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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服饰元素在酒类陶瓷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张楚仪  罗竞杰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51）

摘要：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设计实践及用户反馈等方法，整理分析了传统戏曲服饰图案、色彩、材质及其文化内

涵，以陶瓷工艺学为技术支撑，将传统戏曲服饰元素打散重构，从造型结构、色彩搭配、材质选择、消费心理学、现代美

学、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其在陶瓷酒瓶包装设计上的应用策略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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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opera costume elements in 
wine ceramic packaging design

ZHANG Chuyi LUO Jingjie

（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opera costume elements into ceramic wine bottle packaging design,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le enhanc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design practice, and user feedback, the patterns, colors, material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conventional opera costumes are analyzed and organized. With ceramic technology as the technical support, th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opera costumes are broken down and reconstru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modeling structure, color matching, material 
selection, consumer psychology, modern aesthetic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and 
effects of traditional opera costumes in ceramic wine bottle packaging design ar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Keywords: opera costume; ceramic wine vessel; packaging design; cultural inheritance

白酒是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作为中国特有的酒类

品种，白酒不仅工艺复杂，而且历史悠久，且均以其历史

源远流长为卖点。陶瓷作为中华文化历史见证者，因其

在储存白酒过程中能够保持酒质的稳定等材料性能优

势，一直作为主流包装与白酒相生相伴，即使玻璃工业化

生产诞生后，陶瓶也作为白酒的主要包装形式，承载着中

华酒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对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与

时代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戏曲艺术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

刻的文化内涵，对于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传统戏曲服饰作为戏曲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融合了绘画、刺绣、织造等多种传统工艺，以其精美的

图案、繁复的纹饰、鲜艳的色彩和华丽的材质，构成了戏

曲舞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和感

染力，使得戏曲服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的瑰宝，进

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

在白酒瓷瓶包装设计中融入传统戏曲服饰的元素和

理念，不仅可以创新包装设计表现手段，解决传统元素现

代化表达难题，还可以提升白酒产品独特的文化魅力和

品牌价值 [1-3]。当前戏曲服饰艺术在白酒包装设计中的

运用缺乏对戏服元素系统的、深层次的理解，大多是对戏

曲元素表面符号的堆砌。文章拟系统梳理并解读传统戏

曲服饰的文化基因，从繁琐样式向简约样式进行设计美

学的基因转译，借助戏曲服饰元素在酒器的创新性应用，

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传承

与现代设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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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戏曲服饰元素文化基因解读
文化基因的解读方式可分为两类：① 基于戏曲服饰

元素的物质类型形态，分为以外在物化为主的物质性文

化基因，以及以内在文化为主的非物质性文化基因；② 依
据戏曲艺术的文化基因进行打散重构，进行多元化社会

性、艺术性、商业性的文化基因解读。

通过对戏服元素的图案提取、结构提取和文字提取，

初步构建了戏曲服饰元素文化基因识别体系（图 1），并以

数字建模、3D 打印和虚拟现实为关键技术，来诠释戏服元

素在陶瓷酒器中的物质化文化基因和非物质类别的文化

基因。

1.1　戏服文化的物质性层面元素解读

1.1.1　戏服分类　戏服文化基因解构是其包装设计的一

切创新基础，广义的“行头”指一切舞台上的戏具，而狭义

的“行头”单指服装。① 文服，主要包括蟒、帔、褶，通常称

之为“官衣”；② 武服，戏曲中通常用于表现武将、士兵等

角色，主要包括靠、箭衣、抱衣裤、打衣裤等，统称为“二

衣”，如靠服的各部分绣片使用叠加的装饰手法增加视觉

的层次感 [4]；③ 内衣及配件，角色所穿的内衣、胖袄、护领、

彩裤、靴、鞋、袜等统称“三衣”。将戏服类别进行归纳梳

理，可为后续创新实践提供设计素材支撑。

1.1.2　戏曲色彩特征　戏曲色彩一般视觉饱和度较高，

对比较强，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戏曲服装在清末民

初时期，推行“上下五色”穿戴制度（表 1）。“上五色”为达

官贵人使用的色彩，即红、绿、黑、白、黄 5 种颜色。“下五

色”为下层阶级所使用的色彩，即深蓝、湖色、粉红、古铜、

紫 5 种颜色 [5]。戏服的整体色彩搭配以高明度和高纯度为

主，符合艺术的夸张表现，又遵循中国传统审美的色彩倾

向。借鉴戏曲服饰色彩体系的搭配规律与审美取向，营

造特定氛围，可以增强包装的视觉冲击力与情感共鸣。

1.1.3 戏服装饰元素  图形设计是整个包装设计的基

础，将戏服装饰元素进行打散重构，并借助新媒体信息技

术和设计美学，进行二方连续纹样和四方连续纹样元素

的提炼如图 3 所示。通过 Photoshop 平面软件与建模技术

提取戏服中的经典图案，并将其转化为陶瓷酒瓶上的立

体装饰结构。同时，先进的陶瓷烧制技术确保了这些设

计元素在陶瓷材质上的完美呈现。在形式美法则的指导

下，巧妙运用对比与统一、节奏与韵律等美学原则 [6]。注

重酒瓶的整体协调与平衡，对酒瓶的形态、装饰进行精心

设计，使得戏服图案与陶瓷材质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既具

有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佳作。

1.1.4　材质肌理　为了满足不同戏剧角色的需求和舞台

效果的展现，戏剧服装的材质繁多，包括丝绸、棉布、麻布、

扑布、绒线、金银线、棉花等，甚至还包括人发或牦牛毛、马

尾、粗丝线、纱等，并采用了绘画、刺绣、织造等多种传统工

图 1　戏服元素文化基因识别体系

Figure 1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cultural genes of 
costume elements

表 1　戏曲色彩中的“上五色”和“下五色” ［4］

Table 1　“Top five colors” and “bottom five colors” in 
traditional opera colors

上五色

图例 指代

尊重、婚嫁

皇室、权力

神勇、忠贞

正直、纯洁

公正、无私

下五色

图例 指代

低地位官员

儒雅、青年

好色、青年

稳重、老将

宽厚、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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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以增强角色的视觉效果和舞台表现力，不仅体现了戏

剧服装的艺术性，也反映了制作工艺的复杂性和对细节的

关注。因此，在酒瓶设计过程中要借鉴戏服材质与表现手

法，尽量做到不同类型的酒所用的釉色和纹理都不相同，

从地域文化、酒文化、人体工程学入手，精准分析目标客户

群体，根据群体的精准画像来界定品牌的性格，进而使材

质纹理、戏服元素与酒文化表达的意境高度契合。

1.2　戏服文化的非物质性层面元素解读

1.2.1　文化寓意因子　在白酒瓷瓶设计过程中，通常需

要借助新颖的包装结构和色彩搭配，探寻陶瓷材料的多

样性，分析陶瓷材质对酒文化的视觉影响，进而吸引多元

化消费群体的关注 [7]。因此，可以通过深挖戏曲服饰元素

和陶瓷文化来丰富其设计语言，如以“衣领”“服饰纹样”

“水袖”“头冠”等部位进行创新设计，让戏曲文化以一种

新的姿态和样式融入到寻常百姓家，形成系列化戏曲酒

器设计，突出白酒器具设计的文化个性，拉开与市场上同

类产品的差距，重塑其企业文化和品牌形象。如牛栏山

京剧系列白酒包装（图 4），其外包装、内包装和酒瓶三部

分采用透叠技术进行创新，设计师对戏曲头饰、脸谱、髯

口进行图形拆分，分别在包装外亚克力、包装内亚克力和

陶瓷酒瓶瓶身上进行图案的组合呈现，打破传统陶瓷酒

瓶设计的单一平面感，呈现出多维度的视觉效果。

1.2.2　制作技艺因子　陶瓷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为设计师要熟谙陶瓷制作的技艺与工艺流程，才能

为后期的数字建模提供技术支撑。其制作技艺因子分为

成型技艺和烧成技艺两部分。制作技艺：拉坯（注浆）—

修坯—素烧—施釉—补釉—装窑—釉烧—出窑—拣选 [8]。

烧成类别可以分为柴烧、煤烧、气烧、电烧等，同时泥坯需

要在 1 280 ℃的高温下烧制，这就要求器型必须符合陶瓷

工艺学的要求，才能进行烧成试验的相关工序。

1.2.3　艺术表现因子　陶瓷酒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

艺术价值，以西凤酒为例（图 5），其瓶盖黑色部分像一个戏曲

员外的帽子造型，瓶身模拟戏曲开衫服。在艺术表现部分利

用戏曲上下五色的色彩搭配，把白酒文化的厚重通过造型艺

术语言充分展现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2　戏服元素转译在陶瓷酒器设计中的

应用策略
在设计语境下，以白酒的属性、器型的设计和现代的

审美为基础，依据传统戏服符号呈现出来的物质文化基

因和非物质文化基因，进行文化基因元素转译设计，实现

戏服元素与酒器的设计共融，建立戏服元素基因转译酒

器设计的设计策略如图 6所示。继而结合当下人群的审美

与提炼出来的设计元素，进行白酒器具的创新设计[9]。

2.1　物质文化基因的转译设计策略

2.1.1　戏曲造型结构仿生设计　酒器的设计要高度契合

人体工程学的尺寸、比例和行为习惯等要求，造型结构首

先要满足酒的储存和运送的功能需求，通过融合了材料

选择、工艺创新、设计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进

行实现。戏服元素酒器设计可通过关注戏曲文化和厚重

的酒文化，以形式美法则为基础，进行打散重构、仿生、夸

张等表现手段进行设计（表 1）。

2.1.2　陶瓷材料肌理的创新　陶瓷酒器的材质对传统文

化的表达具有重要作用，其材质主要以釉料表现为主。

按温度可分为高温釉、中温釉、低温釉；按色彩分可以分

图 2　连续纹样的元素提取  ［4］

Figure 2　Element extraction of continuous patterns

图 3　戏曲元素分体透叠技术酒瓶设计图

Figure 3　The wine bottle design with opera elements 
through the split⁃through⁃stack technology

图 4　戏服衣领元素在西凤酒瓶的应用（赵勇设计）

Figure 4　Application of costume collar elements in Xifeng 
wine bottle （designed by Zhao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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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月白釉、黑釉、窑变钧釉、透明釉和色彩釉等；按膨胀系

数可以分为开片釉、缩釉、无片釉等；泥料可以分为紫砂

泥、汝瓷泥、高白泥、陶泥和玉泥等。同时，鼓励使用回收

陶瓷碎片或废旧的陶瓷材料，作为部分原料二次加工来

实现循环利用。通过陶瓷材料借代与质感来表达戏服元

素与酒器功能相适应，继而达到从视觉、嗅觉、味觉多元

融合的文化转译。

2.1.3　色彩意象的创新表达　在酒器设计过程中，可以

借鉴戏曲服饰的经典色彩，营造出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

又凸显现代美学的酒器包装作品。通过戏曲的色彩体系

和服饰穿搭原则，可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和

蕴含的丰富的象征寓意 [10]。如黄色为皇室贵族专用的色

彩，红色代表了喜庆和忠诚，黑色代表庄重、严肃和粗犷，

这些色彩上的搭配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审美。在戏曲服

饰色彩元素的提取上，要与陶瓷文化和酒文化相契合，通

过独特的色彩搭配来增强产品辨识度。如宋河粮液根据

酒瓶的形状、材质和图案选择合适的色彩进行设计，在色

彩上运用“上下五色”进行搭配（图 7），营造了一种喜庆祥

和的氛围，彰显了戏曲文化和酒文化的厚重历史。

2.1.4　戏服图案的创新应用　在酒瓶创新设计上要保持

传统戏服图案的精髓，将图案进行简化与现代元素相结

合，符合现代审美的需求，通过镂空、浮雕等形式呈现，增

强酒瓶设计的立体感。在材质与工艺的应用上采用与戏

服丝绸相近的釉色进行施釉，表现其纹理和质感；在局部

利用仿丝绸印刷技术，来体现酒瓶的质感和亲和力。如

官服里面不同类别的海水江崖纹的应用（表 2），将其图案

融入到酒器的设计中，可以增加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艺术

美感。也可以借助武服里面的铠甲、靠等元素，设计一款

具有硬朗线条和力量感的器型。或者配合戏曲里的文化

故事，把故事元素融入到酒器设计中，增强产品文化的叙

事性，以文化寓意的融入，展现厚重的底蕴和传承，提升

消费者对白酒品牌价值的认同感和忠实度，实现传达品

牌核心价值和企业文化的目的。

图 5　戏服元素基因转译酒器设计的设计策略

Figure 5　The design strategy of genetic translation of costume elements into wine vessel design

表 2　戏服元素在酒器造型设计推演分析表

Table 2　  The analysis table from opera elements in wine 
vessel modeling design deduction

戏服元素

水钻头面

占翠头面

云肩

头盔

耳 不 闻

灰帽

原形 设计手稿 新产品图

(!"#$%)

(!"#$%)

(!"#$%&')

(!"#$%&')

(!"#$%)

图 7　宋河粮液产品色彩体系图

Figure 7　Color system diagram of Songhegrain liqui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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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物质文化基因的转译设计策略

2.2.1　数字化非遗工艺的创新路径　采用数字化技术可

以很好地解决戏服元素在陶瓷酒瓶包装设计过程中不可

逆、修改效率低等问题，通过概念设计初期的市场调研和

草图的设计实施，以虚拟技术为手段可以快速地分析酒

瓶包装的优缺点，设计师把前期的文案在计算机的虚拟

操作中形成具象的图案和造型，来测试造型结构、文字图

形和釉色搭配所展示出来的产品包装假想图。通过专家

论证对设计概念修改直至获得最优设计方案，待方案确

定后再做出 3D 打印样品，继而进行批量生产，通过以上

流程可以极大地提高设计品质和工作的效率。其关键技

术主要包括信息可视化的处理、数字化逆向工程的重建、

数字化辅助设计和人机交互等 [11]。也可以通过数字化逆

向工程技术进行戏服结构的三维信息提取，再利用现代

美学模块进行梳理，在软件里进行戏服元素的切割和重

组，从而获取新的造型结构。此关键技术的难点是三维

扫描技术及纹理映射，这就需要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多次

扫描获取戏服元素，获取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三维模型，

进行数字模型交互虚拟展示，大大提升酒瓶模具开发的

效率，为品牌的持续发展和市场扩张提供技术支撑。

2.2.2　实现艺术风格的创新　戏曲艺术是民族艺术的重

要，通过打破传统的固化思维，利用新方法、新技术和新

工艺进行酒瓶造型结构的创新，这种设计不仅能提高产

品的实用性，也能够拉近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台湾设计

师王侠军挑战陶瓷成型工艺和烧成技术，利用戏服元素

进行平面化的设计（图 8），以大平面、90°直角、悬吊把手

等全新造型和技法，进而取得较好的视觉冲击力和陶瓷

形态的陌生感 [12]。他认为好的瓷器作品应具备理、气、趣

3 种品质。理，就是要有很好的设计理念，造型本身要和

文化相结合，进而往产品功能上去实现；气，就是要表现

陶瓷器型的气质，对线条弧线的掌控和比例的协调程度

是不是呈现出美感；趣，就是表现弦外之音的趣味性，但

又不失庄重感。

还可以利用新技术在体验感上进行创新，通过 AR 技

术让消费者在手机上看到酒瓶背后的故事或体验虚拟试

饮等，同时在酒瓶上设置戏服造型图案的芯片，包装被打

开后会激活芯片，播放和白酒相匹配的戏曲音乐，通过播

放戏曲音乐来传播民族艺术，也增加了产品的趣味性和

互动性。

2.2.3　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　酒器设计其实是一种白酒

表 3　自然景观海水江崖纹在酒器中的应用

Table 3　  Applic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 seawater river cliff patterns in wine vessels

类别

三立水

立弯水

直立水

卧水

实物原型 图案寓意

一座主峰，直立的江水占据主要的位置，平水波浪面积

大、起伏较大、呈半漩状，层次多浪花小。整体呈现上小

下大的结构，峰显得细小

山峰数量多以四座山峰紧靠，江水呈现陡立且弯曲状，

呈半漩涡状，团状的云纹，整体呈现上小下大的结构，峰

显得细小

一座主峰，江水呈现陡立状，没有任何弯曲，整齐的团状

云纹，平水面积小但是层次分明，整体矗立水占大面积，

平水、山崖纹面积较小

一座主峰，江水呈现卧倒状，整齐的团状云纹，平水占据

面积大，层次分明，浪花蜷曲幅度大，整体江水占比小，

平水层占据面积较大

酒器产品图

图 8　以大平面为主的戏服元素酒瓶设计（王侠军设计）

Figure 8　Costume element bottle design based on large 
plane （designed by Wang Xia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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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精神文化品牌的外化，具有发展和传承的特点，

一般会根据流行元素、现代美学进行创新设计，通过持

续的视觉语言，建立起强烈的品牌文化和深层次记忆。

这不是对品牌的标志、色彩体系、字体等元素的简单复

制，而是作为品牌文化的“DNA”，让大众在众多酒类产

品中一眼能够认出其出身的“家族”，是一种对企业文化

的深刻理解。如台湾设计师王侠军设计的一系列戏曲

元素的酒瓶包装设计（如图 9），既保留了品牌的传统韵

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设计师要在保持品牌核心元素

不变的同时，勇于探索新的设计方向，以适应不同群体

在不同环境的场所需求，这就要求白酒包装设计要有可

变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同时也要在消费者的心中建立

起一种信赖感和归属感，这是包装设计延续的重要核心

内容。

3　结语

带有“国潮风”的戏服元素在陶瓷酒器包装设计中应

用，在创新的同时也展现出厚重的美学思想和高超的陶

瓷工艺，设计师提取戏服中经典图案、色彩和文化因子，

以酒器设计为载体表达对传统戏曲文化的致敬和传承，

更是对现代美学理念的拓展和丰富。在肯定其良好的社

会效果的同时，也要正视存在的不足。如，部分酒器设计

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唯美和华丽，忽略了实用主义和绿色

环保理念。更多的是存在对传统文化解读深度不够，导

致包装缺乏灵魂和深度。期望能够通过跨学科合作、技

术创新应用，创造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特征

的酒器设计，以期进一步推动戏曲文化、酒文化和陶瓷艺

术在现代酒器设计中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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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国窖 1573”戏服配饰创意酒瓶设计（王侠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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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ume accessories （designed by Wang Xia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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