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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发文量、关键词、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及思

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进展

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从设计原则、策略和方法３个方面对

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内容进行了分析,并

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指出未来该研究可以用

理论研究来指导设计实践,同时采用大数据模型对设计

实践进行验证.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食品包装;包装设计;大数据

Abstract:Thepapersummarizesandanalyzestheprogressof

researchon the use of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 food

packagingdesignthroughthenumberofarticles,keywords,

researchobjects,research perspectivesandideas．Thestudy

analyzestheapplica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food

packagingdesignfromthreeaspects:principles,strategies,and

methods．Italsoexploresthefuturedevelopmentdirections,

suggestingthatfutureresearchcanguidedesignpracticethrough

theoreticalstudiesandvalidatedesignpracticeusingbigdata

models．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o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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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

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１].非

遗可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
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民间美术)、传统技

艺、传统医药以及民俗十大门类.

食品包装设计指以供人食用或饮用的成品及原料为

设计对象,选用合适的包装材料,运用巧妙的工艺手段,

为包装商品进行的容器结构造型和包装的美化装饰设

计[２],其设计目标主要有保护产品、吸引消费者、传达品

牌形象、促进销售等,是文化宣传的物质载体,对于传承、

传播地域 文 化、风 俗 民 俗、传 统 文 化 等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３].文章拟对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运用的相关研究

进行梳理与总结,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非遗与食品的包

装理论研究提供新起点,也为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

应用提供依据.

１　非遗在包装设计中的研究现状

截至２０２４年２月１日,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中输

入关键词“非遗＋包装设计”共检索到文献１８４篇,筛除

不相关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１１１篇,将其中词频为两次

以上的关键词运用 VOSviewer生成“非遗与包装设计”研

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图１).由图１可知,非遗与包装

设计相关研究分为４个方面.

(１)在非遗视域下的地域产品包装设计相关研究,主

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农产品和地理标志产品等进行包装设

计研究,如将闽东传统民居建筑特色要素与当地非遗食

品包装相融合的设计策略探索[４].

(２)将包装设计与非遗传承创新相关联,包括非遗元

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非遗产品包装以及非遗产品品

牌包装研究等,如从现代审美视角探索非遗文创品牌视

觉设计及包装插画[５],从时代需求出发探求非遗传承创

新的文创及包装设计方法[６].

(３)非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与产品

包装设计的相关研究,如通过研究非遗神垕钧窑,提取神

垕钧瓷的文化特色,运用在河南本土食品包装中,并提出

相关设计策略[７].

(４)非遗元素(图案、结构和技艺等)在产品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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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研究,如将侗族刺绣的纹样、寓意以及色彩特征

等进行归纳总结,并应用到侗族油茶包装设计中[８].

目前,中国学界对于非遗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已有一定的基础,其中以农产品、文创产品、食品和手工

艺品等的包装设计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非遗、非遗传承创

新、消费者视角、文化创意视域等角度,以探索符合现代

审美的非遗文创包装设计策略,探求非遗与当地产品融

合的包装设计方法,研究非遗元素在包装中的应用等为

主要内容展开研究.通过在 WebofScience对国外相关

文献进行检索,尚未发现国外有关非遗与食品包装设计

方面的相关研究.

图１　非遗与包装设计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１　CoＧoccurrence mapofkeywordsinresearch

literatureonintangiblecculturalheritageand

packagingdesign

２　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相关

文献总体情况
　　对非遗在包装设计中的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

了解非遗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对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进行发文量、

关键词、研究方法及内容等文献情况分析,可为未来食品

包装设计及研究提供发展方向.

２．１　发文量

截至２０２４年２月１日,对中国知网(CNKI)中以“食

品包装设计”为关键词检索到的１５７１篇相关文献进行逐

个筛选,将论文关键词或内容中出现“非遗”及非遗项目

的文献进行整理,剔除不相关文献,梳理出与非遗及食品

包装设计相关文献８４篇,其中包含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

论文１７篇.能检索到的最早将非遗与食品包装设计相

结合的文献为２０１３年３月刊登在«美术大观»上的«地域

文化在地方特色食品包装中的体现»,文中提到的地域文

化老北京民间风俗画、中国书法等均属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组成部分.由图２可知,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为研究的萌

芽期,非遗并未作为研究关键词出现在文献中,而是作为

民间艺术、民间风俗和民间美术等类别出现;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为相关研究平稳发展时期,年发文量均为４篇,应该是

受国务院办公厅当年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的政策推动,非遗作为独立关键词开始出现在

此类文献中;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发文量迅速增长,分别为１４,

１３,２８篇.说明随着国家对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营销推

广等的扶持政策相继推出,有关非遗与农产品食品包装

的研究文献也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

运用情况 CNKI发文量统计

Figure ２ 　 Statistics of CNKI publications on the
applica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
foodpackagingdesignfrom２０１３to２０２３

２．２　关键词

将与非遗及食品包装设计相关文献所有关键词运用

VOSviewer进行整理,对文献中出现两次以上的关键词

进行关键词聚类,生成非遗＋食品包装设计研究文献关

键词共现图谱(图３),将含义相近和存在包含关系的关键

词进行聚类合并后,发现目前关于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

的运用研 究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４ 个 方 向:① 从 非 遗 传 承

与文化自信视角出发,以非遗纹样、非遗手工技艺、非遗

图３　非遗与食品包装设计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３ 　 CoＧoccurrence map keyword in research
literatureon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nd
foodpackaging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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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为研究重点的食品包装设计研究;② 从文旅融合视

角出发,以农产品为研究对象的食品包装设计研究;③ 以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为研究重点的

食品包装设计;④ 非遗食品品牌的包装设计研究,包括非

遗乡土品牌包装设计路径研究、非遗与食品品牌设计融

合及品牌形象设计的研究等.

　　通过对非遗与食品包装设计相关论文中的关键词出

现频次进行整理后发现,出现频次在３次以上的关键词

共１６个,将含义相近的关键词进行合并后,共有高频词

１２个(表１),分别为包装设计、食品包装、地域文化、非物

质文化遗产、农产品、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应用、传统食

品、文化、造型、转译.目前关于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

的运用研究,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农产品包装和传统食品

包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应用、文化、造型及文化转译

等方面.

表１　非遗与食品包装设计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

Table１ 　 HighＧfrequency keywords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on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nd

foodpackagingdesign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包装设计　　　 ４９ 非遗文化 ５

食品包装　　　 ２１ 应用　　 ４

地域文化　　　 ８ 传统食品 ４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７ 文化　　 ３

农产品　　　　 ６ 造型　　 ３

传统文化　　　 ５ 转译　　 ３

２．３　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及思路

通过对与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相关文献中

出现的所有研究对象进行整理,可知主要分为４类:① 农

副产品包装设计;② 非遗食品包装设计;③ 酒、茶饮等礼

品类包装设计;④ 地区特产及品牌包装设计.研究视角

以非遗内涵、美学、保护与传承为主,还有文旅融合、地域

文化、大美育等视角.研究思路主要有３种:① 提取非遗

元素,进行创新再设计后,应用于食品包装设计中.如将

景宁畲族非遗彩带纹样运用至当地农副产品包装设计

中[９],或将鄂西北非遗元素融入农产品纸质包装设计

中[１０]等;② 将文化内涵如湖湘文化[１１]、神垕钧窑文化[７]

等,通过设计语言进行解读和转译成独特的图形语言,并

运用至食品包装设计中;③ 针对用户需求运用模型进行

分析后再进行食品包装设计的研究,如运用 Kano模型确

定消费者对静宁苹果包装的情感化需求优先级,在此基

础上进行苹果包装设计[１２].

目前,关于非遗在食品包装中的运用研究以农副产

品、地方特产食品及礼品包装等传统食品包装为主要研

究对象,对象单一且局限,并未发现有与流行食品及品牌

的融合设计;研究视角也停留在传统文化研究视角,缺少

从新视角出发进行非遗在食品包装中的现代化转译,以

及与时尚文化融合应用探索;研究思路以对非遗食品包

装设计方法和路径的创新和探索为主,包括直接元素运

用、间接文化转译及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进行设计探索,

缺少对 非 遗 食 品 包 装 新 技 术 及 新 形 式 的 设 计 研 究 和

探索.

３　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相关

研究内容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可将研究内容

归纳为设计原则、设计策略和设计方法３个方面.设计

原则主要从功能、美观、文化、安全和可持续性５个内容

展开;设计策略则包括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文化为中心、

品牌化以及生态化４个策略;设计方法为直接运用非遗

元素、借鉴使用非遗技艺及转译非遗内涵３种设计方法.

３．１　设计原则研究

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相关研究中零星提及

了较多的设计原则,表述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生态、减

少自然消耗,从油墨污染角度考虑食品安全;优化包装结

构以适度包装,遵循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统一原则、识

别性、地域性、整体性,以人为本,准确性、关联性、简明

性、新颖性;文化多样性等.文中归纳总结为功能性原

则、美观性原则、文化性原则、安全性原则以及可持续性

原则５个原则.

(１)功能性原则.这是食品包装最重要且最基本的

设计原则,还是包装设计中需要优先考虑和遵守的原则.

食品包装基本功能包括保护商品、易装载容纳、传达信

息、便于运输等[１３],运用了非遗元素的食品包装设计也要

遵循这一设计原则.

(２)美观性原则.即食品包装设计在满足功能实用

基础上,还需注重视觉美感.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

审美能力的提升,人们对包装的美观要求也与日俱增,美

观的包装可以吸引消费者更多的关注,从而提升产品的

销量,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１４].

(３)文化性原则.包装也是无声的宣传,不同地域食

品的包装设计融合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非遗

内涵,可以使食品的地域性更强,地域性强的包装具有独

特性,可使消费者了解食品所在地的文化,体会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情,从包装中体会到故乡情而

对食品产生共情的同时,也丰富了食品包装的文化内涵

及象征意义[１５].
(４)安全性原则.食品安全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食品包装材质应优选可直接接触食品的无毒、安全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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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同时考虑产品的使用场合及食用方法,采用符合使

用条件的包装材质[５].
(５)可持续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是当前所有设计

需要遵循的设计原则,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则多从生态角

度出发,优选可回收、可降解、无污染的绿色环保包装材

料,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同时间接降低生产成

本[１６].而选择使用非遗元素的食品包装在包装材料上则

应更多地考虑使用当地材质和天然材质减少资源浪费的

同时也能体现非遗的特色.

３．２　设计策略研究

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文献中有部分文

献提到了设计策略,如加强非遗品牌的文化建设和推广,

以民俗精神构建食品品牌,用非遗内涵提升农产品品牌

附加值等.文中归纳总结为４个策略:以消费者为中心

的设计策略、以文化为中心策略、品牌化策略以及生态化

策略.
(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设计策略,将消费者需求作为

食品包装设计的方向指导,针对不同群体消费者、不同消

费水平的消费者制定不同类别、不同档位的产品包装设

计策略,使食品包装更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提升产品

吸引力.
(２)以文化为中心的设计策略,通过非遗内涵助力食

品包装设计[１７],深入挖掘非遗以及与非遗相关的区域文

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将非遗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设
计符合产品传统特色,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延续历史文化

精神的食品包装,借由非遗丰富产品的文化内涵与视觉

美感.
(３)品牌化策略,设计产品的系列包装,运用非遗元

素充分表现食品品牌个性,构建完整的食品品牌,提升品

牌辨识度,扩大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通过产品包装设

计,提升食品品牌系统化的同时,传播非遗内涵,传承非

遗精神[１８].
(４)生态化策略,研究认为无污染、安全、优质的绿色

食品在食品消费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因此,食品包装设计

也应强调生态化,在包装设计时也应遵循生态化的设计

策略以及绿色包装的设计理念,通过生态化包装设计为

消费者提供心理暗示,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好感度[１９].

从节能、环保的角度考虑,实用、适度、可持续的包装设

计,能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同时,降低成本,减少环境污染.

３．３　设计方法研究

文献资料中出现的非遗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运用方

法较多,如传统图案、纹饰、色彩和汉字直接运用于食品

包装中;提取纹样运用形状文法进行设计演化;使用中国

传统图案设计方法(简化、夸张)和平面构成的方法(构

成、重组);文化转译后进行二次创作等.按设计侧重点

的不同可将非遗在食品包装中运用的设计方法总结为

３种,分别为直接运用非遗元素设计法、借鉴使用非遗技

艺设计法及转译非遗内涵设计法.

(１)直接运用非遗元素设计法,从现代消费心理出

发,利用非遗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准确提炼非遗中的视

觉符号来进行设计创作,强化食品包装的时代审美性[２０].

对非遗的造型、纹样、色彩等视觉元素及其所蕴含的文化

元素进行挖掘整理、分析、提炼后,通过抽象、变形、简化、

分解等设 计 手 法 对 其 进 行 扁 平 化、具 体 化、符 号 化 处

理[２１],形成非遗图形或符号,并运用至食品包装的图形中

(图４).

图４　直接运用非遗元素设计法流程示意图

Figure４　Schematicdiagramoftheprocessofthedesign

methodofdirectlyapplyingintangiblecultural

heritageelements

　　(２)借鉴使用非遗技艺设计法,从消费者体验感出

发,将非遗项目中的建筑、雕刻、编织、刺绣、印染等传统

手工技艺与食品包装结构设计相结合,创新设计食品包

装的结构设计[２２],同时也丰富了非遗中有传统技艺项目

的设计(图５).具有生态环保特性的传统非遗技艺与食

品包装结构及包装材料结合,既能强调绿色食品的产品

特点,又能提升非遗手工艺产品的销量,在提升特色农产

品等食品包装文化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带动

了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实现非遗技艺传承发展

与食品品牌化的相互促进[２３].

图５　借鉴使用非遗技艺设计法流程示意图

Figure５　Schematicdiagramoftheprocessofborrowing
and us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method

　　(３)转译非遗内涵设计法,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出发,
深入挖掘非遗民俗类和非遗食品制作技艺类的文化背

景,对其所在的地域文化、自然文化、人文文化和传说故

事等的内在精神、思想内涵、审美追求以及象征意义等进

行总结、分析与提炼[２４],运用优化调整和隐性关联的设计

方式[２５],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文化进行形态转译成视

觉语言或者设计语言,通过图像叙事的方法应用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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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图形设计中(图６).在保留原有文化底蕴与精髓

的基础上,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需求

与文化需求的食品包装[４],实现以食品包装为载体,讲好

非遗故事,提升产品附加值的目的.

图６　转译非遗内涵设计法流程示意图

Figure６　Schematicdiagramoftheprocessofthedesign

method for transl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onnotations

４　结语

目前,研究人员普遍使用了直接运用非遗元素设计

法、借鉴使用非遗技艺设计法和转译非遗内涵设计法３种

设计方法,其中也有简单运用非遗元素的复制粘贴的方

式,在设计过程中非遗元素与包装的食品缺乏内在关联

等情况.然而,从理论出发指导设计实践的相关研究尚

未见报道.

非遗与食品包装设计的理论研究可以在非遗特征

(活态性、独特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

性)的基础上,从情感化角度出发,探讨食品的包装外观

(本能层次)、使用的效用和愉悦(行为层次)以及自我形

象的塑造,包括食品品牌以及个人形象和记忆等(反思层

次),从３个层次研究非遗与食品包装的相关设计理论,

以提升食品包装的共情能力,激发消费者对非遗的认同,

对食品的好奇心,引发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还可以从

心理学角度,运用移情理论,探索人们能理解的方式重构

非遗项目中的场景、人和故事,将此类感情移入食品包装

中,使消费者产生共鸣,从而提升人们对食品的信任度和

认可度而获得效益.与此同时,展开探索非遗项目所在

地的可以用于食品包装的自然材料,实现包装材料的地

域化,包装造型的独特化,视觉效果的民族化[２６],让消费

者通过食品包装感受到自然美、体验美和地域美.同时,

可以从传播学理论出发进一步在设计实践角度进行探

索,探索现代人对非遗＋食品包装这一包装形式的心理

感触,探索使用后的包装再运用,研究非遗＋食品包装的

趣味性与观赏性,探索新型包装材料和印刷手段运用至

食品包装上,让消费者能更深层次地体会非遗和食品文

化的价值,或是品牌文化和精神.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

促进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更多的设计表达方式和表

现形式,并运用大数据模型对相关食品包装设计进行评

价也是未来该项研究发展的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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