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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梅山文化的空间艺术特色在乡土
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Theapplicationdesignstrategyofspatialartfeaturesbasedon
Meishancultureinlocalfoodpackagingdesign

刘　瑛

LIUYing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SchoolofArtandDesign,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 Technology,Changsha,Hunan４１０１１４,China)

摘要:针对湖南古梅山地区乡土食品包装设计现状,从梅

山文化的空间艺术中提炼出造型结构特征、装饰元素特

征、色彩特征、文化特征,将其解构赋予于乡土食品包装

设计中,探索将梅山文化中蕴含的空间艺术精髓与乡土

食品包装融合的设计思路与策略,提升食品附加值,展现

地域特征,提升文化内涵,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乡土食

品包装的融合创新.
关键词:梅山文化;空间艺术;乡土食品;包装设计

Abstract:Inresponsetothecurrentsituationofpackagingdesign

forlocalfood,thisstudyextractsstructuralfeatures,decorative

elementfeatures,colorfeatures,and culturalfeaturesfrom

spatialartbasedonMeishanculture,anddeconstructstheminto

localfoodpackagingdesign．Itexploresthedesignideasand

strategiesofintegratingthespatialartisticessencecontainedin

Meishanculturewithlocalfoodpackaging,enhancingfoodＧadded

value,showcasingregionalcharacteristics,enhancingcultural

connotations,assistinglocal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

dissemination,promotingtheinheritanceofethnicculture,and

innovatinglocalfoodpackaging．

Keywords:Meishancentral;spaceart;localfood;packaging
design

梅山文化是位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南中部“古
梅山”区域的,从远古延续下来且保存比较完好的神秘文

化形态.古梅山可上溯到远古的蚩尤、九黎、三苗,是瑶

族、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居地,具有一般地域文

化都不具备的“独立根性”,其区域特色凸显,历史源流清

晰且久远.随着时代的变迁,深厚悠远的土著文化(也称

蚩尤文化)在与历代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不断交往、交
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且独具民族特色、神秘

色彩的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梅山文化[１],是当下深

入挖掘并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宝库.
乡土食品是指不同地区因气候、物产、社会经济、生

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所造就的,拥有独特历史、文化、技
艺以及风味,且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知名度的地方性特色

食品或饮食[２].作为一个地区饮食文化与饮食特征的核

心载体,乡土食品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物[３],也是中国

各民族居民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历经数千年历史积淀所

逐渐形成的生活情景再现与美好夙愿,是乡村文化、乡土

情怀与家国情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表现形式[４].乡土食品因其绿色环保兼具传统

文化底蕴,深受现代消费者喜爱,是现代乡村旅游产业的

一大支柱产业.
古梅山地处雪峰山脉,涵盖湖南新化县、安化县、隆

回县等地,区域内山高林密、环境清幽,乡土食品原料纯

净无污染.以梅山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湖南新化为例,该
地地处绿色生态环境和多民族混合的异质文化圈,当地

的传统乡土食品多采用传统手工制作工艺,口味独特,还
承载了梅山民间民俗故事等文化元素,符合现代消费者

对绿色食品与对家园回归的追求,作为乡村旅游食品很

受欢迎.有学者[５]将新化地区特色乡土食品归纳为:梅
山水酒、梅山零食、梅山水果、梅山果汁、梅山粮食谷物.
但目前梅山地区乡土食品包装尚未能满足消费者对乡村

文化、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需求,这也是当下各地乡土

食品包装设计存在的共性问题:其一,包装设计同质化问

题严重,没有进行设计上的诠释;其二,包装设计制作简

单粗陋,多为复制粘贴,不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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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有一些产品过度渲染豪华包装风格,设计定位与乡

土食品特质明显不符,未能体现出乡土食品独特的品质

与意象,未能体现当地特有的梅山文化特质,遑论达到食

品包装传递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目的.
梅山地区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留着远古生活状态,

其空间艺术特色突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深厚.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梅山地区许多传统村落已逐步发展

乡村旅游,推出乡土食品.通过分析和提炼梅山文化中

的空间艺术特色,将其特色元素与文化精髓融入乡土食

品包装设计,可以更好地彰显梅山地区乡土食品的独特

气质,传承与传播梅山文化,活化文化遗产,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对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１　梅山文化空间艺术特色及其在乡土

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１．１　建筑造型结构特征及其在乡土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１．１．１　梅山聚落建筑造型结构特征　首先,要归整提炼梅

山聚落空间建筑造型结构元素,解析其特色.梅山地区最

常见的建筑有:石墩悬臂式木结构长廊风雨桥、杆栏式木

板屋、宗祠、牌坊、寺庙等,木质结构基本为榫卯结构,历经

百年风雨侵袭仍坚固如初.如极具代表性的新化龙潭风

雨桥,四墩二十扇,桥身以巨木层垒搭接,小青瓦檐与桥顶

瓦檐形同双翼,正中建有四角攒尖顶阁楼,下设关圣阁,置
有神龛和石碑,谓之“伞”,两端桥头各建一个顶阁楼,其整

体造型持重美观,结构精巧独特;再如新化罗氏宗祠,为坐

东朝西的“四合院式”,雕梁画栋,飞檐翘角;还有山墙如大

小不等的“山”字叠在一起组成的北渡牌坊,造型舒展大

气,地方特色凸显,具有较高的辨析度(图１).

１．１．２　建筑造型结构特征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案例

将传统建筑造型结构特征提取出相应元素符号应用

于食品包装设计,已有许多经典案例.如“食在高邮”农
产品包装设计(图２),以高邮镇国寺塔为原型,根据其独

特造型进行模仿设计,该包装共分７层,分别为高邮大

图１　梅山地区典型建筑造型结构

Figure１　Typicalarchitecturalmodellingstructurein
theMeishanarea

图片 来 源:https://www．zcool．com．cn/work/ZMjY４MDk０Mzl

＝．html

图２　“食在高邮”农产品包装设计

Figure２　Thepackagingdesignofagriculturalproducts
for＂EatinginGaoyou＂

米、鹅、沼虾、蟹、咸鸭蛋、松花蛋、双黄蛋,此包装的结构

巧妙地借鉴了镇国寺塔的造型结构,不仅包装结构坚固,
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与包裹作用,还能体现出当地代表性

传统建筑特色,彰显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１．１．３　梅山聚落建筑造型结构特征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策略　梅山乡土食品包装整体设计结构可根据不同的食

品造型、大小规格和品类搭配形式,综合运用聚落空间建

筑的造型结构特色进行设计,以体现乡土食品包装的独

特造型特征.笔者归整为悬臂式木廊风雨桥、牌坊、宗祠

等几类代表性造型结构,将其典型性特征提取简化并转

换为易于制作又能体现特色的乡土食品包装结构,结构

独特,辨识度高,地域特色明显.如将风雨桥、宗祠等建

筑造型解构重组设计成组合式的乡土食品包装结构,在
激发消费者内心情感共鸣的同时,更能精确表达乡土食

品的地域识别性(图３).

１．２　空间装饰元素特征及其在乡土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１．２．１　梅山聚落空间建筑装饰元素特征　梅山聚落空间

建筑装饰元素形式主要有石雕、砖雕、木雕、彩绘等.雕

塑形式有圆雕、浮雕、透雕等,多装饰于屋顶、墙头、梁架、
门窗等处;彩绘是以动植物图案和人物故事主题绘制的

图片为王阳绘制

图３　提取简化后的梅山地区典型建筑造型结构

Figure３　Typicalarchitecturalmodellingstructureinthe
Meishanareaafterextractionandsi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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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装饰于门墙梁架等处.如新化杨洪岩村长廊风雨

桥,桥端牌坊雕琢而成的貔貅等图案纹饰栩栩如生.涟

源世业堂石基砖木结构,花格木窗,木质门楼采用花鸟人

物图案雕饰,古朴典雅.双峰万宜堂山字墙中部开有上

下两个砖墙镂空的回文花格窗,窗顶上檐顶下方绘有山

水人物或禽畜、花卉彩绘(图４).

图４　梅山地区典型建筑装饰

Figure４　TypicalbuildingdecorationintheMeishanarea

１．２．２　梅山民间信仰空间装饰元素特征　神龛神像与傩

面具作为梅山文化极为重要的艺术符号之一,是梅山民

间信仰空间中突出的视觉载体与表现形式,其独特魅力

在于鲜明个性和粗犷神秘的艺术风格,装饰性强,鲜活展

现了梅山民众的原始信仰、图腾崇拜和社会生活.如新

化龙潭风雨桥供奉的神坛,上坛供奉关圣帝君神像,下坛

供奉梅山民间俗神孟公老爷,祈望庇佑百姓身康体健、安

居乐业;神龛神像与傩面具原始拙朴、威严神秘、神形毕

肖[６].新化杨氏宗祠的碑文壁画与楼台殿宇交相辉映,

梁枋、斗拱、门窗及墙壁上施予各种彩绘,人物故事、花鸟

走兽等雕刻与壁画纹饰异常丰富(图５).

１．２．３　空间装饰元素特征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案例

图形元素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使其成为了跨文化性的

通用视觉语言,在信息的传播表达上也更具有广泛性和

持续性[７].为提高乡土食品的地域辨识度,可将传统空

间装饰的特色元素作为设计灵感,从中提取独具地方特

色的装饰纹样,经解构、重构、变形后,应用于食品包装设

计中.典型如岭南文化手信———柑普茶包装设计(图６),

通过提取岭南古建筑特有的镬耳屋山墙造型与装饰元

素,对其进行简化变形提炼,突出岭南传统建筑特点,主

打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地域独有的、最具特点的且能从当

地文化产品中脱颖而出的食品包装.

图５　梅山地区民间信仰空间装饰

Figure５　Thespacedecorationoffolkbeliefin
theMeishanarea

图片 来 源:https://www．zcool．com．cn/work/ZNTlwODl０Mzl
＝．html

图６　柑普茶包装设计

Figure６　PackagingdesignofMandarinＧPuertea

１．２．４　梅山聚落空间装饰元素特征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策略　在进行梅山乡土食品包装设计实践时,可借鉴其

建筑装饰特征,提取聚落空间建筑中的山墙、飞檐翘角、
榫卯结构,以及石雕、木雕、隔扇、壁画等装饰元素,在包

装设计过程中将其简化、提炼、变形,将聚落空间中蕴含

美好寓意的装饰纹样等加以抽象概括与视觉取舍,借助

艺术化表现手法,从意象上体现地域特色,增强图形表达

张力,强化食品包装的视觉感受,凸显梅山乡土食品包装

的地域文化特色(图７).

　　根据游客及当地民众的审美取向,还可以提取梅山

神龛神像或傩面具[８]等民间信仰空间纹饰图案,进行抽

象解构设计,将其在传统表现的基础上赋予现代意义,简
化原有图样,提取突出纹样,对其从“可怖”到“可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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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王阳绘制

图７　提炼简化后的梅山地区典型建筑装饰元素

Figure７　TypicalarchitecturaldecorativeelementsintheMeishanareaafterrefinementandsimplification

改进,使其在突出文化性特点的同时,更易于为消费者所

接受(图８).

１．３　空间艺术色彩特征及其乡土食品包装设计应用

１．３．１　梅山聚落空间艺术色彩特征　梅山民居建筑的色

彩以朴素大方的灰色系与原木色为基本色调,凸显与自

然环境相协调的中国古典色彩美学观.如杆栏式木板屋

的原木色,与挑檐或屋顶瓦片以及石材的青灰色形成和

谐统一之美,局部加上白色墙壁以及红色灯笼等装饰,丰
富了建筑空间的整体色彩风貌.典型如涟源世业堂的镂

空木雕,整体呈古朴沉稳的原木色,红灯笼与对联点缀其

间,古朴大气(表１).

梅山民间信仰空间的神龛神像、傩面具等起到了色

彩装饰作用,其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所代表的角色特

性,主要配色有红、黄、绿、蓝、黑、白等,代表不同的寓意,

如红色代表忠义、黑色代表邪恶、白色代表俊美等,大多

运用了高饱和度色彩,但却没有歧义感,劳动人民的智慧

使色彩更具和谐性和接地气,可从中提取出主体色彩,根
据现代审美再设计应用于乡土食品包装(表２).

图８　简化并改造后的民间信仰空间装饰元素[９]４６

Figure８　Spacedecorationelementsoffolkbeliefaftersimplificationandrenovation

表１　梅山地区民居的建筑色彩元素提取

Table１　ExtractionofarchitecturalcolorelementsforresidentialbuildingsinMeishanarea

材料 特征 图片 色彩提取

砖瓦 新化楼下村民居青砖、青瓦、

白墙

木材 新化正龙村原木色杆栏式木

板屋,青瓦,白墙

石材 涟源 三 甲 古 村 民 居 青 石、青

瓦、红砖

木雕 涟源世业堂原木色木雕门窗、

红色灯笼与对联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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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梅山傩面具色彩与装饰元素提取

Table２　Extractionofcolorsanddecorativeelementsfrom MeishanNuomask

角色 实例 符号原型提取 色彩符号提取 纹样符号提取

傩公

傩母

狮子

１．３．２　色彩特征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应用案例　基于大众

对其色彩搭配习惯的潜在视觉记忆,对具有代表性的主

体色彩加以提取,能更为准确地体现色彩意象,表现当地

民族文化特色,设计出让消费者印象深刻、产生情怀的食

品包装,展现当地民众乃至华夏民族的审美基因,增强民

族文化自信.如上海尚略设计的大米包装(图９),采用中

华民族传统图案龙与花纹的线描表现,色彩提取传统的

红、黄、绿三主色,运用中国传统色彩展现东方生活智慧,
具备经典的中国传统特色.

１．３．３　梅山聚落色彩特征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可

图片 来 源:https://www．shinerayad．com/news．Ｇinfo．aspId＝

３５３９&from＝singlemessage

图９　大米包装设计

Figure９　Thepackagingdesignofrice

通过借鉴梅山聚落空间色彩提炼出设计色彩元素.如紫

鹊界米产自于梅山文化的核心区域新化紫鹊界人文梯

田,当地民众信仰傩文化,选取最能表达傩文化视觉的傩

面具,将其装饰与色彩元素进行提取与再创新,可以设计

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紫鹊界生态米系列包装(图１０),
采用的品牌标准色为本质白(纯洁、长寿)、活力橙(正义、
活力)、柔和粉(正义、年轻)、清新蓝(生命、灵性)４种色彩

为主,源于梅山傩面具主体色的变化,通过改良“旧”色彩

打造新包装.包装材料采用白卡印刷覆膜,在一定程度

上节约了成本[９]４７.该包装从装饰元素、色彩到材质均符

图１０　紫鹊界生态米包装设计常规生态系列[９]４７

Figure １０　 The ecologicalrice packaging design of
ZiquejieConventionalecological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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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地特色与消费理念.

２　空间文化特征及其食品包装设计应用

２．１　梅山聚落空间文化特征

梅山文化已成为湖南独有的文化IP,作为本地文化

“特产”之一,承载了大量与其核心地区有关的历史文化

信息,是研究梅山聚落空间历史文化演变的重要基石,也
是研究传统民风民俗的重要依据.如涟源三甲古村上百

座庭院,最早的有４００多年历史,蕴含古老建筑艺术之

美,承载深厚文化底蕴.新化杨洪岩村风雨桥始建于明

朝崇祯年间,是古时新化到安化必经的“官道”,当地有古

寺１０座,周边藏匿庞大的清代乡野碑林,赋予当地的奇

山异水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凝重的历史、科学、艺术、
民族与教育文化积淀.梅山神龛神像与傩面具从原始巫

术发展而来,至今还保留原始文化特点,承载梅山民众对

民俗信仰的审美意识,鲜活展现了从古至今承袭下来的

民俗文化特征,是典型的地域文化遗产(图１１).

图１１　梅山聚落空间文化特征

Figure１１　Spatialculturalcharacteristicsof
Meishansettlement

２．２　建筑空间文化特征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案例

伴随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及观念逐渐转向对文化精神

与审美理想的追求,消费者由关注食品的物性特征、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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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如南台月中秋雅月包装设计,选
取成都从西周到清初的８座古建筑,以纪念唐代女诗人

薛涛而建的望江楼为盒面设计主题,造型简洁,配色素

雅,整体包装设计将传统建筑公共符号私有化,以包装为

载体,向人们展现不同时期的成都印象,讲述远古民间故

事,展现与传播成都地域文化特色(图１２).

２．３　梅山聚落空间文化的展现与传播

乡土食品包装可以从文字、结构、图案、色彩等不同

维度,对梅山聚落空间蕴含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识别与

提取,结合当下消费者的喜好与食品特性,依据梅山文化

的不同属性,运用不同手法进行转译设计,实现文化信息

图 片 来 源: https://www． zcool． com． cn/work/

ZNTQ１MTM５MDQ＝．html

图１２　南台月中秋雅月包装设计

Figure１２　ThepackagingdesignoftheMidＧautumn
festivalYayuefrom Nantaimoon

与包装设计的共融,继而展现其地域性文化内涵.

　　提取梅山民族民间文化中的传说故事、民歌俗语、傩
戏中的核心要素,如梅山张五郎、梅山娘娘等传说故事,
在推广乡土食品的同时,以趣味性形式展现地方特色;融
合 AI等新技术多角度展示梅山民族民间文化与食品信

息,调动消费者购买兴趣,增加乡土食品的信息可视化与

交互性;在包装盒一角印制包含宣传片的二维码,介绍梅

山空间特色、民俗风情等,展现风雨桥、民居、宗祠庙宇、
神龛神像、傩戏傩面等蕴含的民族民间文化内涵,扩大传

播语境,让消费者成为情境的参与者,结合数字化、影像

化、移动化及体验化等传播手段全方位展示,传播梅山地

域文化意象意蕴以及食品文化.如紫鹊界生态米包装设

计管饱系列,提取梅山傩面具图案与色彩,将其设计成诙

谐可爱的形象,通过扫描二维码展示梅山民族民间趣味

故事,包装设计从图案到色彩均符合乡土食品主题与意

象,达到展现地域特色、传播梅山文化的目的(图１３).

图１３　紫鹊界生态米包装设计管饱系列[９]４９

Figure１３　Theecologicalricepackagingdesignof
ZiquejieSatietyseries

３　结语

乡土食品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映现,其包装设计能够

反映地区的文化特征.当前梅山乡土食品包装设计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将当地特色的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来源

并传播地域文化是发展趋势.梅山文化中的空间艺术特

色鲜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深厚,亟待进一步深挖与传承

发展,从其空间艺术中提炼出造型结构特征、装饰元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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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色彩特征、文化特征,将其转译到乡土食品包装设计

中.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赋予乡土食品包装新的文化内

涵,创造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现代感强的特色包装,使
该地区的乡土食品区别于同类产品,提升食品附加值与

文化内涵,传递宣传民族民间文化.同时,要重视树立独

特的地域文化,提升农产品档次,展示和传播地域文化的

艺术魅力,传承与活化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１１].

未来应当结合消费者的喜好,构建消费者感知的文

化因子筛选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包装的品质升级与文化

基因的广泛传播,以此为更多本土化食品的包装设计提

供可行性的参考,实现文化传播与经济提升的双赢[１２].

促进当地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文旅融合、农旅融合,赋能

乡村振兴战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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