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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要素在地方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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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民俗文化要素、地方特色食品包装属性的基

础上从包装材料、包装造型、装饰视觉３个方面提出地方

特色食品包装设计路径,使地方特色食品包装展现“自然

美、体验美、地域美”,以促进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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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folkcultureelementsandlocal

characteristicfoodpackagingattributes,thedesignpathoffood

packagingwasproposedfromthreeaspectsofpackagingmateriＧ

als,packaging modelinganddecorativevision,soasto make

localspecialtyfoodpackagingshow “naturalbeauty,experience

beautyandregionalbeauty”,therebypromotecultural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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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食品是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
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和食品种类既有共性也有差异[１].比

如,南方汤圆与北方元宵,虽两者的外形相近,由于风俗

习惯差异,却存在食材差异,而且均是具有地方特色和文

化标识的民俗产物[２].当前,因为食品保存技术落后、包
装简陋、生产效率低、手工成本高以及高油高盐高糖等情

况,地方特色食品在市场上面临着滞销的问题[３].孙宝

国等[４]提出,中国食品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和最大趋势

是将传统食品现代化.要实现其现代化,一是要研究传

统食品的制作技艺,实现自动化生产;二是要研究传统食

品营养与保鲜技术;三是要从包装材质、形式、设计上改

变以往简陋形象.将中国文化与地方特色食品包装有机

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方特色食品包装的困境,
为传统食品工业化与现代化推波助浪.因此,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将目光集中在文化与包装的结合上,如张

钒[５]提取江西古村落图案元素,与地方特产包装设计进

行了融合,极大地提升了产品文化品位.杨艳平等[６]将

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形态应用在食品包装设计中,提升了

食品包装设计的传统文化性.郭利芳[７]提出,传统文化

应用于食品包装设计,能够彰显文化自信,发扬民族精

神.魏可欣等[８]认为,提取延安独特的窑洞文化基因运

用于特产食品包装设计,有利于地域文化传承与食品包

装创新.

上述文献说明,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食品包装设计

是地方特色食品包装的主体需求,更是实现中国传统食

品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迫切要求.研究拟阐述中国传

统文化中民俗文化的价值,厘清民俗文化与特色食品包

装的关系以及民俗文化要素在地方特色食品包装中的选

择与表达思路.

１　民俗文化的特征与价值
民俗,即民间风俗,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由广大人

民群众创造、传承的生活文化[９].民俗文化由广大人民

群众创造,以民俗事象作为载体,既能呈现国家或地域的

物质精神文化,也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可以泛指国家、民族或地域上民众创造传承的生活文化

习惯,还可当做长期物质生活升华而形成的精神文化现

象[１０].从种类上看,民俗文化可分为物质、社会、精神３
个层面.具体涵盖范围为:物质民俗文化,包括人们生活

中物质领域涉及到的民俗融合,如生产方式、衣食住行

等;社会民俗文化,指国家或民族风俗习惯、社交礼仪等

社会层面产物;精神民俗文化,是以精神领域寄托和信仰

为主的民俗文化,如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民间艺术等[１１].

由此可见,其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独特的形象性、突
出的群体性等特征.

同时,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

传统中通俗且不可或缺,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意

识.从整体上看,民俗文化的价值体现在艺术价值、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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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两个维度.其中,艺术价值最为突出,比如民间艺术

中的绢花、绒绣、大名草编、木版年画、麦秆画等,既是民

俗文化的传承,也是民间艺术的传承.在传承过程中凝

聚着古人的思想和精神,留下了丰富的艺术语言,是当代

艺术发展和创新的原动力[１２].这些带有艺术价值的民俗

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凝聚了地方智慧,其纯粹的情感可以

引人共鸣.
民俗文化还具有时代价值,能够折射时代精神风貌,

传承传统文化.比如,湖南渔鼓地方民俗曲艺中的唱本,
体现了当地人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让人在欣赏过程中

能够实现共情.再者,民俗文化是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

形成的,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若将民间刺

绣、民间绘画、民间雕刻、民间建筑物等文化元素运用于

艺术作品设计,其独有的视觉语言能增加作品辨识度,让
更多人了解到传统文化.由此,民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
将时代价值和艺术价值融入作品,既体现了传统民俗文

化的价值,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１３].

２　民俗文化与地方特色食品包装
民俗文化具有深厚的艺术价值,不仅传承传统文化,

还能为地方特色食品包装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不

管是将其中的民俗文化元素原汁原味的引入,还是经过

再创作、再优化而呈现的视觉效果,都能够对地方特色食

品包装价值提升起到关键作用.从小处讲,它能够提高

其设计的文化互动性,让消费者通过民俗文化媒介与地

方特色食品产生情感交流,帮助地方特色食品打开市场.
从大处而言,食品包装作为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与地方

特色食品的销售外衣,对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塑造品牌形

象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１４].
本身就具有浓郁传统文化与地域特色的地方食品,

采用结合民俗文化元素的包装设计,能够赋予产品更高

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地方特色食品包装作为民俗文化

的载体,强化了人们对其地域文化内涵的认知.如北京

富华斋饽饽铺“点点心意”宫廷御点,代表了老北京饽饽

饮食文化传统的复兴,其外包装运用北京古老宫廷建筑

与人物形态,表现出该食品特有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
地方特色食品包装体现民俗文化,既能突出包装艺术美

感,也能强化消费者对其品牌的记忆.如上海杏花楼糕

点,已打造成为“城市伴手礼”优质名片.其外包装设计

元素均来自传统民俗节日或老上海生活场景,从而让杏

花村品牌印象在百年历史中独具价值.

３　适合食品包装的民俗文化要素选择
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与价值.其内容承载了当

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情感寄托、信仰观念;其要素涵

盖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节日、民间婚丧嫁娶等多个领

域[１５].而包装设计的成功与否,皆在于图形、色彩、材料

运用等方面的突出表现[１６].由此,地方特色食品包装在

设计上需依据产品地域文化特点,对其文化要素进行合

理的选择与提取,并运用于包装设计之中.

３．１　提取有“形”要素

民俗文化的有“形”要素具体指的是传统吉祥纹样、
民间艺术造型等典型的形体结构[１７].在宏观层面,物体

表面的材质纹理、外观造型皆为“形”,而像年画、剪纸、雕
刻等形式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表达;在微观

层面中,图案是“形”的范畴之一,包括“龙纹”“云纹”“鱼
纹”“古金钱”等诸多造型.这些要素通常具备某些特殊

意义,如龙灯、年画、剪纸等,是反映社会大众情感、愿望

和精神寄托的重要文化符号,恰当地将其融入到食品包

装设计之中,能够使消费者产生对产品与民俗文化关联

的视觉印象,激发其对产品的情感共鸣.如潘虎设计实

验室出品的“云冠橙”地方褚橙包装,选择以剪纸风格视

觉塑造大树与中国橙王褚时健的形象,其图案表现出透

与空的现代艺术感,同时画面内容向大众展现了品牌与

老人传奇的成长历程(见图１).由于传统剪纸均呈现婚

嫁、典故、吉祥纹样等多样化的题材,所使用的线条通常

较繁杂.因此,该设计对剪纸艺术形式进行了简化,在保

留其造型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审美趋势进行了图案

再创作.可见,提取民俗文化有“形”要素时应当注重删

繁就简、提炼本质,可通过归纳、写生、勾勒和夸张变形等

多种方式[１８],从中选取简单且有文化寓意的纹样或造型,
再进行形态设计、特征重组和勾勒,设计出既贴合时代审

美又具民俗文化记忆的食品包装.

３．２　提取有“色”要素

色彩是一种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极强视觉冲击力的民

俗文化要素[１９],通常具有某种独特的象征意义.例如,在
民俗文化中,红色与喜庆吉祥关联,蓝色与深沉内敛关

联,而黑色则体现出沉稳与大气[２０].在封建社会,不同颜

色代表了不同阶级,色彩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味[２１];对于

社会大众,“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的文化意涵也常通过传

统的剪纸、刺绣、年画、皮影等民俗文化事物表现出来[１９].
若恰当地将色彩运用到食品包装设计中,能通过色彩视

觉刺激消费者对食品产生丰富的联想.以酒包装为例,
“洋河大曲”“水井坊”“剑南春”等品牌的酒分别选取以蓝

源自:https://www．zcool．com．cn/

图１　“云冠橙”包装设计

Figure１　PackagingdesignofYunGu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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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黄色和红色作为包装的主色调,均是民俗色彩在食品

包装中有效运用的典型案例,这既可以体现酒品牌的档

次,又可提升品牌的识别度.再如喜鹊战略包装设计出

品的“枝喜山”山花蜜包装,为了凸显新疆天然原产地的

地域特征,设计师选择以红、黄、黑相互映衬,对服饰上的

凤凰“红”图案做艺术深化,用金丝盘绕做点缀,配以新疆

“黑”蜂基调中和色彩,视觉瑰丽神秘,既凸显了“山”的特

点,又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最终产品视觉瑰丽神秘,东
方味道十足(图２).其外部包装色彩的表达元素虽多,却
搭配和谐严谨,以细节取胜,从整体到局部,从简单到复

杂,庄重与典雅并存,凸显了蜂蜜包装层面的价值.因

此,在提取民俗文化色彩元素,并将其运用于食品包装设

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应对民俗文化事物的主色调进行解

析与提炼,明确代表该民俗文化的主色调,将其民俗文化

的典型色彩融入设计,创造出新的色彩视觉形象.

源自:https://www．zcool．com．cn/

图２　“枝喜山”山花蜜包装设计

Figure２　PackagingdesignofZhixishan
mountainnectar

３．３　提取有“意”要素

民俗文化中的“意”指民俗文化事物的内在精神、思
想内涵、审美追求和象征等意义本质[２２].通常传统民俗

文化中的符号、寓意是特定群体集体创作的结果,也是逐

渐被大众所熟知、接受的文化信仰[２３].可见,“意”的要素

被认为是民俗文化的灵魂要素,能够在情感上使消费者

产生深层次共振[２４].由此,提取民俗文化“意”要素的关

键在于把握其文化事物的文化含义与内涵,并与食品包装

中的“形”“色”“声”等要素重组,形成能够表达复杂含义和

精神内涵的视觉符号,共同呈现某类民俗文化的意境、审
美或情感.例如,２０２１年端午节,由“宫里的世界”与“有礼

有节”品牌联合出品,故宫宫廷文化监制的“宫里过端午”

礼盒(图３),一经推出便吸引了消费者目光,给人一种耳目

一新的感觉.在具体设计过程中,将宫廷瑞兽香囊、龙舟

游戏等端午典型民俗吉祥元素引入,包装结构选用立体式

故宫狮提手,外盒选用“宫”字做造型,仿佛带消费者走进

紫禁城,感受皇城节庆氛围,收获来自宫里的安康祝福.

当朴实无华的民俗文化意象邂逅高贵典雅的宫廷文化,碰
撞出的“意”术美感既凸显了端午礼盒的节日感,也无形中

拉动了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提升了商品的层次感.

源自:https://www．zcool．com．cn/

图３　“宫里过端午”礼盒包装设计

Figure３　PackagingdesignofDongliguoduanwu
giftbox

３．４　提取有“声”要素

民俗文化中的声音既可以通过人类语言表达,也可

以通过自然界的声音表达,常被称作听觉映像,也能指引

人联想到民俗的某个意义或概念[２５].例如,人们在看到

“枣”字的时候常会读出“zao”,能够让人联想到可食用的

果实,但人们也易于将“枣”和“栗子”等发音“zaolizi”与

“早立子”的谐音进行关联,从而衍生“早生贵子”的民俗

文化含义.再如,用于传统婚礼场合的民俗歌曲«撒帐

歌»包含了用手撒帐的枣、栗等实物的相关歌词,使用了

双关、转喻等修辞手段,具有“早生贵子”“子孙满堂”等隐

含意义的民俗象征符号.此外,自然界的动物鸣叫声、闪
电雷鸣声等声音元素也常在民俗文化中出现.如古人常

将母鸡啼鸣、乌鸦叫、猫头鹰与不祥之兆关联,而认为清

晨喜鹊叫声才是吉祥符号.与民俗文化中的自然界声音

要素相比,语言类声音要素更常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被运

用[２６].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常常利用比喻、比兴、双关、隐
喻、转喻等修辞手段制造“谐音梗”.例如,福建觅礼手信

礼品店设计了一款喜糖礼盒,盒内含小猪泡面锅和喜柿喜

糖盒,取名“诸事顺利”,而小水桶配合喜糖,则取名“一同

喜乐”,有吉祥、喜庆的民俗文化寓意;再如福建麦都食品

设计了传统民俗系列礼盒,其中一款月饼礼盒以“千鲤共

婵娟”为主题,采用谐音化的表达,呼应了中秋佳节,并结

合“锦鲤”元素传达了美好、幸运的诚挚祝福(图４).

４　民俗文化要素在地方特色食品包装中的

表达思路
民俗文化与地方特色食品有着密不可分、相互依存

源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４１１８５９１９７
图４　“千鲤共婵娟”中秋礼盒包装

Figure４　Packagingdesignof“Qianligongchanjuan”

midＧautumnfestivalgiftbox

０３１

包装与设计PACKAGING & DESIGN 总第２５１期|２０２２年９月|



的关系,地方特色食品在地方旅游经济和地区形象中又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从民俗文化中择取适宜的要

素,通过对包装材料、包装造型、装饰视觉３个方面有目

的地进行设计[２７],再运用现代的设计语言符号反映物质

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的文化内涵,从而解读食品包

装中的地域特点,提升其美感品质.

４．１　包装材料本土化,表达生态自然美

材料作为包装的物质载体,是实现包装使用价值的

客观条件[２７].对于地方特色食品,包装材料既要满足盛

装与保鲜功能,又要尽量取材本地特有自然风物.由此,
地方特有的天然包装材料是设计的良性选择,这类材料

在环保的同时,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民俗个性.如“世
界之星”包装设计获奖作品“归安德化”黑茶包装(图５),
外包装上使用当地特有的竹质材料,内包装使用干燥竹

叶,并融入太极文化符号造型,且包装开启方式与太极符

号形态交相呼应,将材料运用与文化内涵结合得恰如其

分.这种包装设计形式给南方部分茶叶产品带来了设计

灵感,市场上陆续出现独特的茶叶包装品牌,极具物质民

俗文化识别性.此外,也有地区依据地方民俗特点,出现

麦秆打包水果、荷叶包裹粽子、葫芦盛酒等天然材料包装

形式.突出了生态包装材料质感及色彩优势,也流露出

人与自然之间的淳朴情感,更展现了地方特色食品的“生
态色”与“自然美”[２８].

源自:https://www．sj３３．cn

图５　“归安德化”黑茶包装设计

Figure５　PackagingdesignofGuiandehuabricktea

４．２　包装造型独特性,感受互动体验美

众所周知,包装造型结构应以保护商品为基本目的.

随着市场食品包装的更新迭代,其造型不仅要满足商品

的保护、运输、携带等使用功能,还要考虑消费者的审美

心理与精神需求.社会民俗文化中,意义丰富的元素可

运用在食品包装造型设计,构建包装造型情景突出设计

感.像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菊花等民

俗要素,皆存在社会群体的共同记忆,可激发人们情感、

行为的互动.比如,“斗转星移”月饼包装造型设计创意

点源自民间玩物走马灯(图６),灯内点上蜡烛产生热量会

出现气流,使得带有剪纸的轮轴缓缓转动.由此,设计师

将走马灯原理与月相寓意相结合,盒子底部的四象代表

不同月相,包装旋转支撑点代表无数家庭,所产生的火花

源自:https://www．zcool．com．cn/

图６　“斗转星移”月饼包装设计

Figure６　PackagingdesignofDouzhuanxingyi
mooncake

气流代表对家的思念.其互动式包装造型设计让消费者

在打开包装、食用产品的过程中有了“体验美”,也使消费

者更好地体会到食品包装设计的巧妙之处[２９].

４．３　包装视觉民族化,营造装饰地域美

包装视觉包括图形、文字、色彩三要素[３０].消费者对

产品的感知往往来源于包装上的视觉表现.所以,在地

方特色食品包装视觉表现风格中,应该着重考虑产品特

征,深入挖掘个性与优势[２７].精神民俗文化本身“绘声绘

色”“形色俱全”,具有地域个性,正是其视觉设计最佳切

入点.例如,“百鸟朝凤”“喜鹊登梅”“鲤鱼跃龙门”等民

间俗语,“西王母神话”“鲁班传说”“女娲传说”等民间神

话故事,皆表达了民众的美好愿望.将这些民俗设计元

素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进行运用,不仅能迅速唤起消费者

共鸣,还能突出产品民族性,彰显设计风格[３１].随着中国

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自信的不断提高,“国潮”风尚正在崛

起,越来越多的设计者通过深度挖掘和巧妙组合,设计出

了满足消费者价值需求和文化追求的产品包装[３２].如,
山东雪川旗下品牌“来伴蒜”的新年产品包装(图７),将极

富传统色彩的“年兽”“门神”形象与流行元素进行创新再

设计,把精神民俗文化元素与现代包装设计进行了巧妙

融合,充分凸显了“地域美”,营造了“过了腊八就是年”的
喜庆气氛.

源自:http://www．cndesign．com．
图７　“来伴蒜”食品包装设计

Figure７　PackagingdesignofLaibansuanfood

５　结语
文章主要阐述了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物质表现

形式,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突出的形象性、可感的群体

性等特征,同时兼具重要的艺术价值、时代价值,且与地

方特色食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小处着眼,通过对

地方特色食品进行包装创新设计,既有利于提升传统食

品的市场竞争力,也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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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文化中“形、色、意、声”等要素进行整合提炼,并结合现

代设计方法理念并与地方特色食品包装设计相融合,能
够实现与消费者的内心互动,情感共鸣,从而提升地方食

品包装的文化美感,提高食品的销量.从大局论,民俗文

化融入到地方食品包装上,使其持久飘香,可以树立国民

内在的文化自信.总之,将民俗文化融入到地方食品包

装设计之中,不仅能塑造富有个性,文化内涵丰富的包装

形式,提升大众文化认同感,开拓地方食品销售市场,助
力中国传统食品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还有益于物质民俗

文化、社会民俗文化、精神民俗文化的传播,助力营造“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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