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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延安特产食品包装设计现状"运用文化基因研

究方法"从造型结构!材料肌理!色彩特征!装饰细节!建

造工艺!历史风貌!民俗文化
:

个维度对延安窑洞文化基

因要素进行解译"并探讨将其转译设计于延安特产食品

包装的策略#指出通过深入发掘延安地区深厚的窑洞文

化"结合现代审美理念提取其文化基因转译设计于当地

特产食品的包装"有利于展现其地域特征和特色文化内

涵"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实现地域文化的传承

与食品包装的创新#

关键词!延安地区$窑洞文化$特产食品$包装设计$文化

基因$转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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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产食品作为一个地区饮食文化与饮食特征的

核心载体!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物)

!

*

"特产食品包装

不仅作为保存食品的必要工具!更是食品品牌内核与地

域文化的外显表征!具有促进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潜在

优势)

9

*

"目前!有关特产食品的研究主要围绕地方特产

食品的销售策略)

.

*

(消费影响要素)

=

*

(外观包装审美内

涵)

V

*等方面"然而!有关更细致化的特产食品包装设计

的相关研究则缺乏一定学术跟进!尤其是有关具体地方

区域的特产食品包装设计"

延安地处陕西省北部!受干燥气候以及贫瘠黄土地

貌影响!当地主要栽植培育方式灵活(适宜在干燥环境生

长的农作物!故长期以来!苹果(小米(核桃(红枣等成为

具有代表性的特产食品"尽管这些食品质量上乘!但由

于本土企业或经营者设计意识薄弱等因素影响!使得市

面上多数可见的延安特产食品存在包装美观性弱(特色

不突出等问题!致使销售情况不理想"因此!文章拟基于

文化基因理论解读延安地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窑

洞文化!并转译于本土特产食品包装设计!为特产食品包

装设计开辟新视角的同时促进当地窑洞文化的传播与推

广!助力地区经济发展"

!

!

延安特产食品包装现状

!0!

!

当地缺少包装设计意识与设计人才

延安地区特产食品经营者多为个体农户或小规模企

业!没有意识到产品与包装二者之间的关系!缺少以外观

包装设计来传达品牌与产品特征的认识!甚至认为包装

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销量提升!从而忽视包装设计"再

者!多数经营者本身经济水平不高!投入特产食品包装设

计的资金过少!更难以推出有利条件吸引专业设计人才!

因而影响包装设计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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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设计难以凸显本土特色

延安地区大部分特产食品的包装设计朴素!甚至出

现同质化发展趋势!缺少本土文化与特色的传达!难以与

其他同类型产品相竞争)

5

*

"当前市场上的延安特产食品

包装设计多数仅通过文字信息强调自身地域特性"例如

常见的红枣包装!包装采用红枣作物的实物图!仅在左侧

上方以小字表明陕北特产"

!0.

!

外观包装设计缺乏美观性

多数延安特产食品包装的设计简洁!最常见的包装

就是将实物图片或高饱和度纯色背景与经营者信息(产

品信息等文字进行简单组合!在设计形式上难以吸引大

众兴趣"整体色彩对比强烈!但色彩的纯度(明度(色相

关系不够和谐!搭配花哨!不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情

趣"其中典型代表为延安特色红枣的包装设计!整体以

高饱和度红色呈现!配上纯白或纯黑的文字信息!版式简

单!美观性弱"

!0=

!

包装材料质量低下

目前延安特产食品的包装设计所使用的材料相对单

一"市场上常见的包装材料为塑料!并且制作工艺简单

粗劣"这不仅削弱了特产食品的美观性!也降低了消费

者对其信任感"

9

!

延安窑洞文化基因解读
90!

!

文化基因概念

文化基因理论是由生物学的基因概念衍生而成"最

早来源于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0一书

中提出的
&1&1

一词!可译为文化模因或文化基因)

:

*

"

他认为类似于生物学基因概念!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

统的遗传载体)

#

*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文化基因理

论探索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遗传密码"类同于生物基因

的多样性!文化基因因其所表达的文化单元差异性而同

样存在多元类型"文化基因的识别与提取方式可分为两

类&

#

基于表征的物质类型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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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据文化基因遗传表达时动态行为及其重要性的

识别体系!倾向于多类型交织的复杂文化基因识别!如文

化基因四分论)

"

*

"

909

!

延安特色窑洞文化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当地多山体(少平

地"基于早期先祖穴居演变而来的窑洞建筑依山而建!

在节约田亩的同时能保证室内冬暖夏凉!是当地劳动人

们智慧的体现"长期以来!延安窑洞因凝聚了丰富的地

域文化气韵而为大众所熟知!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文

化符号!并得以不断传承)

!-

*

"

90.

!

延安窑洞文化基因解读

基于物质形态分类的文化基因研究方法!通过实地

调研与文献研究!从文字(图案(结构等不同维度进行延

安窑洞文化基因的识别与提取!大致将其分为以色彩特

征(材质肌理(造型结构(装饰细节为主的物质性文化基

因+以建造工艺(民俗文化(历史风貌为主的非物质性文

化基因#图
!

%"

90.0!

!

延安窑洞物质性文化基因解读

#

!

%色彩特征因子&延安窑洞建筑的色彩以朴素大方

的灰色系为基本色调!凸显了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中国古

典色彩美学观"延安窑洞主要运用当地固有的黄土(石块

等材质构筑!呈现出土黄色的建筑色彩+挑檐或屋顶的灰

色瓦片与墙体的土色形成和谐统一之美+窑脸门窗的木

色(剪纸装饰的红色!点缀了建筑整体色彩风貌#图
9

%"

!!

#

9

%材质肌理因子&延安窑洞建筑以黄土窑洞(砖窑

与石窑为主"质地密实的土质带来自然的亲切感与厚重

感+粗犷的石(坚实的砖与天然的木材同样是延安窑洞建

筑不可或缺的材质!充分体现了延安地区的地域气质

#图
.

%"

!!

#

.

%造型结构因子&延安窑洞建筑主要为依山而建的

靠崖式!少数为独立窑洞"其建筑结构自上而下主要包

括女儿墙(窑脑(挑檐(窑脸(窑腿等"窑洞拱形窑洞立面

最为大众所熟知!独具特色的门窗花格与女儿墙是延安

窑洞建筑造型的代表#图
=

%"

!!

#

=

%装饰细节因子&延安窑洞建筑的装饰主要包括木

雕(石雕(砖雕之传统,三雕-艺术"石雕以石狮(抱鼓石(

图
!

!

延安窑洞文化基因识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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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风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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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材料肌理因子

M(

,

3A1.

!

H'?1A(')?17?3A1F'4?;A

图
=

!

造型结构因子

M(

,

3A1=

!

H;21)(+

,

@?A34?3A')F'4?;A@

影壁等为主+砖雕多出现于墀头(鸱吻(垂兽等建筑细节+

木雕则集中于花板(雀替(窗格等结构"装饰图案符号内

容丰富多样!以人物(异兽(花鸟(祥云等吉祥图案为主!

雕刻技艺细腻富有艺术美!充分体现了工匠高超的艺术

技艺#图
V

%"

90.09

!

延安窑洞非物质性文化基因解读

#

!

%建造工艺因子&延安窑洞建造工艺为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且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

兴项目"根据窑洞类型的不同!其建造工艺流程也有所

区别#图
5

%"土窑的建造首先需要选择土质黏性良好的

老黄土!在确定尺寸后放线!随后掏出与尺寸相符的土窑

并进行抹面!干燥后便可使用"石窑与砖窑的选址条件

较为宽松!二者同样需要放线并依此挖去多余的土!即掏

马巷!随后进行垒平装!垒砌石砖材!之后进行揉旋!即放

弧线!最后完成合口(压顶以及夯实黄土)

!!

*

"

!!

#

9

%民俗文化因子&窑洞建筑属于生土建筑!具有极

高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蕴含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布

局思想+因材致用(节材省地的建造思路+天人合一(尊重

生态的发展理念等儒家与道家文化思想"同时民间讲究

窑洞建造的信仰禁忌!并由此催生了一些民间故事与俗

语!例如,背靠金山面朝南!祖祖辈辈出大官-的选址口

诀+/窑中仙0等民间传说"

#

.

%历史风貌因子&历史风貌因子分为艺术创作与红

色历史两部分"从艺术创作角度看!由于延安在中国历

史上的重要地位!大量艺术家曾奔赴此地开展艺术创作"

力群(石鲁(彦涵等艺术大师与当地民众在窑洞中同吃同

住!尽管条件艰苦!仍焚膏继晷进行大量版画(水墨画等

有关延安窑洞的艺术创作#图
:

%"

图
V

!

装饰细节因子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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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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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建造工艺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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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红色历史角度看!延安窑洞不仅是传统的地域建

筑标志!更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文化映现"自延安时期起!

众多革命者落脚陕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

中央领导人都曾住过窑洞!对其有着深厚的情感!更是留

下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等

承载着红色文化的窑洞遗迹!延安窑洞也成为中国红色

历史的文化象征之一#图
#

%"

.

!

延安窑洞文化转译于当地特产食品
包装的设计策略

!!

,转译-源于语言学概念!指通过媒介语对文字进行

翻译的行为)

!9

*

"在设计语境下!文化基因转译是指基于

文化基因理论的分析!将其蕴含的文化信息转录为具有

,指代-意义的文化视觉符号"在进行延安特产食品包装

设计时!结合当下消费者的喜好与食品包装特性!依据窑

洞文化因子不同的属性运用不同手法进行转译设计!实

现文化信息与包装设计的共融!继而对展现延安特产食

品包装的地域性文化内涵起到重要作用#图
"

%"

.0!

!

物质文化基因的转译设计策略

.0!0!

!

造型结构因子转译策略
!

延安特产食品包装的造

型设计首先要满足保护(运输的功能+其次!造型要结合

当地特色!设计独特的包装外形"结合前文造型结构因

子的识别!通过分析造型转译的逻辑关系!将造型因子运

用仿生(夸张(拟人等表现手法进行设计!并着重考虑包

装二次使用的可能性!提升其实用性"例如打破传统袋

装包装思路!设计窑洞造型的盒状仿生包装"延伸窑洞

的立面造型结构作为可抽取的独立包装盒!通过拱形的

顶部造型表征窑洞建筑造型!既能够突出延安窑洞特色!

还能作为观赏品或其他物件的包装盒再次使用"此类别

图
:

!

历史风貌因子之艺术创作因子

M(

,

3A1:

!

N81'A?(@?(44A1'?(;+F'4?;A;F8(@?;A(4')43)?3A1F'4?;A

图
#

!

历史风貌因子之红色历史因子

M(

,

3A1#

!

N81A128(@?;A(4')F'4?;A;F8(@?;A(4')43)?3A1F'4?;A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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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转译于延安特产食品包装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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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心裁的包装设计能够有效地吸引消费者的购物兴趣!

使之深受包装的内涵文化宣传"

.0!09

!

装饰细节因子转译策略
!

就延安特产食品的包装

设计而言!可将装饰细节因子与包装图形相结合!作为具

体文化的直接体现!最直观地展现产品特征与信息)

!.

*

"

设计时以突出产品特点为基础!注重提取并自显性与隐

性两方面转译窑洞文化基因中的装饰细节因子!凸显产

品形象个性!增强包装特色!以此在视觉上与消费者形成

共鸣)

!=

*

"显性表现即将窑洞建筑中的窗格(女儿墙(石雕

等建筑装饰以具象的原貌造型表现!直接传达地域文化

特征+隐性表现通过提取窑洞建筑中的蕴含美好寓意的

装饰纹样加以抽象概括与视觉取舍!借助艺术化的手法

再次表现!从意向上体现地域特色!增强图形表达张力!

强化延安特产食品包装的视觉感受"

.0!0.

!

色彩特征因子转译策略
!

色彩在包装设计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作为文化的外在表现和具体载体!色彩的

合理运用不仅能够进一步凸显主题!还能够带来一定视

觉上的冲击!提升整体氛围!有效强化特产食品的附加

值)

!V

*

"在延安窑洞文化中有诸多颇具特色的色彩!如黄

土高原的黄土色!门窗剪纸的红色!窑洞挑檐的灰色等"

基于大众对这一色彩搭配习惯的潜在视觉记忆!对此类

具有代表性的主体色彩加以提取与运用!可以更为准确

地体现延安本土的色彩意象!表现当地稳重古朴的建筑

特色!将其转译于延安特产食品的包装设计中!引起消费

者内心情感共鸣的同时更能精确地增强产品地域的可识

别性"

.0!0=

!

材料肌理因子转译策略
!

特产食品包装的材质对

于文化的表达具有强化作用!可将延安窑洞材料肌理因

子中的黄土(砖石(木材等不同的材质用作包装材料!以

此结合现代消费者的多感官体验需求!打破传统包装仅

局限于视觉感受的设计!运用材料组合尽可能地表现文

化特色!将触觉(嗅觉等感觉细节一并考虑!直观展现延

安窑洞的材质特征与文化价值"考虑到包装的质量(成

本与特产食品的产品体积(运输方式等要求!也可遵循可

循环的原则选择绿色环保富有粗糙质感的硬质纸质进行

包装)

!5

*

"通过材料借代与质感模拟的表现形式转译窑洞

建筑的材质特色!解决材料造价(运输困难之余突出延安

豪迈粗犷的地域特点与绿色环保的食品品质"

.09

!

非物质文化基因的转译设计策略

.090!

!

建造工艺因子转译策略
!

建造工艺因子在包装中

的转译设计可分为两种&

#

对于其图示化的表达"通过

提取建造工艺的工序元素予以连环画(四格漫画等图示

化形式表现!既增强传统窑洞文化内涵的可读性!为文化

遗产打造层次丰富的视觉形象!也能够代表特产食品的

地域价值与制作匠心"

$

对建筑工艺的模拟运用"在进

行特产食品包装时!可以附带简化古法建筑技艺的窑洞

建筑碎片!通过消费者的手工拼合形成窑洞建筑造型!以

增加产品与消费者的交互!也可以提升产品的趣味性"

.0909

!

民俗文化因子转译策略
!

民俗文化因子较多为语

言文字元素!可通过提取/民间传说.窑洞故事0/老爷山

故事0/状元窑0等民间故事以及,人家半凿山腰住!车马

都在屋顶过-,高个子进窑洞!不得不低头-,有钱没#

&1

%

钱!房子面南-等趣味民间俗语中的核心要素!通过保留

当地方言的表述方式!以不同的文字形态与图片排版方

式!在推广特色食品的同时以趣味性的形式展现延安地

方特色"此外!也可以考虑融合
JT

(

WT

等新型数字技

术!多角度展示窑洞民俗文化与产品信息!调动消费者购

买兴趣!有效减少传统阅读带给消费者的疲劳感!增加特

产食品的信息可视化与交互性"

.090.

!

历史文化因子转译策略
!

历史文化因子在延安特

产食品包装中的转译策略可分为直接运用与间接运用两

种"直接运用即提取与延安窑洞相关的红色故事(红色

绘画(人物形象(建筑遗存等元素!直接以图形或文字形

式展现于包装之上!形成直观的视觉感受"间接运用为

借助其中艺术创作的表现手法!如版画(水墨等形式!糅

合红色历史文化精粹!将其中元素以组合重构(夸张变形

等艺术手法呈现于食品包装!展现窑洞建筑所承载的历

史文化内涵!营造充满时代感的特色文化氛围而引起消

费者的情感共鸣"

=

!

延安狗头枣包装设计案例
狗头枣盛产于延安!尤以延川县的为最佳!枣果个

大!肉质致密细脆!味道甘甜可口!同时药用价值也很高!

因而长期以来为大众所推崇!是当地极具特色的特产食

品"目前狗头枣的包装也存在上述的不足之处!依据前

文设计策略对其包装进行提升设计#图
!-

和图
!!

%"

!!

包装从图形角度提取延安窑洞中颇具代表性的枣园

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以及新华书店旧址的窑洞遗

址立面形象+同时提取红色文化因子!选取红军在窑洞建

筑中的运筹帷幄(军民一家(敬礼致意的动作与场景!运

用延安版画的风格结合剪纸花纹元素进行表达!将整体

图案拟合为枣的外形!突出枣产品的特点!在增强图形主

体性的同时表达延安特色风貌!使之具有更强的地域辨

识度"在色彩搭配方面!以黄土窑洞的黄色为主!点缀剪

纸的红色!二者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消费者产

生延安记忆的延续"在包装造型方面!外包装盒为手提

式礼盒"内包装为分盒式包装!每个单独的包装盒均为

模仿延安窑洞建筑结构形态的仿生包装"盒子立面印有

窑洞立面造型!窑脸门窗下侧设有凹槽便于将上部可抽

取的门窗结构抽出!其内部放置狗头枣!消费者将上部拱

形结构打开即可获取食品"在材料使用方面!内部包装

选择肌理粗糙的硬质纸盒!能够支撑窑洞建筑结构的同

(*!

包装与设计
IJQcJ\>S\ P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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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延安狗头枣包装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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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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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狗头枣包装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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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便于贮藏食物!也符合绿色环保可循环利用的理念"

同时其粗糙的肌理质感映射窑洞建筑的坚实与沧桑!带

给消费者不同于塑料包装的体验感受"外包装使用牛皮

纸!印有版画肌理的图案!充分体现了延安粗犷豪迈的地

域风情!具有独特的延安韵味"

V

!

结语
延安特产食品是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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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延安特产食品的包

装设计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尚未能将当地特色的文化

资源转变为经济来源"在此基础上!通过找寻地方文化

的本质内核!从造型结构(色彩特征(材料肌理(装饰细

节(民俗文化(建筑工艺以及历史风貌等多个文化因子角

度提取延安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窑洞文化基因!并寻求

原生文化基因转译于延安特产食品包装设计的策略"从

文化基因理论切入本土特产食品的包装设计!在融合设

计时易拘泥于较为庞杂的文化体系!多依据设计师主观

视角进行设计!而缺少对于最适设计因子的筛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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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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