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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陶瓷容器发展历程厘清其应用于茶包装的价值,

研究当代工业化、消费文化、全球化对陶瓷茶包装容器的

影响与冲击,并探讨了当代陶瓷容器应用于茶包装的定

位及设计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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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与茶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远古茶最初被发现的时

代,陶瓷作为日用器具用于茶的盛装、储存.伴随着茶商

品化的萌芽、成长,陶瓷容器应用于茶包装从对茶的盛

载、保护,逐渐发展到精神文化层面的传达与彰显:不仅

以独特的艺术形式美化、装饰商品,而且渗透于器物之中

的陶瓷文化还以同构的关系传达出茶的内在品性与茶文

化精神.

当今时代新的包装材料层出不穷,陶瓷在茶包装中

逐渐褪去主角光环.陶瓷的生产由机器代替手工成为主

要生产方式,使茶包装呈现出同质化、冷漠化的趋势.当

下社会流行的消费文化操控包装设计以追逐利益为目

的,陶瓷包装疏离了茶的品性与文化精神的表达.当代

茶文化在全球化影响下呈现出中西融合的新气象催生包

装革新的需求.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裹挟下陶瓷茶

包装在当代遭遇发展的困境.厘清陶瓷应用于茶包装无

可替代的价值,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陶瓷容器作为茶包

装的定位探索设计发展策略,是摆脱困境亟需解决的时

代命题.

１　陶瓷容器作为茶包装在茶发展史中的

影响与传承
　　人们常用“瓷茶同源”来解说自古以来瓷与茶的密切

关系.古书«太平御览»记载“神农耕而作陶”[１],以陶作

为盛装和蒸煮的器具解决了人们的生活所需.传说茶也

是神农氏发现的,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

饮,发乎神农氏”[２],共同的起源注定了茶文化与陶瓷文

化自发端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茶最初是药用或食

用,人们使用日常的陶器如陶罐来贮茶,生活需求促成了

陶器与茶最初的结合.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茶叶已经作为商品进入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西汉王褒在«僮约»中提到“武阳买荼”证实了

茶的商品化[３],用于容纳、保护茶的陶瓷容器生发出新的

功能———包装.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一只东汉末

至三国时期的青瓷瓮,瓮肩部装饰的“茶”字表明了人们

已经使用陶或青瓷制成贮茶容器[４],茶容器从混用到专

用揭示了陶瓷与茶的结合进入新的阶段.

唐代陶瓷业已繁盛,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越窑青瓷、

北方邢窑白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陆羽在«茶

经»中对邢窑、越窑瓷器进行了分析比较,从３个方面指

出了邢不如越:“越瓷类玉”“越瓷类冰”“越瓷青而茶色

绿”[５],形成了以茶择器的观点,进一步将茶器在陶瓷审

美的基础上附加茶文化精神,陶瓷与茶从物质的结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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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精神层次的契合,“类玉”“类冰”即是茶文化的审美

境界在陶瓷茶器上的映射.唐代茶的存在形态多元化,

据«茶经»记载“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具有代表

性的是饼茶,其次是末茶[６],人们常以瓷盒作为茶饼或茶

末的包装容器.

宋代是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制瓷工艺臻于

成熟,造型之美、釉色之美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宋

代的饮茶方式因袭唐制并且加以改进,由煮饮发展为点

茶,成为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宋代饼茶、

散茶并存,陶瓷的空前发展促进了陶瓷茶包装容器的精

致化、多样化.南宋诗人陆游曾诗注“日铸贮以小瓶,蜡

纸丹印封之”[７].茶瓶加上蜡、纸密封适合储存散茶,增

强了茶包装防潮、防串味的功能,而且茶瓶简约、端庄的

形态彰显了宋代典雅的审美情趣.元代饮茶之风基本承

袭宋代,但饼茶式微散茶开始流行,陶瓷茶包装容器在延

续宋代形制基础上表现出时代特色.元代陶瓷生产中心

转向江西景德镇,在青白瓷上成功烧制出青花,自此陶瓷

绘画渐渐成为陶瓷茶包装容器装饰的主流形式.

明代茶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冲泡取代点茶,散茶代

替饼茶成为主要的茶叶形态.散茶的流行对茶包装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明代紫砂创作极盛,在陶瓷茶包装容器

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优良的性能在散茶防潮保味等方面

比其他包装材质更胜一筹.明人高元濬在«茶乘»中提到

“藏茶莫美于沙瓶”[７],验证了人们对紫砂包装容器的推

崇.紫砂以造型取胜,古朴醇厚、不媚不俗.清代紫砂巨

匠陈鸣远以诗、书、画、印作为装饰将紫砂的艺术境界推

升到文人气质,与茶廉、简的精神品质最相契合.清代饮

茶习俗承明制,陶瓷茶包装容器与明代也大同小异,陶

质、瓷质、紫砂等罐类容器最为普遍.装饰除青花、釉里

红外,古彩、粉彩、珐琅彩也较为流行.如现存于中国茶

叶博物馆的清代粉彩轧道花卉纹罐(图１),绿地轧道上施

粉彩折枝花卉,展示出清代陶瓷精巧的装饰特色.民国

是一个动荡、文化交融剧烈的年代,中西文化碰撞、近代

的商业竞争氛围直观地在陶瓷茶包装容器中显露出来.

如民国华茶公司的一件陶瓷茶包装(图２),细腻的白瓷搭

配传统人物题材的粉彩装饰,罐盖采用棉线捆扎,加上华

茶公司标志吊牌,既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又兼具国际潮流,

映衬出民国包装设计形式审美的时代基调.

２　陶瓷容器作为茶包装的价值与意义

纵观陶瓷容器作为茶包装的历史,自瓷成功烧制以

后瓷质包装以显著的材料优势占据了茶包装的主流,流

行于整个传统手工业时代.陶瓷原料蕴藏丰富,工艺简

便、制作成本低,符合作为包装材料的经济适用性.丰富

多样的陶瓷容器能够达到茶叶防潮保味的包装功能要

求,而且陶瓷胎体坚硬、致密,有利于保护茶叶形态的完

图片来源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网站

图１　清粉彩轧道花卉纹罐

Figure１　 Qing Dynastyofthefamilleroseceramic

containerengraved with flower decorative

pattern

图２　民国华茶公司原封瓷茶罐[８]

Figure２　TherepublicofChinaeraoriginalteapacking
ofHuachacompany

整性.瓷器以精炼的原料成型,在坯体表面罩施釉料经

高温烧制而成.从食品安全角度来看,釉面耐酸、碱具有

化学稳定性,不存在有机物的迁移,能够保护茶叶的品质

不受侵蚀;陶瓷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抗冷、热急变,可以

防止气温过高对茶叶造成的损坏,满足自然条件下茶的

包装需求.

陶瓷容器作为茶包装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优异的物理

性能,更重要的是陶瓷作为文化载体在茶文化精神建构

与表达中的价值与意义.自古代直至近代,中国的商品

经济极不发达,陶瓷容器与茶文化在传统社会建立了稳

定的同构关系,由自在的生活形态为基础孕育并逐渐丰

富成为自为的茶文化包装形态,实用与审美相结合自觉

地反映着中华民族思想情感、文化信仰及审美旨趣.陶

瓷是传统文化中集物质、审美、文化于一体的精粹,它不

仅以生活器具的形式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制瓷技艺的不

断进步创造出独特且丰富的材料美、技艺美,丰富了陶瓷

的艺术表现,以审美的形式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情感、文
化、观念以及精神境界.茶文化亦是传统文化极为重要

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合儒家、道家、禅宗的哲学思想成为

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通过具体的茶道、茶器、礼仪

表现出来.陶瓷包装作为承载、保护、交流、展示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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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器,集中体现了这种基于生活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完

美契合.在５０００多年的茶文化发展历程中,饮茶方式由

煮饮、点茶发展到瀹泡,茶叶形态经历了饼茶、散茶等的

嬗变.陶瓷容器的器型、结构、功能等物质的形态伴随着

人们饮茶方式的变化不断演化,容器的材料之美、造型之

美、装饰之美始终体现着茶文化精神指引下人们革新陶

瓷材料与技艺对审美境界、文化内涵的极致追求.同时

陶瓷容器审美境界的提升也从茶器的维度促进了茶文化

艺术境界的升华,中华民族风雅的艺术化饮茶方式,以及

东方哲思孕育的茶文化精神通过陶瓷包装容器的器型、

装饰、材美、工巧等展现出来.

３　当代陶瓷容器作为茶包装的发展背景与

现状

３．１　工业化生产背景下陶瓷茶包装容器设计

传统陶瓷茶包装首先是陶瓷产品,包装材料的物质

属性决定了它必然承载着传统陶瓷手工艺的特征.陶瓷

艺人们在长期劳动过程中积累的手工技艺和审美意识,

通过精美的造型和装饰显现出来,是传统陶瓷包装文化

及审美价值的载体.当代陶瓷生产由手工过渡到工业化

生产方式,运用石膏模具、滚头等机械加工方式批量化生

产.标准的生产工艺、稳定的材料配方确保产品质量规

整划一.包装设计也从生产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完善的设

计体系.面向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的现代设计,必然要将

生产工艺的适应性作为设计的重要因素.陶瓷造型必须

符合批量生产的工艺特点与技术要求;排除繁复的形式,

减少不必要的工序便于制作.陶瓷产品呈现出简洁化、

趋同化趋势.在装饰方面运用转印贴花工艺进行批量化

装饰,代替绘画、印花、贴塑等多样化的手工装饰技艺,进
一步加深了工业化陶瓷产品的单调与同质化,导致陶瓷

包装容器千篇一律、缺少人情味的现状.

３．２　消费文化对陶瓷茶包装的异化

当代伴随着世界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高速发

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悄然走进后工业社

会.人们常用消费社会来概括这个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空

前发展,物质极度丰裕的社会现状.当前消费文化已经

成为影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文化语境,陶瓷茶包装作为

商品意识形态对茶消费施加作用的一种手段,集中体现

了消费文化对茶包装的异化.当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背

景下,包装依靠商品美学促进商品利润最大化以维持资

本运转的逻辑.茶包装极力迎合消费者的审美情趣,以

纯粹的视觉冲击刺激人们的感官体验,有些甚至脱离茶

本质属性的表达,盲目地追求华丽的装饰和浮躁的色彩,

充分体现了消费文化对于茶包装审美的异化.

让鲍德里亚[９]在«消费社会»中说“人们从来不消

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

出自己的符号.”在物质丰富的商品时代人们的消费从满

足物质需求转向对显示身份、品味的商品符号价值的追

求.消费社会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依附于符号价值,才
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茶的品质和使用价值被人们忽

略,茶包装创造的商品形象成为使用价值的替代,取代茶

叶成为消费对象,充当了衡量意义、价值的符号.某些品

牌甚至迎合权力崇拜情结以官印作为包装器型,使茶之

形象远离高洁.消费文化从颠覆人们对商品的传统认识

入手,塑造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进而渗入文化心理结

构造成人的异化.在商品意识形态掌控下,铺天盖地的

包装、广告、媒体等编织成关于商品的虚假幻象.人们被

从现实中抽离出来,沉浸在这个幻象世界中,将媒介传递

的幻象信息内化形成茶之意象,对茶的认识越来越肤

浅化.

３．３　全球化影响下茶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陶瓷在新兴茶

形态包装中的缺位

　　茶文化对于古人既是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代表着古

人对精神境界的追寻,是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生活中的

自然映射.近现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

文化日渐衰落,作为传统文化外在表现的茶文化亦遭受

严重冲击呈现式微的趋势.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茶文

化,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国人的饮茶习俗产生了不

可忽视的影响.英国茶文化来源于中国,他们将中国的

饮茶习俗消化吸收后创造出基于西方文化特色的茶文

化,例如下午茶及其礼仪、风俗等.下午茶以活泼、热闹

的仪式形成了下午茶礼仪,密切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在西

方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英国人崇尚

混饮,他们首先发明了袋泡茶将多样的茶叶调配成茶袋,

如早茶集斯里兰卡茶的口感、阿萨姆茶的浓度和肯尼亚

茶的色泽于一体[１０].与中国相比,他们的饮茶方式更加

多元化,热饮常混搭奶、糖、白兰地或各式水果等,后来还

出现 了 冷 饮 方 式.英 国 的 袋 泡 茶 闻 名 世 界,如 川 宁

(Twining)、立顿(Lipton)等品牌是英式茶的代表.这些

百年品牌以现代的产品开发理念适应社会发展,针对不

同消费群体推出名目繁多的产品类型.

西方茶文化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饮茶习俗,下午茶被解读为休闲、高贵的生活方

式,盛行于北、上、广、深等一线都市的白领阶层,满足了

他们享受生活的情感诉求.其次,是茶叶形态,袋泡茶的

消费方式在年轻一代群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诚如“立
顿”所标榜的,袋泡茶解决了冲泡程序复杂、茶渣处理不

便等问题,以简洁的冲泡方式切中了年轻人茶消费的心

理的痛点,袋泡茶成为市场中散茶、饼茶之外的另外一种

重要茶叶形态.在西方茶品牌的影响下,中国市场也兴

起了袋泡茶,如“CHALI”“茶颜悦色”等新兴品牌,以草

本、果味、花茶等为特色不断升级新口味紧贴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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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茶品牌如“大益茶”也开发出普洱、陈皮普洱、菊花

普洱等袋泡茶品种.八马茶业开发了冷泡系列袋泡茶,

将传统的茉莉花茶、白茶、红茶等茶叶种类做成冷泡茶.

西方茶文化影响下中国当代饮茶习俗、茶叶形态的

变化必然会引发茶包装的革新.当前新兴的袋泡茶多以

铝箔纸袋独立密封,再搭配纸盒或塑料袋外包装.袋泡

茶包装运用现代设计的理念、手法,发挥文字、图案的表

达作用,以醒目的色彩搭配、活泼的形式语言区分茶不同

的口味特性,突出品牌形象.陶瓷包装以传统的形态已

无法满足袋泡茶的包装需求,在市场上处于暂时性的缺

位状态.

４　当代陶瓷容器在茶包装中的应用定位

随着材料工业及包装加工技术的发展,应用于茶包

装的材料空前繁荣,各种样式的纸袋、纸盒、塑料袋、金属

材料以及塑料制成的茶叶罐等琳琅满目,特别是近年发

展起来的多层复合材料,使茶包装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复合材料热封方便、加工性能优良,在茶包装中被广泛使

用.历史上,陶瓷也曾面临与漆器、金属等其他材料的竞

争但从未被取代,不仅是因为陶瓷具备作为茶包装材料

的优良性能,更重要的是因为陶瓷的文化属性.尤其在

当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茶包装不再满足于盛

装、避光、防潮等功能性需求,精神、文化的需求空前高

涨.陶瓷自身深厚的文化内涵、历史底蕴,独树一帜的审

美特色、材料特色以及独特的手工艺特性使陶瓷容器超

越实用功能,展示出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对于凸

显茶的高端品质,呈现茶的文化特质具有无可比拟的优

越性.

陶瓷相较于其他包装材料的独特性———文化属性,

亦是解决陶瓷容器应用于茶包装当代命题的关键所在.

充分发挥陶瓷作为文化载体的价值,将陶瓷容器在茶包

装中的应用定位于文化包装,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现

代设计、现代审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中重新审视陶瓷

包装的发展策略,将包装打造成为承载传统文化、时代文

化的文化符号.一方面利用历史上积淀的深厚的器物文

化,借鉴传统陶瓷造型、图案、陶瓷材料美、工艺美等体现

民族价值观念的形式特征,将茶包装的审美厚植于传统

陶瓷文化土壤,以文化的亲和力作为包装特色.其次,在

对传统茶文化深度理解的基础上提炼茶文化现代化重构

的价值核心,作为陶瓷容器应对茶文化现代转型,阐释当

代人生活方式、文化思想、精神理念与审美情趣,进行现

代审美创新必须坚守的文化价值,在茶包装的时代性中

融入民族文化底蕴.文化包装的定位使陶瓷容器不止于

发挥包装的功能,它具有独立的审美属性在完成包装使

命之后作为贮茶器或陈设陶瓷,以陶瓷艺术的魅力营造

茶事氛围或装点家居环境,与那些用后即弃的包装相比

陶瓷包装是真正意义上绿色环保的包装.

５　当代陶瓷容器作为茶包装的设计发展

策略

５．１　传承传统文化精神,建构陶瓷容器作为茶包装的

价值核心

　　陆羽以«茶经»搭建了茶文化的基本架构,在传统文

化儒、道、佛融合发展的框架下建构茶的文化属性、精神

属性,自此茶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南方嘉木,茶文化精神充

盈于具体的茶艺、器具之中.特别是用来煮、饮、贮茶之

器超乎形而下的物质范畴,作为茶文化的载体,担当了茶

从物质向精神、文化世界升华的媒介.

儒、道、佛的哲学思想反映在茶文化中的境界和价值

取向相互补充,共同创建了茶道与茶器的艺术境界和美

学思想.儒家茶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在陶瓷茶包装中落

实于“茶性”的塑造,通过外在造型、装饰建立茶包装容器

的人格化表现形式,以“茶性俭”为中心,将茶的君子人格

诉诸于敦厚、和谐的“中和”之美.道家与禅宗的美学意

境融汇于“静”,清静无为、虚静恬淡的境界映射到陶瓷茶

包装容器则是自然、素朴的风格,不累俗、不矫饰,以陶瓷

的自然之美反映出茶文化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是

儒、道、佛共有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反映为陶瓷包装容器

以恬淡、清雅、韵致的艺术品味融入人们的生活.更重要

的是秉承顺应自然规律的哲学思维,建立包装与人、与自

然、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的关系,化解消费社会商品泛

滥、过度包装等问题与危机.

茶文化融合儒、道、佛 的 思 想 精 粹,将 传 统 文 化 之

“道”在具体的茶艺、茶器中显露出来,通过品茶、品器,从
享受平淡的生活上升到体悟生命的真谛,这也是茶文化

的深奥气象汇聚于陶瓷茶包装容器的人文精神和工艺之

美的价值所在.以传统文化建构陶瓷茶包装容器的核心

价值,克服消费文化毫无文化高度、广度的低俗纵欲,从
感性的形、色刺激上升到深广的文化与情感熏染,使陶瓷

茶包装容器的审美活动围绕“和”“静”,达到真善美的全

面发展.

安徽绿茶代表品牌徽六的六安瓜片２０２２年国礼天

赐高端礼盒(图３、图４),以景德镇陶瓷制作传统造型瓷

罐作为茶包装,瓷罐上手工绘制“梅兰竹菊”.梅迎寒而

开;兰空谷幽香;竹清淡高雅;菊隐逸高洁,都是传统文化

中文人气节的写照,茶包装借用花中四君子广泛而深远

的象征意义比拟茶之品性,结合釉下“青花”清冷、沉静、

典雅、隽逸的装饰格调,诠释出茶文化清、静、雅、和的精

神内涵.

５．２　发挥陶瓷文化对茶文化形象塑造的价值

陶瓷是由先民们创造的见证了民族成长历程,携带

着民族文化、审美印记的物质,是民族文化与精神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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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先民们抟土为器在漫长的岁月中以精湛的技艺结

合民族独特的审美旨趣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奠定了中国

陶瓷在世界陶瓷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陶瓷容器作为包

装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它的物质形态以独具东方特色的

陶瓷工艺之美参与建构茶事活动的文化氛围与审美意

境,同时包装容器的材料、器型、装饰自然地勾连深邃的

传统陶瓷文化,将包装的内涵引向厚重的人文层次.工

业化生产条件下陶瓷包装除了移植传统陶瓷艺术外在的

审美形式,更重要的是深入挖掘陶瓷手工艺贯彻传统文

化精神形成的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法,才能充分发挥陶

瓷文化的价值,在冷漠的工业产品中填充工艺与文化的

温情.

首先,顺应材料选择工艺实现包装的“材美”“工巧”,

材料是自然的赐予存在地域性差异,而技艺的使命是顺

应材料特性发掘物性之美,例如龙泉窑的刻花以材料与

技艺的完美结合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其次,中国传统

造物讲究“器以载道[１１]”,陶瓷造型、装饰细节承载着传统

社会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充分学习、运用这些

传统陶瓷文化精粹,能够让包装的内涵深入到民族精神

本质的层面进行有意义的表达.

陶瓷茶包装容器是具有从属性的造物,在物质层面

保护茶的形态、质量不受损害,在审美、文化层面建立商

品形象满足人们对茶的认知需求.消费社会陶瓷包装在

商品美学的加持下塑造的茶之形象更多地指向利润的目

标,打破了存在于传统陶瓷茶包装容器中陶瓷与茶的同

构关系,使茶文化精神在消费者心中日益消散.在当今

茶文化转型背景下重新建构陶瓷与茶的同构关系,使包

装传达正确的茶文化信息,是陶瓷茶包装容器必须要承

担的使命与责任,对于茶文化普及与发展至关重要.某

些高端茶品牌已然意识到陶瓷文化在茶形象建构中的重

要性,基于茶的特性通过陶瓷的审美、文化塑造茶的形

象.例如西湖龙井茶的包装容器(图５),利用当地龙泉青

瓷的釉色之美比拟春茶,把龙井茶的特性表达得淋漓尽

致.包装容器通体施以粉青釉与茶之鲜、嫩相呼应,釉层

凝厚,釉面匀净,具有如美玉般通透润泽的质感.容器器

型对称规整、饱满敦厚,显露出传统的“中和”气质.腹部

装饰弦纹,纹饰凸起处釉层稍薄,釉色浅淡显现胎骨,此
装饰特色名曰“出筋”,凸显了釉的莹润与胎骨的洁白.

容器无刻花、画花等杂饰,纯粹的造型之美、材料之美、工
艺之美展示出迷人的艺术魅力,清淡中见高雅,与龙井茶

的清爽、纯净如出一辙,实现了陶瓷审美与茶之本性的完

美契合.

５．３　以现代设计阐释茶文化的当代转型

当代随着西方文明对自然、对社会的破坏作用日益

显现,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倡导人与自然、与
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越来越被世界关注、认同,迎来复

兴的契机.茶文化的复兴亦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外在显

现,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根植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再生.

历史上茶的形态及饮茶方式曾发生过多次嬗变,传统文

化都以强大的同化能力将这些翻腾的浪花纳入滚滚不息

的洪流,成为传统茶文化发展进程中生动的时代注脚.

西方茶文化注重个人享受与精神满足的特色以及以茶社

交的礼仪,在物质繁荣的当代社会也终将被茶文化吸收

融合,成为复兴与新生的裨益.现代社会人们对茶的需

求空前多样化,传统茶文化的“和”“静”境界也在当代延

伸出更多的意义,人们身处现代社会的冷漠、喧噪,面临

无处可逃的焦虑、孤独之时,茶能够将心灵导向平静、安
宁,展示出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抚慰作用.

当下,茶文化处于转型进行时,中与西、复古与新生

等现象并存,茶文化经历的困顿、迷茫都在茶包装中显露

无疑.茶文化的当代转型涉及茶叶形态、饮茶习俗、精神

文化内涵等全方位的变革,由此引发茶包装革新的现实

需求.现代设计为陶瓷产品提供了一套基于消费需求的

设计流程及方法论,设计具有多重属性引导人们从艺术、

技术、经济、社会等多重维度思考陶瓷茶包装容器的发展

问题,陶瓷茶包装容器的转型因此涉及多重指向:

　　(１)作为茶包装亟需从传统陶瓷手工艺的视角转换

为现代设计的视角,依据人们对茶的需求类别、层次进行

图３　六安瓜片高端礼盒之一

Figure３　Picture１ofupscaleteapackＧ

agingofLiu＇anGuapiantea

图４　六安瓜片高端礼盒之二

Figure４　Picture２ofupscaleteapackＧ
agingofLiu＇anGuapiantea

图５　西湖龙井茶包装容器

Figure５　Teapackingofthewestlake
Longjing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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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思考包装与茶叶形态、饮茶习俗、品牌、企业文

化的关系以及包装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２)作为陶瓷产品,以设计的手段创造出符合当代审

美的造型,协调处理造型与材料、工艺,降低成本与工艺

难度.
(３)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以传统文化精神作为价值核

心,运用现代设计的思维方式提炼适合当代的元素,将儒

家的“中和”、道家与禅宗的“清静”“虚静”以及当代新生

的茶文化精神,落实到陶瓷茶包装容器的意境表达,使包

装展现出当代茶文化精神.八马茶业信记号高端生普茶

饼陶瓷包装(图６)充分展示了以现代设计手段综合多种

思维视角设计而成的现代茶包装.这件陶瓷包装从传统

普洱茶笋壳包装中提取灵感,模仿笋壳包裹茶饼经竹丝

捆扎形成的形式节奏作为造型特色,抽象成简洁且富有

变化的罐型,既突出了普洱茶包装的历史底蕴又鲜明地

体现了现代的设计理念,富有时代气息.茶罐整体施以

沉静的黑色哑光釉料与稳重大方的罐形相得益彰,象征

普洱茶淳朴、厚重的品质.罐盖的盖纽以普洱六大茶山

意象造型代表信记号“选料万重山,做茶不惜力”的祖训,

彰显了包装的品牌文化特色.这件陶瓷包装堪称以现代

设计理念阐释茶包装的优秀案例.

图６　八马茶业饼茶陶瓷包装

Figure６　Ceramicteapackingofthecaketeaof

Bamateaindustry

６　结语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地革新陶瓷的设计与实现

手段,以３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制造技术开辟了全新的

创意与制造维度.新的技术手段带来的形式与材料的自

由度,赋予了陶瓷包装属于时代的艺术想象力.材料的

创新也为陶瓷包装的应用与发展注入活力,不同材料与

包装技术的联合应用,推动陶瓷这种传统包装材料作为

茶包装的功能与时俱进.陶瓷容器作为茶包装在每个时

代都伴随着物质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精神文

化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时代特点.尽管包装的物质形态不

断演变,传统文化的基因永远是贯穿其中世代相袭的精

神内核.当代陶瓷容器应用于茶包装的设计实质是文化

的设计,遵循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立足于民族文化价值

核心,扎根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旨趣,是陶瓷茶包装

设计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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