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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梅山文化的探寻,发掘梅山傩面文化作为一

种本土为主、多元共存的独特文化形态,其特有的艺术特

征与文化内涵,借鉴其原始、夸张、诙谐的艺术设计手法,

将之应用于新化地方特色食品公用品牌“梅山屶”的设计

中.从视觉到内涵的表达,剖析了该公用品牌标志在新

化地方特色食品包装中的应用案例,展现了地域特色民

俗文化在地方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设计手法.

关键词:梅山文化;傩文化;地方特色食品;公用品牌;包

装设计

Abstract:Inthisreview,theMeishanculturewasinvestigated,

andtheMeishanNuofacialmakeupculturewasfoundtobea

unique cultural form predominantly native with a diverse

coexistence．The distinctive artistic featur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this culture were highlighted．The cultural

elementsoftheprimitive,exaggerated,andhumorousartistic

designtechniqueswereincorporatedintothedesignofthepublic

brand＂MeishanHui＂forthelocalspecialtyfoodsinXinhua．The

branddesignstrategy,from visualtoconnotativeexpression,

wasanalyzedbyinvestigatingtheapplicationofpackagingof

variouslocalspecialtyfoodinXinhuathroughcasestudies,and

thedesigntechniquesofregionalcharacteristicsandfolkculture

inlocalcharacteristicfoodpackagingwerealsodemonstrated．

Keywords:Meishanculture;Nuoculture;localspecialtyfood;

publicbrand;packagingdesign

地方特色食品作为一个地域饮食文化的核心,是一

张重要的地域文化名片.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９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

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传统优势食品

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是中国食品工业重要发展载体

和关键增长引擎.提出要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独特饮食

文化,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推动食品领域老字号创新

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历史文化、节庆文化、民

俗文化等元素融入地方特色食品品牌,充分释放产业发

展潜力,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全面乡村振兴和

共同富裕[１].

流传于湘中地区(现湖南省新化县—安化县一带)的

梅山文化,是梅山地区人们从远古至今世代创造、传承

的,保存较为完备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性民族文

化.在长江文明、炎黄文明、荆楚文明、湖湘文化的广阔

延续的背景下,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共同构架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２].梅山文化以远古渔猎文化为基石,杂猱

着上古巫傩文化色彩,保留了积淀丰富的原始文物和人

类原始思维特征、行为方式等原始文明形态.具有浓郁

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以及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影响力,

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抢救价值、学术研究价值

和旅游经济开发价值.

在长期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梅山地区独特的山区生

态环境拥有独特的地质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在孕

育了独特的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塑造了具有深刻地域特

色的地方特色食品文化,成为梅山旅游产业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随着时代的流转,由于缺乏系统文字记载,依靠口口

相传的梅山上古文化与习俗,随着民间老艺人的相继去

世,正在迅速流失或消亡.借助地方特色食品这个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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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古梅山文化和新化地方特色食品包装设计结合起来,

不但能促进新化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更能通过食品

包装的信息传播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宣传、推广和发扬

梅山文化,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提升

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１　新化地方特色食品包装现状与地域

文化的缺席
　　新化地方特色食品经营者多为个体作坊或者小微企

业,缺乏对包装影响力的认知,不懂得通过产品包装可以

提升产品以及品牌信息的传播度,提升群体购买意识,带
动产品的销售.目前新化地方特色食品通常采用最简单

的牛皮纸袋或塑料袋、玻璃瓶包装,设计上采用大红大绿

等“土”味设计,出现了严重同质化现象.不同产品缺乏

明显的辨识度,更遑论品牌意识与地域历史文化的融合.

２　梅山傩文化与现代食品包装设计的

契合
　　傩文化是中华人文始祖文化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山傩,则是中国傩文化遗产中最为

独特而弥足珍贵的一种地域文化,梅山傩文化起源于中

国南方原始狩猎经济与农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全面生

动地记录了南方原始民族传统生产、生活习俗,保存了不

同时期融入的中原文化元素,因此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呈
现出一种本土为主、多元共存的独特文化形态.梅山傩

文化是一种具有浓郁民俗文化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它
不仅是祭祀仪式,更是包含音乐、舞蹈、戏曲等多种表演

形式的民间艺术,主要有傩面、傩戏、傩舞、傩乐等[３],其
中以傩戏最为常见,表现了远古先民对生活和命运的感

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文化意义.

梅山傩文化的艺术特征具有:
(１)原始野性:梅山傩戏在声腔、对白、动作表现出原

始野性、诙谐幽默,具有生活情趣[４].
(２)夸张的艺术造型:梅山傩面具具有独特的雕刻工

艺和夸张的艺术造型,能体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思想观

念、审美情趣和工艺水平等.
(３)幽默风趣:梅山傩戏的表演中经常出现插科打

浑,如谐音、说反话等,常常以观众熟悉的生活为原型,更
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

梅山傩文化的独特在于将原始野性、夸张的艺术造

型、插科打浑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

艺术风格.这种文化呈现出的艺术风格,与现代食品包

装设计过程中追求的原始性、朴拙性、夸张的表现手法,

以及幽默、诙谐、趣味性极为契合.

梅山傩面作为梅山文化传承至今最为重要的艺术符

号和文化象征,它真实反映了古梅山地域人们的生活习

俗、审美情趣等世代承袭的民俗文化意象.将之与新化

地方特色食品包装设计进行创新性融合,对提升新化地

方特色食品的辨识度和品牌度,以及传承、传播古梅山文

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３　傩文化元素与新化地方特色食品公用

品牌的融合

　　近年来,新化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旅游活县”“文化

塑县”战略,初步确立了旅游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支柱地

位.同时,新化县也被授予“中国梅山文化艺术之乡”,梅

山文化影响日益扩大.要推动新化的旅游文化,地方特

色食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５],是旅游文化发展中必不可

少的环节.要提升为新化本地系列特色食品的市场竞争

力,必须打造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底蕴的县域全品类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以整体统一的“梅山文化”印象打造地

方特色食品名片[６].

新化地方特色食品可以归类为:粮食、蔬菜、水果、酒

水、饮料、零食等.把这些特色食品进行统筹规划,以整

体的形象推出政府背书的区域公用品牌,是拉动新化“梅

山文化”文旅经济的必经之路.

３．１　公用品牌“梅山屶”标志的提出

基于对梅山特色产品的长远规划,笔者团队先后拟

出“梅山聚”“梅山堂”“大梅山”“梅山汇”等品牌名称,经

调查反馈,“梅山汇”因在读音上更好听,在意义上更美

好,受到普遍的欢迎.根据“梅山汇”的“汇”字读音,在新

华字典里,念“hui”的汉字一共有１５３个,而“hui”念四声

最朗朗上口,念四声的“hui”共有９６个.其中,寓意较好

的有:荟、绘、屶、翚、芔、翙、彙、汇、豗、卉等１０个.经分

析,屶,与“会”同意,具有聚合、会和之意,且上“山”下

“刀”的字型组合,与梅山文化的“傩戏”中“上刀山”十分

吻合.最终,“梅山屶”得以确定作为新化地方特色食品

区域公用品牌的名称.

３．２　标志的造型特点

新化以山区居多,尤以大熊山最为著名.标志紧扣

“梅山屶”的“屶”字进行设计,上部分的山寓意着大熊山,

下部分的刀又代表着梅山文化的“蛮”性.将“屶”字变

形,巧妙地设计成正六边形,取“和顺、稳固”之象征,简洁

大方(图１).“屶”字中“刀”的一撇演变为“梅山”二字,选

用橙红色的反白古风体———方正隶变简体,更凸显梅山

的主体地位,也呼应了“梅山屶”的品牌名;采用印章的形

式,更凸显梅山的文化底蕴.从整体颜色看,“屶”字的颜

色选用现下流行的复古绿,目的是凸显梅山文化的神秘

色彩.“屶”字底下配上与其吻合的黑色正六边形,使整

体图形看上去更整体,在寓意上,黑色有聚集之意,与

“屶”同意,同时也象征着“梅山屶”的凝聚力.整个设计

极具识别性,让人过目不忘.

９１１

|Vol．３９,No．１０ 童　玲:基于梅山傩文化的湖南新化地方特色食品公用品牌设计与应用



图１　“梅山屶”品牌标志设计过程

Figure１　Designprocessofthe＂MeishanHui＂

brandlogo

图２　“梅山屶”标志

Figure２　＂MeishanHui＂logo

３．３　傩文化内涵提取与优化

在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文化元素可以表现在“视
觉”和“内涵”两个方面,即“形”和“意”.高鹏[７]在«中式

元素视觉传达:图案设计»一书中提到:在文化元素的提

取和应用上应从“形”和“意”两个维度入手,既要借助一

目了然 的 外 在 表 征,也 要 把 握 不 浮 于 面 的 隐 形 意 象.
“意”往往决定着“形”的表现方式和内容,反过来“形”的
表现又能引导人们对“意”的深入解读[８].视觉能在第一

时间引起消费者的兴趣,而内涵则可以帮助商品提升其

内在文化,提高商品价值,提升商品的市场竞争力.视觉

与内涵,两者密不可分.

梅山文化与新化地方特色食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从梅山傩面中提取合适的要素经过提取和创新,再应

用到新化地方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上,反映梅山的物质、精
神、文明等文化内涵,可以解读特色食品的地域特征,同
时提升新化地方特色食品的档次[９].

图３是在梅山傩面的基础上进行图形细化设计,采
用的是单色稿,４个稿件是在４个不同的梅山傩面原型上

进行创新设计,去繁从简,将特征夸张化,采用二维设计

的重复、留白、特异等手法,用几何图形填充,既不失原造

型的诡异,又对原有特色进行了夸大,颇具神秘感.可用

于酒类等高档产品包装设计中.

图４的设计提取了新化枫坪傩狮舞的元素进行设

计.设计不以整个傩面来表现,重点在突出局部造型,融
入狮子的造型后,设计展现出傩面狮相.该套傩面设计

图３　傩面典型图形提取与优化设计

Figure３　Extractionandoptimizationdesignoftypical
Nuomaskgraphics

图４　傩面图案元素的提取

Figure４　ExtractionofNuomaskpatternelements

表情夸张,神情多样,在颜色上采用浓烈的大红大紫、橙
蓝呼应的搭配,民族气息浓厚,增加了趣味性的同时又富

有生命力.这类的傩面设计图案更多地被应用于针对时

尚快销的产品包装设计.

二者根据表现出来的不同语言特性,被应用于“梅山

屶”品牌的不同特色食品包装上.

４　 “梅山屶”公用品牌在新化特色食品

包装设计中的视觉表现
　　在新化县政府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联合举办的针对

新化地方特色食品的“产教融合产业链”展览上,笔者团

队以“梅山屶”为品牌,将新化的特色食品归类分为:梅
山水(水酒)、梅山  食(零食)、梅山  果(水果)、梅

山酿(果汁)、梅山粮(粮食谷物)五大类,并对这些特

色食品进行了包装设计.

４．１　梅山水

新化山清水秀,具有酿酒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新

化水酒源于蚩尤故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新化

地方特色食品的代表之一.近年来,新化一直在为新化

水酒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以梅山屶为品牌的新化水酒包装设计就以梅山傩面

为元素,以提升新化水酒的品牌档次,打造梅山文化非遗

地标.图５的新化水酒是针对中青年客户群体,采用了

手绘线稿的形式进行设计,黑色线稿的傩面配上新化水

酒的橙黄色,梅山傩面的神秘美一览无遗.整个设计风

格简约大方,瓶型小巧、简单大方,具有强烈时尚感,摆脱

了新化水酒的“土”味,具有一定的档次.

图６的水酒包装采用的是最原始的陶瓶包装,上面

０２１

包装与设计PACKAGING & DESIGN 总第２６４期|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图５　年轻态水酒包装

Figure５　PackagingofyoungＧstylericewine

图６　古韵水酒包装

Figure６　TraditionalＧstylericewinepackaging

裹以本色牛皮纸,在材料上的选择上符合梅山人粗犷古

朴的特质.此款水酒包装针对的是中老年客户群体,是
以聚会为主的中大容量.瓶身附着黑色梅山傩面,不但

凸显了水酒的产地特性,也凸显了梅山文化的底蕴,加强

了水酒的地域标签.

４．２　梅山食

从传统傩面[１０]中提取主体设计元素,采用了黑白色

块的设计,并在合适的部位适当镂空,增强了食品的可视

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食品的安全性,也大大提升了新化

地方特色食品的趣味性以及文化性,更容易被大众所接

受(图７).

图７　傩面元素在零食包装上的应用

Figure７　ApplicationofNuomaskelementsin

snackpackaging

４．３　梅山果

新化地处山区海拔高,土壤富硒、日照时间长,适于

有机种植.新化盛产杨梅、桑葚、枇杷、葡萄等.水果包

装采用了牛皮纸和黑卡纸为包装材质,造型上以树为原

型并做了镂空处理,水果直观且透气,整体包装看上去生

机盎然,以白色标签的方式贴上梅山傩面,简单实用,彰
显了其梅山特产的身份(图８).

图８　树形水果包装

Figure８　TreeＧshapedfruitpackaging

４．４　梅山酿

梅山地区水果资源丰富,桑葚、无花果、杨梅、柚子、

葡萄等是其特色水果.图９的果汁包装设计采用环式设

计,以４瓶果汁为一组,以彩色梅山傩面形成环状图案,

将四个面拼在一起,即为一个完整的傩面.设计具有极

强的展示性,能很好地展示梅山傩面的文化内涵.不同

品种口味的果汁,每一瓶对应一个不同的傩面,每瓶都能

够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新奇感.

图９　果汁包装及组合

Figure９　Juicepackagingandcombination

４．５　梅山粮

位于新化西部山区的紫鹊界梯田,其独特的耕作方

式和利用山泉天然的灌溉系统已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起源

于先秦、盛于宋明,是苗、瑶、侗、汉等多民族历代先民共

同劳动结晶,也是山地渔猎文化与稻作文化融化揉合的

历史遗存.作为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国家水利风景

名胜区,紫鹊界梯田２０１３年５月成为中国首批１９个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并被列入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名录.

当地盛产的紫鹊界梯米,因污染少、富硒、口感软糯

香甜深受人们喜爱的高品质大米.“梅山屶”品牌的粮食

包装系列设计,采用罐装设计,图形以梅山傩面为基础,

将傩面外形设计成对应粮食(大米、黄豆、红豆等)的形

状,憨态可掬,趣味盎然,提升了“新化粮”独特的识别性,

不但体 现 了 产 品 的 文 化 内 涵,又 具 有 较 高 的 辨 识 度

(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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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傩面元素与粮食包装设计的融合

Figure１０　IntegrationofNuomaskelementswith

grainpackagingdesign

５　结语

新化地方特色食品不仅是绿色有机的天然资源,还
蕴藏着传承数千年的文化宝库.应该进一步挖掘其历史

文化内涵,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设计,展现新化地

方特色食品独特魅力.除了扶持传统优势特色食品,还
要鼓励新化地方特色食品生产企业发展绿色、有机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提升品牌影响力;尽快建立县域公用品牌

管理运营的专业服务机构,通过制作短视频、微电影等,

借助各类多媒体平台,讲好新化地方特色食品故事,讲好

２０００多年来深厚悠远的巫楚文化与历代移民带进来的

外地文化不断碰撞、交融、同化,苗、瑶、侗、汉等多民族历

代先民共同劳作、相互融合的故事,传承并传播梅山文化

作为长江流域文明发祥、发展、变化过程的鲜活体,其原

始性、广阔性、交融性与开放性,为“全球命运共同体”下

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历史性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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