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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闽东传统民居特色的非遗食品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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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提升非遗食品包装设计的文化价值和设计思维"

同时传播传统民居特色和非遗食品传统技艺为目的"从

文化特色#建筑布局特色#建筑元素特色和建筑色彩特色

要素着手"以闽东非遗食品中的福鼎白茶为包装设计对

象"将闽东传统民居建筑特色要素与当地非遗食品包装

设计相融合"并赋予其包装设计意义和设计策略进行可

行性设计!

关键词!闽东'传统民居'非遗食品'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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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言分布)地域文化)地理气候三大条件可以将

福建传统建筑分为六大区域*

#

+

%其中%闽东区域地处福建

省的东部%其南片以福州市为中心%包含其所属各县市$

北片为以宁德市为中心%包含其所属各县市&闽东地区

文化遗产较为丰富%在国务院
"$$*

'

"$"#

年公布的五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中%收录了福建省共

#$

大类
#,(

个项目%其中共有
(

项闽东非遗食品收录于

传统技艺类%分别是福州的茉莉花茶制作技艺)坦洋工夫

茶制作技艺)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和福鼎的白茶制作

技艺)红鶱黄酒酿造制作技艺*

"

+

&

文化遗产从存在形态上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闽东传统民

居是闽东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闽东非遗食品制作技艺

则是闽东非物质文化的代表&研究拟通过分析和提炼闽

东当地传统民居特色%将其特色元素赋予在闽东非遗食

品的包装设计中%以期传播闽东传统文化%活化闽东文化

遗产&

#

!

闽东非遗食品包装现状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的

重视%闽东的非遗食品制作技艺已经得到了市场化发展%

一方面带动了当地经济效应%另一方面确实传播了当地

非遗食品的文化&但目前闽东地区非遗食品包装设计的

态度和现状存在诸多问题%使得闽东非遗食品的包装既

背离了非遗的本真性%也影响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播&

#7#

!

设计的创新性不足

首先%在当地非遗食品产业不断迭代)精品佳作层出

不穷的同时%面向大众的食品普遍存在设计单调)制作简

陋)包装低劣等问题&模仿传统的多%创意创新的少$大

众的不精致%精致的不大众&其次%市面上非遗食品品牌

杂乱%包装设计充斥着艳俗气息%用材盲目浪费%粗制滥

造&第三%包装设计同质化严重%充斥着大量重复化设

计)抄袭设计情况%缺乏创新思维包装%设计元素和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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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板%取材和模式单一&

#7"

!

当地文化属性的缺失

在商业环境的过度竞争下%闽东非遗食品的包装设

计缺乏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属性的关注与融入&首先%包

装设计未能充分地发现)发掘和表现闽东当地的美)身边

的美%也没有展现出与当地自然环境)地域特色和传统文

化相称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次%充斥着批量生产的一

些打着文创)国潮等旗号的0高溢价1非遗商品%这种现象

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文化内涵逐渐被剥离与碎片

化%经过漫长历史发展提炼出的文化意涵也在一次次无

意义的重复生产中逐渐消散%甚至被歪曲与丑化*

!

+

&

#7!

!

趣味性和传播度不足

作为福建非遗传统技艺类的代表%闽东非遗食品肩

负传播闽东传统文化的使命&但目前市面上其包装设计

现状缺乏新技术)新理念的注入%缺乏引导消费者参与互

动的趣味性%既没有展现非遗食品的传统技艺%也没有传

播传统文化&

"

!

闽东非遗食品包装设计策略和思路
"7#

!

包装设计的策略

"7#7#

!

紧扣非遗传承目的%创新设计审美立意
!

首先%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和创新好传统文化%对于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传统文化源于生活的积

累%亦归于生活%生活才是设计的出发点%同时生活也是

设计的终极目标&最有生命力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是既不离本土)又融入时代的%需把本土文化与时代

特点结合&所以%闽东非遗食品的包装设计应是连接传

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结合的纽带%其包装设计必须努力将

传统之美)非遗之韵转译为符合当代社会审美的新时尚&

"7#7"

!

凝练闽东传统民居特色%展示地域文化
!

闽东传

统村落是当地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蕴含着丰富的历史

信息和文化特色%其中民居建筑是传统村落中最重要的

内容%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其次%传统民居

的空间形态)营造技艺)装饰特点和色彩图案等特色%展

示了当地的地域特色%是当地文化遗产的传承产物&所

以%闽东非遗食品的包装设计可以传统民居为切入点%凝

练传统民居特色%展示当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根据闽东

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提取具有当地特色的独特元素及

符号%并与非遗食品传统技艺相融合%并结合当地的文化

内涵%将包装设计做到独树一帜&

"7#7!

!

拓宽包装设计趣味性和传播度%构造活态呈现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多元%

要求食品包装设计需同时满足趣味性和消费者的互动

性&这就要求设计首先得时刻关注需求变化)生活方式)

市场变化和消费习惯变化%开启美好生活需要的想象力%

通过不断拓展包装设计的门类品种)取材用材)形态功

能%从而不断充实设计创作的内涵&包装设计还要结合

各类传播媒介%扩大闽东传统非遗食品的社会认知%在市

场需求的变化中检验和改进自己的作品与食品%将闽东

非遗食品传统技艺打造成为知名品牌)走向世界大市场&

"7"

!

设计思路规划

通过调研发现目前闽东非遗食品包装设计中存在的

问题%总结出针对性的设计策略!图
#

#"提取凝练出闽东

传统民居的文化特色)建筑布局)建筑元素和建筑色彩四

大特色%划分了民居文化)建筑布局)建筑屋顶)建筑墙

部)建筑装饰)材料色彩和涂料色彩七大细节特征$最后

把这些设计细节和四大特色运用于福鼎白茶产品的包装

设计中&

!

!

闽东传统民居特色要素的提炼
闽东传统民居是千百年来当地先人们在生产生活中

不断累积%顺应当地自然环境和当地历史文化%在不断实

践)营造和迭代中形成的物质文化产物&从浅层形态的

文化物质层来说%传统民居的文化特征包含了生态环境)

建筑特色)营造法式和装饰艺术等*

,

+

$从深层形态的文化

心理学来说%传统民居的文化特征反映了当地人们的伦

理道德)宗教信仰)民俗)价值观等&通过调取来源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及财政部等部委
"$#"

'

"$#'

年

评选公布的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传统村落数据样本

共
,',

座%其中闽东传统村落
#*'

座*

(

+

%通过研究这

#*'

座闽东传统村落中的传统民居%提炼其文化特色)建

图
#

!

闽东非遗食品包装设计思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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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布局特色)建筑元素特色和建筑色彩等特色要素&

!7#

!

闽东传统民居文化特色

闽东传统民居的文化特征是其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装载着人类)社

会)自然与建筑之间相互运动的信息%这些信息的综合就

是当地的传统民居文化&

!

#

#闽东传统民居深受家族制度的影响%小到家庭大

到宗族这两种社会实体%使得聚族而居的现象非常普遍%

大多数民居皆以宗祠为布局的核心&

!

"

#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影响着闽东传统民居%从古

至今宗教文化的盛行累积了大量的寺庙)殿宇和佛塔等

建筑%并且当地的村落民居以祖庙为中心展开聚落规划

和建筑布局%延续其建筑特色&

!

!

#当地民俗对民居的规划和营造影响巨大%当地建

筑民居至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民俗特色%如婚嫁习俗)人

生礼俗)岁时节庆等民俗&

!7"

!

闽东传统民居建筑布局特色

闽东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群体布局特征丰富%通过采

集这些建筑群体图片%并进行模块化分析处理%共概括为

:

种类型的建筑布局%分别为柴板厝)院落大厝)闽东排

屋)三合院楼居)闽东四合院)闽东大厝和寨堡*

*

+

%并从中

提取了
:

类基本图形!表
#

#&

!7!

!

闽东传统民居建筑元素特色

!7!7#

!

闽东传统民居的山墙
!

闽东地区民居山墙造型独

特%类型丰富%造型大起大伏%曲线优美舒展%主要有一

字型)马鞍形)圆弧型)波浪型以及跌落型等%线条起伏多

表
#

!

闽东传统民居的建筑布局与图形提取

>0I28#

!

VF9?1A89A6F0220

B

=6A043

J

F0

D

?198HAF09A1=4=CAF031A1=402C=2M?=6@8@1480@A8F4R6

5

104

类型 特征 图片 提取图形

柴板厝
!!

平 面 长 矩 形 一 字 布

局%临街型建筑%几户

共建长排屋

院落大厝
!

以院落为中心%组成

重复的排厝空间

闽东排屋
!

结合实际地形从柴板

厝发展的双排排屋

三合院楼居

以天井为中心%三面

布局房间的小型基础

房屋

闽东四合院
以天井为中心%四面

围合房间的民居

闽东大厝
!

重复三合院)四合院

组合而成的规模宏大

的闽东民居

庄寨
!!!

在院落式大厝的基础

上)围合一圈墙体的

防御式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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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仪态万千%地方特色明显%具有很高的辨析度%可以提

取出相应的图形符号!图
"

#&

图
"

!

民居山墙图形

R1

J

6F8"

!

TG82214

JJ

0I28

J

F0

D

?19@

!7!7"

!

闽东传统民居的建筑墙部
!

闽东传统民居外墙通

常采用夯土墙或青砖空斗墙%勒脚用毛石或鹅卵石砌筑$

木结构建筑的外墙一般是木板墙$部分民居的外墙使用

0瓦砾土1和0灰土1砌筑墙部&因闽东地区地处沿海%为

减少风雨对墙体的侵蚀%常在山墙墙面贴青瓦!图
!

#&

图
!

!

墙体装饰

R1

J

6F8!

!

k022389=F0A1=4

!7!7!

!

闽东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
!

闽东传统民居的建筑

装饰有木雕)砖雕)灰塑和彩绘&其中%木雕精美极致%雕

刻工艺丰富%有圆雕)透雕)组雕和连环雕%装饰于门窗)

屋顶和梁架处%雕刻的动植物栩栩如生$灰塑是以牡蛎壳

磨灰加水搅拌而后在墙体上进行堆塑的雕塑%多用于装

饰屋顶墙头和屋面正脊$彩绘则是以植物图案和人物故

事两种主题绘制的壁画%以八仙过海)二十四孝等为题材

绘制%用于装饰封火墙和门墙等处!图
,

#&

!7,

!

闽东传统民居建筑色彩元素

闽东传统民居由于受汉民族文化和沿海海外文化的

影响%以及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当地传统

民居的建筑不仅用材丰富%木材)石材)贝壳和泥土等材

料得以巧妙运用%而且装饰元素多样%如木雕)彩绘和灰

塑等%并且配以独特的色彩与其搭配&建筑色彩分两种

表现形式%一种为材质本身挑选打磨后的色彩表现%如青

图
,

!

建筑装饰

R1

J

6F8,

!

&612314

J

389=F0A1=4

砖)红砖和卵石等$一种为从植物中提取各种色彩的颜料

或者金粉装饰饰面!表
"

#&

,

!

闽东非遗食品包装设计运用
福鼎白茶主要产自闽东的福鼎地区&根据采摘芽叶

的不同%白茶可分为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和新工艺白

茶等散茶为主%近年来根据市场需要%又推出茶饼)茶片

等造型产品&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于
"$##

年入选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笔者以福鼎白茶为例%从产品文化)产品

造型)产品品牌和包装材料色彩%与闽东传统民居的文化

特色)建筑布局特色)建筑元素特色和建筑色彩特色
,

个

纬度的运用融合%将闽东传统民居特征元素应用于非遗

食品包装设计中&

,7#

!

文化特色运用

伴随着消费社会中对非遗的0符号生产1%人们的消

费行为及消费观念逐步转向了对文化精神与审美理想的

追求&消费者由关注食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

逐渐转向对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

的关注&非遗文化在0符号生产1与0意义赋予1中已然成

为一种绵延流动的生命力量%在0意义的分享1中将人们

凝聚在一起%将文化深刻烙印在消费者的记忆中*

:

+

&早

在隋代的2永嘉图经3就记载了0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

山1%据专家考证%白茶山即太姥山*

+

+

&图
(

为福鼎白茶

的包装案例%以当地白茶高山生态种植环境为设计背景%

包装盒的右下角印制了包含宣传片的二维码%介绍福鼎

一带的风情特色)地理环境和白茶制作技艺%扩大了传播

语境%让消费者成为0情境1的参与者%体验0非遗1的0灵

动1与0鲜活1&结合数字化)影像化)移动化及体验化等

传播手段%通过福鼎白茶包装设计传播闽东的文化特色

和非遗食品文化%展现了闽东一带的地域文化意蕴&

,7"

!

建筑布局特色运用

福鼎白茶成品造型丰富%有大茶饼)小茶饼)散茶)龙

珠和饼干茶片等造型&其包装整体设计布局可根据不同

的白茶成品造型)大小规格和品类搭配形式%结合运用闽

东七大建筑布局的建筑模块组合%来量体裁衣设计体现

福鼎白茶的造型特征&图
*

为龙珠造型包装设计%每颗

龙珠白茶独立成盒%排列上借鉴闽东民居建筑大厝的布

局模式%图案提取建筑木雕的纹理和色彩&图
:

为饼干

茶片造型包装设计%每盒两片白茶片%每
#$

小盒组成一

大盒%排列上借鉴闽东民居建筑排厝的布局模式%外包装

用浅灰和白色来表现白茶制作工艺%图案借鉴民居中的

山石)插花)盆栽等%组合在一起呈现出当地生活与美的

想象&图
+

是一款以散茶造型为主的包装%每小盒内有

一泡散茶%每
+

小盒组成一长盒的组合%每
!

个长盒合成

一个大盒包装%排列上借鉴闽东民居建筑大厝的布局模

式%结构简单大方&

,7!

!

建筑元素特色运用

产品品牌的树立%产品标识设计%可增加福鼎白茶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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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闽东传统民居的建筑色彩元素

>0I28"

!

VF9?1A89A6F029=2=F828/84A@=CAF031A1=40280@A8F4R6

5

1043G82214

J

@

类别 表现 特色 图片 色彩提取

材料

木材

木材用于梁架)立柱)穿坊和

门窗等建筑元素%有黄杨木)

杉木)楠木等

石材

石材主要有绿岩青石)花岗白

石)毛石和卵石等%花岗岩%普

遍用于砌筑墙体%雕刻部件

砖瓦

砖主要有青砖和红砖%装饰墙

面$瓦主要是青瓦呈青黑色%

覆于屋顶

泥土
以红壤土)黄壤土为主%主要

用于砌筑墙面

涂料

木雕
福建民居的木雕色彩以红色

为主%部分雕件贴金描彩

灰塑)彩绘

灰塑和彩绘上色由青色)白

色)蓝色)红色为主%加贴金描

边%灰塑局部会加入玻璃)马

赛克的材料装饰

图
(

!

福鼎白茶包装

R1

J

6F8(

!

R6314

J

G?1A8A80

D

09M0

J

14

J

品品牌的辨识度&在福鼎白茶的品牌标识设计中%可通

过闽东民居建筑屋顶的特色元素作为设计灵感&在品牌

标识方案一中!图
'

#%提取闽东民居屋顶的俯视图抽象

线条%并将屋顶图案线条化后分割拆建%以直线排布并与

0茶1字相拼组%凸显福鼎白茶的当地文化特色&在品牌

标识方案二中!图
#$

#%将0茶1字设计解体为传统草木屋

民居造型%并融入闽东民居屋顶的青瓦曲线线条%组合成

福鼎太姥山白茶的品牌标识&

,7,

!

建筑色彩特色运用

通过闽东民居建筑材质和建筑色彩提炼出的包装设

计元素%根据当地材料创意原生态茶品牌包装设计&在

该系列福鼎白茶包装设计中!图
##

#%选取当地夯土)石和

木材等合成天然环保包装材料%并提取闽东建筑材料红

砖的红色)青瓦的青色和石材的青灰色
!

种颜色区分%再

提取民居建筑的装饰线条开模制作包装纹路和肌理%运

图
*

!

龙珠型产品包装设计

R1

J

6F8*

!

TF0

J

=4I022

D

F=369A

D

09M0

J

14

J

38@1

J

4

图
:

!

饼干茶片产品包装设计

R1

J

6F8:

!

0̂9M0

J

14

J

38@1

J

4=CI1@.

961A@043A80

D

F=369A@

图
+

!

散茶产品包装设计

R1

J

6F8+

!

0̂9M0

J

14

J

38@1

J

4=C2==@8

A80

D

F=369A@

"$!

包装与设计
V̂W%VbXYb U T-\XbY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图
'

!

福鼎白茶标识设计方案一

R1

J

6F8'

!

R6314

J

G?1A8A802=

J

=38@1

J

4@9?8/8#

图
#$

!

福鼎白茶标识设计方案二

R1

J

6F8#$

!

R6314

J

G?1A8A802=

J

=38@1

J

4@9?8/8"

图
##

!

建筑材料和色彩在福鼎白茶中的包装设计运用

R1

J

6F8##

!

0̂9M0

J

14

J

38@1

J

40430

DD

2190A1=4=CI612314

J

/0A8F102@0439=2=F@14R6314

J

G?1A8A80

用在包装设计上&将福鼎白茶散茶叶包装在棉袋中%整

体包装设计透气环保)造型独特%从色彩)材质到造型元

素均符合当地民居特色的理念&

(

!

结论
从国务院

#'':

年发布2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3到

"$"#

年2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

见3出台%社会对非遗保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非遗也成

为一个消费亮点&闽东因其特殊的历史演变和地理原

因%创造)迭代并积累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民居%这些传统

民居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且多数保

存较好%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历史底蕴与学术意义&研

究以闽东非遗食品福鼎白茶的包装设计为例%从闽东民

居中提炼出来的文化特色)建筑布局特色)建筑元素特色

和建筑色彩特色%将这四大特色赋予到福鼎白茶的包装

设计中%并与福鼎白茶的产品文化)产品造型)产品品牌

和包装材料色彩角度相结合%设计出产品包装案例%探索

出一条将闽东传统民居蕴含的文化精髓与非遗食品包装

融合的设计思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

的相辅相成%以及传承与活化%促进闽东传统文化的现代

传播*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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