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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地方文化融入地方特

色食品包装设计的必要性和解决方案。通过探究地方文

化与包装设计的逻辑关系，分析在市场消费和文化传播

领域典型的食品包装设计案例，指出在地性与现代性的

破局、地方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日常化向礼品化升级，以

及风格化和年轻化是当前地方文化融入食品包装设计的

主要痛点，痛点的破局是实现文旅融合中产品销售与文

化传播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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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地方特色食品产业

发展是重要一环。如何通过食品包装设计弘扬地方文

化，进而形成文化传播带来的消费增长，实现地方特色食

品售卖与地方文化传播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是研究的

重点。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地方特色食品包装

设计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重新审视地方文化与包装设

计的关系，积极探索地方文化融入特色食品包装的路径

和方法，并挖掘过程痛点，寻求破局之法。

１　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
２０１８年３月，国家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合并设立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文旅融合命题应运而生。文化和旅游融

合，就是要实现文化和旅游两大主业发展基础上国家文

化身份建构的目标，因此，梳理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需

要追寻到个体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深层

关系［１］。

１．１　文旅融合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处于不同族群中的社会成员对于某种文

化共同体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族群文化共

同体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最深层次

的精神基础［２］。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旅游

者既是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是文化认同的

主体也是文化传播的客体，文旅融合的核心关键在于文

化认同［３－４］。因此，文旅融合的战略意义包括经济效益

更包括文化价值，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了个体文

化身份与族群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同构。

除文化旅游装置以外，可以带走的文化产品的参与

度、体验感以及便捷性特征更加显著，在地方文化与消费

者之间承担了重要的文化传递中介的功能。在深入研究

文旅融合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探索地方文化融入食品包

装设计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地方经济效益、弘扬地方文

化、促进旅游者文化认同，实现旅游者文化身份建构等都

具深远的意义。

１．２　文旅消费与文化体验

文旅融合逻辑中，文旅消费具有重要的中介价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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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化产品与旅游者个人文化需求联结，在这个联结的

过程中，旅游者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获得的文化体验成为

真正的“商品”。旅游者通过主体参与性文旅消费，获得

文化体验，实现地方文化记忆与个体文化身份建构的相

互转化，这是文旅融合命题的真正意义所在。

文化体验对文化产品和消费者双方都设置了较高的

门槛，提出了较高的挑战。具有文化体验功能的文化产

品，需要既具有满足消费者物质需求的使用价值，又具有

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象征意义。同时，文化体验的获

得也对旅游者本身的审美品位、解读能力以及参与程度

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当然，这其中文化旅游产品中文化

体验功能的赋予是第一位的，对于食品类产品而言，包装

成为文化体验功能赋予的重要场域。

１．３　文化体验与包装设计

文化旅游过程中，商品包装是吸引旅游者的首要因

素，是文化产品与消费者产生互动的第一媒介。包装设

计涵盖了产品设计的全过程，是设计的总和，其中包括品

牌标志的设计，整体色彩规划及广告信息的传达，以及印

刷及材料的交互应用等。针对地方性产品包装设计，设

计师要做的是通过地方文化调研和消费者群体研究，去

发掘消费者内心深层的情怀和消费者文化归属感的痛点

所在，探究消费者对包装的深层维度体验及真正的文化

体验，从而获得消费者潜意识的文化共鸣［５］。由此可以

确定：不是简单地应用一个文创元素就叫做文创设计，国

潮风设计也是如此。

２　地方文化融入食品包装设计

２．１　必要性

地方文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地方特色的物

质和精神文化内涵，包括该地域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自

然地理形态、社会生活方式和特有的文化遗产和物资遗

产［６］。当前，全球化风潮使地方之间的文化界限逐渐模

糊向同质性的方向发展，文化多样性正在消弭，产生了诸

如“文化全球化”等难题。事实上，当人们对于物质的认

知和运用普遍趋于统一时，越追求来自于文化多样性的

精神上差异性的存在，地方文化的存在是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地方文化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差异与生俱来，是在

全球化进程中用以区别于其他文化，缔造“文化名片”不

可或缺的重要资源［７］。

通过深入挖掘食品本身蕴藏着的地方文化潜能，应

该在考虑文化整体性的前提下，将地方文化与时代文化、

时尚文化相结合，通过地方文化融入包装设计来促进食

品产品创新等问题展开研究。在实际应用中要注意地方

文化包装设计是否能够与现代设计相匹配、是否符合人

们的消费习惯等。同时，还要注重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挖

掘与整理的基础研究工作。在传统食品包装设计层面上

进行本土化改造，创造出具有独特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

的包装设计形式来展现地方文化底蕴和魅力，从而使消

费者在购买时更加方便快捷、更加愉悦舒适，也更能有效

地传播地域文化及品牌形象，实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２．２　融入路径

融入路径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通过食品包装视觉设

计，将地方文化深度融入食品包装视觉设计，传递地方文

化特色与地方食品之间的关联性。在对文旅融合、文化

产业、食品包装设计、特色食品、乡村振兴等相关文献深

入分析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大量农特产品、特产食品、特

产饮料等包装设计案例。针对具体案例，从产品名称、包

装形式、造型、材质、图像、文字、色彩、排版与地域性等项

目做分析。初步认为地方文化融入食品包装的载体主要

包括产品名称、视觉设计以及讲好故事３个方面。

（１）产品名称方面。以“地方名＋产品名”方式为最

常见的使用方法，传递产品的产地来源；通过将地方政府

或协会组织的标志标示于包装上，可以增加消费者对该

产品的信任度。

（２）视觉设计方面，将地方文化转化为文化视觉元素

并融入包装表面，除了可以传递文化观念之外，还可以通

过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视觉元素使画面具有丰富的故

事性。

（３）如何为产品讲好故事、创造感觉、建立价值，也是

值得要关注的地方。将地方文化特色转化新思维以大胆

丰富的创意手法表现在包装上，建立自我品牌形象，扩展

新视野，通过市场营销，使美感渗透到生活各个层面。

３　地方文化融入食品包装设计痛点分析
地方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物质生活需求以及精神

生活需求的联结，因此地方文化融合食品包装设计根本

上是一种关系设计，关系设计包含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产

品的关系以及人与服务的关系［８］。基于关系设计思维，

立足于“这个包装解决了什么问题”，挖掘文旅融合背景

下地方文化融入食品包装设计的痛点。在总结分析痛点

的基础上，以具体案例分析为抓手，提出了问题解决

方案。

３．１　痛点一：在地性与现代性的破局

作为２０２０年冬季奥运会吉祥物的冰墩墩，是中国现

代视觉设计首屈一指的成功案例，熊猫是中国的，设计师

是中国的，但冰墩墩的设计并没有显性的中国元素或中

国符号，而是在深刻理解地方性和现代性关系的基础上，

应用了隐性图式。那么，如何在一个地方文化融入食品

包装设计的具体实践中实现这个破局，从而解决地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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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输出者与接收者共同的痛点———如何将地方文化传

递给他者并被理解和接受呢？

阿恩海姆依据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提出的视知觉规

律，在《艺术与视知觉》［９］一书中指出，“人的眼睛倾向于

把任何一个刺激式样看成已加条件所允许达到的最简单

的形状。”因此，要在设计中解决在地性与现代性的问题，

用原始的、简化的方式才能触动人类最普遍情感。正如

佐藤卓对设计要义的阐述，“有时候，设计并不是一味地

向前，站在执行的高维度适时地退一步，让设计的表现回

归于原始，更容易贴近消费者的心智，从而在包装体验的

深层维度达成共鸣。”意思是好的设计并不是设计师自己

的主张，而是能让使用者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产生共鸣的

一种存在，是一种对个性的超越和对普遍性的追求。从

世界范围来看，地方性是人们在反思全球化过程中的新

发现，是反思全球化导致文化和生态一元，倡导文化多元

的基本着力点［１０］。

获得美国平面设计奖银奖、德国ＩＦ设计奖、红点产

品设计奖和 ＭＵＳＥ缪斯设计奖银奖的西鸽酒庄的玉鸽系

列包装设计（图１），西鸽酒庄立足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自然

环境，将本地风土人情与中国画艺术结合。设计灵感来

自宋徽宗画作《桃鸠图》，采用借景手法，以古窗造型定格

画作，审美视角独特，设计简意纯粹，古典风格鲜明，展现

了东方葡萄酒的美学意境。该作品证明了，食品包装在

面对在地性和现代性双重选择的时候，包装设计既呈现

出在地性的审美视角和东方美学意境，有地方性的链接，

又要符合现代性要求，因应国际化的审美，打造旅游消费

中极具经济价值的产品。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ｃｏｏｌ．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ＭＴＥｚＯＴＩ２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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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鸽酒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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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痛点二：地方文化遗产资源转化

在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传统

工艺振兴、民间文化保护等文化政策背景下，基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迫切需求，在学

术界提出“遗产资源论”后，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地方文化

遗产资源转化的命题日益受到重视，即“遗产”不仅是被

动的保护对象，也是市场有利可图的资源［１１］。“遗产资源

论”是由艺术人类学家方李莉研究员在费孝通“人文资

源”理论的基础上，基于长期的田野研究提出来的一个用

于理解文化遗产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概念和理论。

“遗产资源论”是一个由日用品艺术化、商品符号化、文化

资本、象征资本、审美现代化等构建的动态性的交往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与国内，传统与现代，人与物，实

体与理念，政治与经济等交织［１２］。文旅融合背景下，地方

文化遗产资源经由艺术设计和文化产业的活化利用，成

为了“可以带走的文化遗产”，在为当地文化经济发展服

务的同时，也为文化地方性和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鹿港老街是台湾地区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清代闽南建

筑“古市街”，其建筑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红砖红墙红瓦，以

及马背式屋脊，马背的造型根基于中华文化中的五行学

说，是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建筑文化。鹿港三味线将鹿港

老街“古市街”建筑文化元素融入包装设计中（图２），用显

性符号的方式让旅客更能够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让游

客与旧的地域文化元素产生碰撞，融合了鹿港特有的意

象与文化意涵，不仅为地方文化寻找到新的元素，也为给

鹿港文创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商机。

图 片 来 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９．ｇｔｎ９．ｃｏｍ／ｗｏｒｋ＿ｓｈｏｗ．ａｓｐｘ？ＩＤ

＝７７７１９ＡＤ１３ＤＤ０４８Ｃ０

图２　鹿港三味线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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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泾阳茯砖茶历史悠久，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黑黄

金”，但由于品牌意识欠缺，长期寂寂无名。天津澜帝品

牌设计以泾阳茯砖茶背后蕴含的清末陕西秦商文化和当

地的民俗风情为表现内容，借助版画的手法，采用纯手工

雕版印刷工艺对图案进行拓印（图３）。以手工宣纸作为

包装材质，用３种古典色套印，以区分不同等级的茶砖，

茶砖包装底部用清末流通的茶票作为贴纸封口。这种看

似“不便利”的历史痕迹，反而让茶砖在拆装时更具仪式

感，用来自传统的操作使用方式使产品显得更有温度和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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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 来 源：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０ＳＯｈ５ｙ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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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泾阳茯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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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并获得了“Ｐｅｎｔａｗａｒｄｓ２０１９饮料包装类银奖”。

３．３　痛点三：日常化向礼品化升级

食品类伴手礼是文旅融合商品中比重最大也是附加

价值最高的品类之一，如何通过在包装设计中融入地方

文化，并实现日常食品的礼品价值转向，是食品品牌实现

品牌升级革新的重要渠道。这个目标实现的痛点在于日

常食品与伴手礼的价值冲突，如何通过包装设计将日常

食品的价值感提升、增加文化独特性解决这一价值冲突

的关键？日常食品包装通常存在以下问题，如包装缺乏

礼品的价值感无法满足送礼需求；对品牌由情感联结但

包装无法促成购买力；包装传达层次不明，信息资讯不易

理解；包装缺乏新鲜感无法带来新的消费族群等。

包装升级层面的解决方案为：回归本地日常生活文

化，用包装体现来自地方的心意；在提升产品本身的包装

价值感外，也要为地方和送礼者开启一段文化传播的故

事话题，将文化与心意通过伴手礼传递出去。首先针对

该品牌食品伴手礼开展品牌形象、核心价值、伴手礼需求

以及消费者调查等研究工作，了解品牌及产品现状并定

义包装再设计的目的。消费者量化问卷与质性访谈研究

的目的，是深度挖掘品牌与消费者的接触点及使用体验；

消费者洞察分析的目的，是归纳消费者选择伴手礼的各

相关影响因素，并对设计策略进行分析总结。

基于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设计策略包括更

新包装以实现视觉印象翻新，以及通过创造送礼诱因以

满足送礼需求等内容。图４的维力炸酱面包装设计将地

方神明角色图案融入包装设计，将地方传统信仰中的神

癨形象以图形创意的形式视觉化，将祝福的话语用地方

传统信仰中的视觉手法满印体现，提供温暖的陪伴和文

化价值，通过创造新颖话题和赋予送礼寓意，创造礼品本

身的价值。

３．４　痛点四：风格化与年轻化

当代中国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个体与自我意识的觉

醒，在爱国热情、品质保证和出彩设计等原因的作用下，

他们在审美意识上对国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喜

图 片 来 源： ｈｔｔｐｓ：／／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ｓ／

Ｅｍｈ０ｒｇＥｊＷ８２ｄＴｑＪｘＲＪｏｈｍｗ

图４　维力炸酱面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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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此，在将地方文化融入食品包装视觉化设计过程

中，如果要与年轻人对话，视觉设计必须要满足年轻人的

审美需求，营造适合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消费体验场景。

必须认识到年轻人的审美是不断进化的，国潮风的食品

包装设计只有努力走在年轻人审美的前面，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凭借设计之力引导年轻人的审美，才能真正实现

地方文化食品包装国潮设计的审美化和风格化。

当代年轻消费群体正在以更抽象更现代的方式理解

传统文化，因此，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实现地方传统文化国

潮设计的年轻化审美转化是重中之重。必须在对地方传

统文化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设计语言转化与视觉

呈现，需要继续深入地进行大量的田野考察和消费者群

像调研，真正理解地方文化的要义和消费者需求，并实现

二者的链接［１３］。正如潘虎［１４］所言，“国潮不是简单的元

素堆砌，而是源于内心的对本土文化的感悟，以及相应的

文化元素在产品包装中的应用与传达。设计者通过设计

创新手法解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精神、文化艺术形式，传

递现代社会人民的生活理念和情感诉求。”图５是第二十

二届白金创意国际大赛获奖作品《西湖四时》，作品将西

湖四时的自然文化元素融入年轻人喜欢的精酿啤酒包装

设计中，采用波普艺术风格、醒目的配色、图形创意等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抽象设计语言，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和消

费，是包装设计风格化和年轻的成功案例。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ｆａｓｈｉｏｎ．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６１３１９７９２２＿１２１１２４７９１

图５　西湖四时啤酒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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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蕴含在文化认同和文化体验

中。文旅融合大背景下，食品包装的文化传播功能凸显，

也给地方文化融入食品包装设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机

遇。挑战和机遇同时寓于痛点中，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

遗产”，当前食品包装设计痛点的分析与解决，是食品包

装相关行业面对文旅融合时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地方

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经济产业的有效路径。基于文旅融

合与食品包装的相关性和逻辑关系，对地方文化融入食

品包装的必要性和有效路径进行分析，找到当前地方文

化融入食品包装设计的痛点并提出解决方案，是食品包

装行业在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下的正确选

择，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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