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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坦洋工夫红茶”的包装设计

为核心内容，采用案例研究与数据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深

入解读和提炼坦洋村的地域文化特色，进一步将坦洋村

地域地理文化因素融入设计中，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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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一

个地理区域的民族特点和地域风貌，包括当地的自然和

人文因素。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正

式将地理文化发展纳入各地区的发展规划。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是指源自特定地区，其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主要

取决于产地地理文化中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经过审核批

准并以地理名称命名的产品。有研究［１］显示，将地理文

化因素融入茶叶包装设计能增强产品的文化内涵，吸引

消费者关注；也有研究［２］表明，地理文化因素的融入可以

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大多数研

究都集中在包装外观的造型设计或包装材料的综合运用

上［３－４］，鲜有体现产品地理文化的研究。坦洋村拥有逾

千年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便成为闽越族的定居地，是中

国闽东地区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２０１４年，坦洋村荣登

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而后于２０１９年跻身第七批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当地独特的地理文化是居民生活方式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广泛体现在其饮食、娱乐、宗教等方

面［５］。坦洋工夫红茶作为福建省福安市坦洋村的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于２０１９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２０２１年

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６］。研究拟采用案例研

究、数据调查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将地理文化

因素融入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计的实际效果与意义，通

过包装设计增加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提升坦洋工夫

红茶的产品附加值和影响力。

１　研究方法及框架

１．１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坦洋村消费者对坦洋工

夫红茶包装设计的需求。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问卷数据

进行统计学处理。消费者认为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计存

在辨识度不足、品牌文化欠缺以及设计雷同和材质单一

等问题，同时指出包装设计的关键点在于文化理念、品牌

印记和地理产品特色的展现。然后，以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的地域特色为出发点，调查了坦洋村的自然文化和人

文文化；并运用设计研究方法，结合消费者数据，将坦洋

村地理文化因素融入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计的实证探究

中，提炼出包装设计要素，并将其应用到实际案例中。

１．２　研究框架

１．２．１　研究目的　该研究旨在系统性地探讨坦洋村的地

理文化因素，并将这些因素融入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计

中，从而提升产品销量并增强市场竞争力。具体而言，该

研究目标包括：深入研究坦洋村的地理文化因素，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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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特征、影响及对当地生活的贡献；分析坦洋工夫红茶

市场现状，掌握其市场地位及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探讨

如何将坦洋村地理文化因素融入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

计，并详细阐述相关方法；评估将地理文化因素融入坦洋

工夫红茶包装设计的成效，并进行实证分析。

１．２．２　研究意义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坦洋村地理文化

因素的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依据，从包装设计角度为坦

洋工夫红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提供有效方法，为坦洋村

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宝贵启示。

１．２．３　研究框架结构　以福建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坦

洋工夫”为研究对象，系统整理“坦洋工夫”产地坦洋村的

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探讨其特点、影响及对当地生活的

贡献。全面分析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计的现状。探索一

种将坦洋村地理文化因素有效融入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

计的方法，并详细说明该方法。同时，对融入地理文化因

素的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计进行实证评估，分析其对产

品保护力的影响（见图１）。该研究成果不仅为保护和传

承坦洋村地理文化因素提供重要理论支持，还为提升坦

洋工夫红茶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提供有效途径，同时

为坦洋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图１　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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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坦洋村地理文化解读和提炼
地理文化体现了一个地区历史积淀的文化遗产，是

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交织的综合体现。地理自然因

素包括有形价值的文化元素，如当地的生态环境、地理布

局和建筑特色等；而地理人文因素则以非物质形态存在，

与当地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技艺文

化等方面。

２．１　坦洋村地理自然因素的解读和提炼

２．１．１　地理环境因素

（１）生态环境：坦洋村位于福建省福安市社口镇西

部，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全村占地面积

６７５ｈｍ２，其 中 茶 园 面 积 约 ２１３ ｈｍ２，林 地 面 积 约

２７７ｈｍ２。坦洋村的森林覆盖率高达７４．５％，空气湿度较

大。以种植坦洋工夫红茶为主的坦洋村，保留着优美的

自然生态环境，茶园与群山相融的景观成为该村自然环

境的独特魅力。

（２）地理布局：坦洋村海拔平均在９００ｍ以上，地势

高峻群山环抱，其中坦洋溪从村中穿过，形成群山环抱且

溪水贯穿的盆地布局。坦洋村分为上街和下街，上街以

住宅、古宅为主，下街以茶行、古茶铺为主，目前坦洋村的

上街和下街的历史风貌保存完好［７］。

２．１．２　古建筑因素　坦洋村的重点古建筑分为公共建筑

和民居建筑两大类。公共建筑包含真武廊桥、碉楼、宗祠

和天后宫；保存较好的古民居建筑是施光凌老宅、王氏大

院，古民居是基本围绕着宗祠而建的礼制宗族聚落建筑，

多为清代时期风格［８］。

（１）古建筑造型：以真武廊桥为例，桥长３９ｍ，高

１１ｍ，整体呈弧形线条，且弧面层次丰富，分别分为桥顶、

通道和桥基。桥顶屋檐两边微弧上翘，桥顶横梁连接红

色吊柱，排列整齐，与弧形呈曲直结合的造型。其余建筑

造型是建筑体立体四边形，屋面弧形相结合的造型。

　　（２）古建筑色彩：坦洋村古建筑的建筑色彩与建筑材

质密切相关。这些古建筑大多建于清朝时期，当时的建

筑材料主要就地取材，以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融合。

根据坦洋村遗留下的古建筑的分类，建筑材质可以分为

石材、木材、砖瓦和夯土。① 石材：用于坚固古建筑的建

筑墙面基部和地面拼花。② 木材：用于建筑梁柱受力支

持、门窗的装饰和雕刻。③ 砖瓦：墙面砌筑和屋顶铺面常

使用青砖和青瓦。④ 夯土：炮楼等古建筑用夯土砌筑装

饰建筑的外立面。

　　（３）古建筑营造：坦洋村的古建筑有三大独特的建筑

营造特色：① 选址：坦洋村建筑选址依山傍水，包含廊桥

和民居等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建筑融入风景形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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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坦洋村公共建筑类型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Ｔｙｐ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ｉｎＴａｎｙａ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表１　古建筑的材料及色彩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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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特色 图片 色彩提取

石材
墙面基部、地

面拼花

木材
受力梁柱、门

窗装饰

砖瓦
墙面砌筑、屋

顶铺面

夯土

黄壤土为主，

用 于 砌 筑

墙面

图片来源：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６４９００８８５２９４３６５７１３＆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图３　古建筑的营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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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营造特色。② 山墙：坦洋村的古建筑山墙层次丰富，

造型多样，有直线型和圆弧型等，部分山墙用不同颜色的

涂料装饰以作区分。因气候多雨，坦洋村的古建筑顶部

均采用大面积大双坡悬山屋面的营造特色，屋檐大大超

过建筑外墙，部分建筑为减少雨水侵蚀甚至使用双屋面。

建筑屋顶两边对称，并用木质悬鱼对称装饰。

２．２　坦洋村地理人文因素解读和提炼

２．２．１　坦洋村畲族文化　最早的畲族人从唐朝末期迁入

闽东，畲族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生产劳动、习俗和风俗

促进了当地的农耕文化和风俗文化［９］。畲族擅长工艺技

术，尤其是彩编和竹编。畲族服饰斑斓绚丽丰富多彩，已

被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畲族妇

女的服装大多是用自织的苎麻布制作，黑蓝居多，衣服是

右开襟，衣领、袖口、右襟多镶有彩色花边，花多、边纹宽

的是中青年妇女的服装。她们腰间束一条花腰带，亦叫

合手巾带，宽４ｃｍ、长１ｍ余，上面有各种装饰花纹。

２．２．２　坦洋工夫红茶文化

（１）历史文化

① 明朝（雏形期）：坦洋工夫红茶最早可追溯到明朝

洪武年间，当地茶农发现并培育了小叶种古茶树。② 明

末清初（成型期）：坦洋村茶农胡氏开始尝试制作坦洋红

茶，因制作工艺耗费功夫，改名为坦洋工夫红茶。③ 清末

（发展期）：１９世纪中期咸丰和同治年间，“坦洋工夫红茶”

开始对外贸易，坦洋工夫红茶成为坦洋村的支柱产业，村

内开始大面积种植。同时坦洋村各大形式开始塑造坦洋

工夫红茶品牌，有施氏的“丰泰隆”、吴氏的“元记”茶行和

林氏的“振泰兴”。④ 目前（鼎盛期）：经过１００多年的沉

淀，通过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政府的政策扶持，坦洋村的坦

洋工夫红茶品牌已经经历了６代人的传承。

（２）技艺文化

① 初制：采摘，当地采摘单芽、一芽一叶或二叶；萎

凋，视天气将茶青摊于竹匾上萎凋，直至青草气消退；揉

捻，将青叶置于竹箩中，双手揉转至叶片泛黄；发酵，将揉

捻叶轻放于竹箩中，待叶片转红铜色并伴有花果香；干

燥，将发酵叶撒入焙笼中烘焙，直至焙叶有刺手感。② 精

制：精制加工是坦洋工夫红茶的关键工艺，经吊筛、平筛、

抖筛、撩筛、风扇、跳筛、簸扬、拣剔、拼和、焙火等工序组

成。③ 传统工具：以竹、木材料麻绳编织为主，以制茶工

艺为中心制作适合的工具和机器。

３　基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包装设计
运用

　　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涵盖了产自特定地理区域的产

品、产品生产加工技术以及产品地理标志本身。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具有地理标志权，从包装设计角度来看，主要

表现为基于地理文化因素的商标、图案、色彩、文字和造

型等设计元素。坦洋工夫红茶在经过粗制和精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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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干燥的散茶可以散装，也可经高温蒸软压紧成型，制

作成饼茶、颗粒茶、柱茶等工艺造型。

研究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为目的，以坦洋工夫红茶

产品的实际造型为设计对象，将坦洋村的地理文化元素

融入坦洋工夫红茶的包装设计中。具体包括图案设计、

造型设计、色彩设计、包装文化、材质选择以及包装趣味

性６个方面
［１０］。

３．１　自然因素的设计运用

３．１．１　包装图案设计　坦洋工夫红茶包装图案设计包含

其本身的形象和与其相关的辅助装饰图案，图案作为设

计的传达语言，可以将坦洋工夫红茶相关的内在和外在

构成图案以视觉传达的形式准确地传达给消费者。图４

采用了景色因素图形提取法，通过丹青色水墨勾勒坦洋

村内生态环境和建筑相结合的文化场景图，勾画了一幅

山水与建筑相适宜和山间薄雾缭绕的画面，作为坦洋村

的代表图案，并将图案赋予到坦洋红茶的茶叶罐、茶叶盒

和手提袋中。

图４　包装图案设计（作者设计案例）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ｄｅｓｉｇｎ

３．１．２　包装造型设计　包装造型设计是指展示坦洋工夫

红茶外包装的外观，包括大小、尺寸和形状，涵盖自然形

态和人造形态。包装造型的目的在于保护产品并美化宣

传，因此，坦洋工夫红茶的包装造型设计应与茶叶加工后

的成型及冲泡习惯相适应，同时结合各种与坦洋工夫红

茶相关的有机因素，以实现完美统一的包装造型。

图５的坦洋工夫红茶设计采用了高山设计文化元

素，以坦洋村的山体和群山特色为灵感，提炼出不同的包

装造型。各造型线条从简单到复杂，从现代到古典。

图５（ａ）为几何圆锥形，结合山体层峦叠嶂的形态和绿色

调性，将颗粒状的坦洋工夫茶叶分装在绿色锥四边形的

包装中，与山体外形相协调。图５（ｂ）在几何锥形的基础

上加入起伏的山体线条，采用双色瓦楞纸作为包装材料，

分开底部和盖部，整体突显包装的朴素感，坦洋工夫红茶

散装７ｇ／泡装在山体包装内。图５（ｃ）的山体以水墨画风

格呈现在长方体包装上，内装饼状坦洋工夫红茶，顶部采

用立体展现的造型，表现丰富层次的群山峻岭特色。

图６的坦洋工夫红茶设计采用古建筑设计文化元

素，以古建筑的造型和营造特色为设计灵感。图６（ａ）从

不同造型的古建筑中提取立体几何造型，将弧面线条应

用于细节，增强几何造型的丰富度和美感。图６（ｂ）借鉴

碉楼的造型，屋面采用悬山大山坡营造法式处理。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ｈｕａｂａｎ．ｃｏｍ／ｐｉｎｓ／１７５２０７６２４３

图５　自然山体的包装设计

Ｆｉｇｕｒｅ５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图６　包装造型设计（作者设计案例）

Ｆｉｇｕｒｅ６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３．１．３　包装色彩设计　包装的色彩设计对于美化和凸显

坦洋工夫红茶及其相关性具有重要意义，与包装图案和

造型紧密相连。设计时要求色彩主题化和均衡，并结合

消费者的喜好、包装工艺、材料和销售目的。图７展示了

坦洋工夫红茶的包装设计系列，包装颜色参考了古建筑

中建筑材料的色彩。图７（ａ）的圆柱形罐装散茶采用原木

色罐体，同时加入３种不同颜色的标签进行区分，这些颜

色源于古建筑中砖瓦和木材的色调。图７（ｂ）的纸质坦洋

工夫红茶包装则采用了夯土和石材中提取的颜色。

３．１．４　包装材质设计　坦洋工夫红茶的包装材料需要考

虑发酵茶的造型、运输过程和展示效果，并与坦洋村的文

化因素相结合，在当地选取具有特色的适宜材料。

图８（ａ）以制茶工具为灵感，选用天然竹材、麻绳和藤

条作为材料，上部采用竹材做为包装框架，麻绳作为固定

材料；下部将藤条编织后用作包装固定材料。包装图案

展示了制茶的工序要素，整体呈现出古朴美观的效果。

图８（ｂ）从畲族的服饰材料中汲取灵感，采用棉麻织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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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ｉｉｉｕｉｉｉ．ｃｏｍ／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１６１６４８４７８５．ｈｔｍｌ

图７　包装色彩设计

Ｆｉｇｕｒｅ７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ｃｏｌｏｒｄｅｓｉｇｎ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５５１５５６３０３＿１２１１２４７９１

图８　包装材质设计

Ｆｉｇｕｒｅ８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为包装材料，外部用藤编框进行固定。图８（ｃ）采用坦洋

村内的造纸原料经蜡染上色后制作而成，纸质包装轻盈，

且可在其表面雕刻图案。

３．２　人文因素的设计运用

３．２．１　畲族图案设计　包装的图案是最直接的视觉表达

方式，坦洋工夫红茶的视觉图案设计可以从坦洋村非遗

文化中获取灵感，如当地的畲族文化可作为坦洋工夫红

茶地理标志产品设计的创意来源。图９选取了畲族服饰

的黑色调，并以妇女服装的图案作为包装的视觉元素。

３．２．２　技艺文化设计　坦洋工夫红茶包装文化将提炼的

坦洋村文化因素与设计相结合，旨在体现坦洋工夫红茶

作为传播坦洋村特色产品的途径，弘扬当地的文化特点。

在坦洋工夫红茶包装文化中，坦洋工夫红茶的制茶工艺

拥有超过１００年的历史底蕴，其制茶技艺繁复且富有深

图９　人文因素设计（作者设计案例）

Ｆｉｇｕｒｅ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厚的文化内涵。

　　图１０（ａ）采用叙事图形提取方法和线描手法对制茶

工序进行概括，使消费者能够通过图形了解制茶背后的

历史文化信息，或运用漫画式的绘图方式，以轻松简洁的

手法和色彩将制茶的历史文化信息传递给年轻人。

图１０（ｂ）通过简约明快的设计方式，将制茶工艺以文字形

式直观呈现，并与坦洋村地理生态环境和文字相结合。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２８１１４９０６２１／ＫｘＮＣＣｔＩＡｒ

图１０　制茶技艺文化设计运用

Ｆｉｇｕｒｅ１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ｍａ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４　结论
坦洋工夫红茶的包装设计对于推广和保护坦洋工夫

红茶、传承当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将当

地文化因素融入包装设计中有助于坦洋工夫红茶的保护

和当地文化的传承，可以使茶叶包装设计更具特色，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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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从而增加茶叶的销售量和提高品牌形象；同时，

可以使地理文化得到传承，并被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从

而促进地理文化的保护。后续可以考虑在其他地区进行

类似的研究，以比较不同地区的地理文化因素融入情况；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如专家访谈、焦点团队

讨论等，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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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自知”到“文化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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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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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３９，Ｎｏ．３ 邱汉周：基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坦洋工夫红茶包装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