色彩，因其具有强烈的对

比度和独特的个性；住在草原上的人喜欢鲜艳颜色；城区

中的人则喜欢清新素雅的颜色；沙漠里居住的人更喜爱

绿色。在设计食品包装颜色过程中，应考虑主要消费群

体的生活背景以及群体构成特点，颜色设计应该符合当

地居民的色彩审美习惯［７］。

２．１．２　协调图形与背景颜色关系　在设计过程中，某些

图案以其默认图形状态显示，而其他图案则作为背景显

示。在一般的颜色属性中，浅色比深色具有更良好的图

形效果，小面积颜色比大面积具有更好的图形效果，因此

包装颜色设计中通常使用具有高纯度、高亮度和高饱和

度的颜色，例如品牌文字和图形图像。图片色彩和背景

色彩之间关系的合理安排可以突出强调食品的主题设计

理念，并提升品牌文化表达能力。伊利集团所推出的液

态奶产品就以白色为底色，并用明亮的颜色标注出产品

的主要卖点“无乳糖牛奶”（如图２），在给予消费者较为恰

当的视觉印象的同时，将产品的主要卖点传递给消费者。

２．２　食品包装颜色运用规律

在设计食品外包装过程中，设计人员通常习惯于运

用明亮丰富的颜色，并且基于暖色调来构建食品外包装。

红色、黄色和咖啡色常用于强调口味，例如甜、奶油和可

可，并强调食物的新鲜度和营养；运用蓝色、白色冷色调

指示食品卫生情况以及贮藏方式，或者运用柔和的绿色

来指示蔬菜的新鲜度和食品内部的叶绿素含量［８］。雀巢

咖啡在设计产品外包装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咖啡色（如

图３），一方面与咖啡的原始颜色贴合，借用颜色传递出

“咖啡口感醇正”这一信息，另一方面咖啡色又能传达出

一种悠闲、慵懒的意味，与咖啡这种商品的属性相契合，

提升消费者对于商品的好感。

３　 基于色彩审美视角优化色彩设计
联想性

　　所谓审美色彩主要是指以单色彩以及组合式色彩所

图２　伊利舒化奶包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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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雀巢咖啡外包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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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色彩形象。“美”具有很强

的抽象性，通常隐匿于日常生活以及客观事物之中，因此

审美色彩语义的展现方式因人而异。人们想要更好地感

受色彩设计所带来的视觉享受，就要具备一定的色彩知

识，并对色彩有敏锐感知。

此外，审美色彩语义多与当地的人文环境有着很大

关系，处于不同地区的人对于同一种颜色，可能会存在截

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中国传统文化

特点的食品外包装颜色设计均以鲜艳、纯净为主，具体而

言就是大量运用红、黄、蓝三原色来设计食品外包装，这

与本民族崇尚自然色彩的审美特性有很大关系。在选择

商品的过程中，消费者能够借助色彩审美，将包装颜色与

带有主观色彩的抽象概念进行联想，借助包装色彩所具

备的联想性，将食品的色彩与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所形

成的色彩经验结合，让消费者能够快速联想起该颜色所

代表的艺术特性。特别是对于颜色审美情趣较高的消费

者而言，丰富、合理且充满艺术性的颜色表达，能够让其

在购物过程中收获双倍快乐，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其

审美也得到了满足，提升了食品与消费者之间的黏性。

通过色彩情感表达，可以让消费者的情感、审美需求同时

得到满足，提升食品包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效果。

４　食品包装设计中色彩联想性的社会
价值与发展趋势

４．１　社会价值

４．１．１　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设计人员在设计食品

包装时，一方面要考虑色彩对于食品包装所产生的装饰

性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尽量突出色彩元素在众多视觉元

素中的地位，以色彩为主要设计对象，结合图形、文字等

元素，让食品包装变得更加新颖。具有良好设计感的食

品包装，可以牢牢抓住消费者的视线，又能够满足其个性

化需求。在设计食品包装色彩时，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作

为基础，突破传统色彩设计思维模式的束缚，让食品包装

符合消费者个性化诉求，进而引发消费者情感层面的共

鸣，提升其对于食品的亲近感［９］。此外，优秀的食品包装

８０１

包装与设计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总第２２８期｜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设计，还可以提升食品的艺术价值，消费者在选购商品

时，即便对食品没有需求，在看到设计精美的食品包装

时，也会产生愉悦感，充分发挥食品包装的社会价值。

４．１．２　加强包装设计与人的互动　设计食品包装时，相

关设计人员要详细考量包装色彩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性。良好的色彩联想性表达，可以有效提升包装与消费

者之间的互动，其原因在于：色彩是食品包装众多设计元

素中，较为醒目的一种，可以快速与消费者建立心灵联

系，消费者在观察食品包装色彩信息时，通过联想将食品

与自身所积累的生活经验进行关联，提升消费者对于食

品的认可程度。

４．１．３　加快包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食品包装

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出口食品总量持续上升，食品包装市

场发展潜力巨大。设计人员通过运用标示性色彩符号、

象征性色彩符号，提高食品包装色彩联想性，解决食品包

装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等问题［１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加快食品包装设计样式更新速度，为食品生产厂家争取

到更多的经济效益，促进食品包装设计发展的可持续性。

４．２　发展趋势

４．２．１　优化消费者的色彩体验　食品包装色彩语义和食

品属性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包装色彩联想性表达一方面

能够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了解食品关键信息，另一方面

还能够与消费者主观思维产生联动，以色彩联想性表达

为切入点，针对食品包装色彩元素进行评价。特别是借

助一些新技术（ＶＲ技术、ＡＲ技术等），提升食品包装色

彩视觉冲击力，给消费者带来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色彩

体验。

４．２．２　为品牌延伸提供色彩服务　利用包装色彩，能够

提升食品辨识度，优秀的包装色彩设计，有助于企业树立

品牌形象。在新技术支持下，设计人员可以尝试利用多

重包装以及广告宣传等手段，对食品的品牌与包装色彩

进行深度融合，以包装色彩突出品牌文化底蕴，同时以品

牌文化丰富包装色彩内涵，通过这种方式提升食品价值。

５　结语
优化食品包装色彩设计，一方面可以提升食品的市

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顺利完成食品包装与消费者

之间的互动。对于设计人员而言，需要从色彩识别、色彩

象征以及色彩审美等方面，对食品包装色彩设计进行优

化，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的色彩体验，提升产品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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