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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下的现代包装设计尺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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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高的存在本体是宇宙，宇宙之“道”是一切尺度之上的绝对尺度，也是人类的信仰尺度。时代

的变迁，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生活观念的改变，往往会引发包装设计的观念尺度、技术尺度和商业尺度的

历史性变异。一个时代固然有属于它自己的尺度以及遵守这种尺度的现实价值，但是不同的时代也必然蕴含着

某种超越时代的，甚至是永恒的尺度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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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Measures under Human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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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supreme noumenon, the universe is the absolute measure above all ones and the belief measure of
human being. Vicissitude of time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production models and human outlook on life
may often arouse the historic variations in concep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commercial measures of packaging design. A certain
period of history certainly has its own measures and realistic value conforming to it. However, different ages inevitably contain
certain extramundane and even las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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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仰的情怀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信仰体现于氏族部落的“早

期宗教”，体现于对神秘的超自然力现象和事物的崇

拜，它是人类早期文明和整体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社

会的发展，国家民族的“高级宗教”成为人与超越自

身的精神存在之间的纽带，并具有一种明显的社会目

的，即“通过把人们与上帝的关系社会化，来降低个

体精神人格，巩固社会结构和社会认同。因此，所有

的社会运作都具有宗教性，崇拜成为一种表现和加强

社会团结的仪式。”[1]300每一个人既表现为个体性，同

样又具有社会性。任何个体都依靠群体来生存和发

展，这就必然存在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

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就体现在人的物质需求和精

神追求两个方面。在基督教义中，人的精神追求与信

仰是善的源泉，它作为最高存在和人类关系体现的一

个出发点，是实现世俗生活的新希望。

斯宾诺莎是一位有着缜密逻辑思维的哲学家，他

对近代西方信仰主体的阐述影响较大。在他看来，“上

帝和宇宙（万物的总和）是同一的”。虽然宇宙作为整

体是不受制约的，但人们可以通过越来越协调于整体

宇宙，来获得相应程度的自由，并彻底摆脱无知。“心

灵的本质在于探询事物的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我

们在这方面做得越好，就越接近于和上帝（或世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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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斯宾诺莎向我们展示了“世界是一个可理喻的整

体”。

爱因斯坦十分笃信“斯宾诺莎的上帝”，亦即对宇

宙的终极本体有一种个人的直观体验。在 1930年出版
的《我的信仰》中，他曾论及：“人所能有的最美好的

经验乃是神秘体验；……我无法设想一位对其受造物

进行赏罚，以及有着如同我们人类般意志的上帝。我

也无法设想肉体死后而灵魂生存。我只满足于宇宙永

恒的神秘，探测世界的奇妙结构，以诚挚的努力去领

悟宇宙所启示的一点一滴的理性。”[3 ]在爱因斯坦的内

心世界里，信仰是超越人类意志的上帝——宇宙精神

的象征。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颇具现代性。他认为，一

方面不可能通过论证来表明上帝的确存在，另一方

面，按照道德的“绝对规划”行事，实际上又喻示了

上帝的存在。康德的伦理学并不遵从任何宗教，其实

际所指的信仰即是道德准则。也就是说“上帝存在”不

能作为一条理论上的真理为人所知，但它却可以作为

一种实用信仰惠及于人，而且始终具有理论和实践的

意义。同时，康德还是一位具有超时代观念的哲人，他

提出了迈向和平的国际合作观点以及代议制政府和世

界联盟的概念，这些思想无不与他一以贯之的崇高信

仰相关。

既然像斯宾诺莎、爱因斯坦、康德等大科学家、哲

学家都相信神的存在，而信仰总是与上帝联系在一起

的，那么信仰的对象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英国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明智地回答说：“宗教的任务就是

试着制作一幅关于神秘的终极实在的图像，以便使人

能够达到与它的和谐。如果可以这样定义宗教的话，

那么就可以说，宗教包含着两个相互依存但又截然不

同的因素：一个是对未知事实的猜想，另一个是遵循

这些猜想采取的行动。所有的宗教概莫能外。”[1]309

人与宇宙的关系，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

本问题，“天人合一”是其核心思想。2 000年前的老
子是一位自然论或朴素的唯物论者，他首先以自然和

物质为基础来解释宇宙万物的发生，提出了人与自然

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观点，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天地人三者均可用“道”

来贯之统之，而道是自然的运动规律。万物都遵循这

种规律运行，所以道是“无私”的，也是“无为”的。

庄子认为，人只能顺从自然界的规律，并通过认识这

种规律才能达到世俗生活和内心世界的“逍遥”。其

《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

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4]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是

一个存在的整体而非孤立的存在，万物皆出于道，是

绝对的、平等的、难以言说的。儒家讲“和”，道家崇

“道”，所不同的是，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而道家强调

人的自然性，但“和”与“道”皆源于对自然和客观

社会规律的高度体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中，

万物生长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天是一切现象和自然变

化的根源，是宇宙存在的最高本体。正如《庄子》云：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庸讵知吾所

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既肯定了天与人

的联系，又肯定了天与人的区别。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道”与近代西方世界的

“神”有共通的一面，那就是宇宙——超验的终极的精

神实在。

相对人类对未知世界和宇宙的认知能力而言，我

们已掌握的和将掌握的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对其保

持一种敬畏，可避免人类无所禁忌地胡作非为。就像

工业时代对技术的过于自信、依赖和使用，导致人类

陷入自我中心膨胀，对自然无节制地征服和干预，于

是问题接踵而来：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严重，水

资源紧迫，拜物、拜金主义流行。以对宇宙和生命尊

重的终极信仰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是防止由

人性所导致的一系列自然的、社会的灾难所必要的。

信仰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精神依托，但这并不等

于有信仰者一定要皈依宗教。信仰是人类共有精神生

活的最高原则与绝对尺度，是对世界和生命的“价

值”、“意义”等永恒命题的追求。它是维系社会文明

和个人情操的一盏明灯，是对宇宙间一切未知领域和

潜在规律的一种敬仰。信仰是超越民族、地域、国家、

文化、宗教乃至生物类别的宇宙情怀，它存在于人的

内心世界，是超自然的精神尺度。这种尺度是人类认

知世界和发展延续的永恒本源，它总是有意无意地渗

入人类的心灵，左右着人类走向未知世界的幽雅之

处，并启示着人类对神秘世界的关注，惩罚着人类对

自然的亵渎与失敬。

信仰是广博的宇宙情怀和彻底的人道主义。无法

验证的事物和现象之外，有某种被我们信仰的终极实

在，那其实就是对人类精神和现实的一种超越。“那些

否认自己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真诚的，但他们实际上

有宗教信仰，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而已。”[1]314对人类

而言，自然之母的神秘没有尽头。执著于生命的内在

价值和真实，敬畏自然神性，约束自我欲望，珍视人

性尊严，是立足于终极关怀的信仰对人性价值和意义

的永恒追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有句名言：“宇宙中有多

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自然不过是由无数个体组成

的复合体，热爱和守护无数处于中心的个体就是守护

和热爱自然，这是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世间万物本

身就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它们既彼此依存又相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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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这些存在，有些已被人类认识或正在被认识，有

些还不得其解。正是由于自然世界、人类社会这种存

在的未知性，使得人类的求知和探索从未停止，并成

为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无穷动力。

信仰是善的根源和道德的核心。人有3种属性，那
就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自然性是人和动物所

共有的，往往会有恶的一面，这是由于善、恶相生相

克，没有“恶”也就没有“善”，就像基督教对人性

的认识，即认定人人都有原罪。从这个角度来说，信

仰是道德的核心，而道德恰恰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人

类一方面应通过有效的治理措施和制衡手段来阻止恶

的发生与发展，在伦理上预防人性的扭曲，消解恶

念，寻求正义的道德话语并传播博爱；另一方面，人

类要用其特有的文化来不断消除其自然性和生物性，

这是人类特有的进化和完善过程。当代科技和商业的

快速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和

物化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非理

性主义思潮的泛滥，这种思潮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文

明发展的内在要求。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应该是集信

仰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于一体的合理文明构

架。虽然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可能尽善尽美，“尽管自

私的短视还会使一些人利令智昏，沿着损人利己、灭

人兴已的惯性继续下滑，但是神性和理性毕竟会引导

人类走向自我更新、自我升华的共存之途。”[5 ]扬善抑

恶的信仰，正是人类不断濒临危险又化险为夷的力量

所在。

信仰是正义的力量。既然恶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避

免的，那么恶的力量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世界也就不

曾间断地在善与恶的交织和交锋中前进。信仰不在物

质的世界而在人的内心深处，抑制恶的力量产生的关

键在于人类心灵的净化，以及满怀天下为公、天下为

善的信仰情怀。信仰就是力量，它能转化为无形的价

值，它摒弃由利益结成的人际关系、由狂妄带来的中

心主义、由无知形成的霸权主义，驱使人类的行为永

远朝善的方向发展。

信仰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尺度。人生活在自然

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应顾及生态环境和其它生命的发

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信仰就是遵从自然的发展规律，

与自然为友，这种信仰也是对人类自身的关爱和完

善。伟大的诗人歌德说：“十全十美是上天的尺度，而

要达到十全十美这种愿望，则是人类的尺度。”[6 ]信仰

就是人类不断摆脱兽性的纠缠与羁绊，向神性升华的

愿望和趋同的过程，“你是美，所以它们是美丽的；你

是善，所以它们是好的；你实在，所以它们存在，但

它们的美、善、存在，不能和你创造者相比。”[7]

2 尺度的内涵

尺度是用有形或无形的标尺所丈量的刻度、程度

或限度。“度”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义蕴和重要的

作用,“度”，就是度量与法则。它既是一种规范，也是
一种约束，是对事物规律和人的思想行为准则的高度

概括。它有时是超越范式的抽象理念，有时又是具体

可循的时空标准。“度”的内涵和外延很广，下面结合

本文的内容，从 4个方面对“度”的性质和涵义进行
阐释。

“度”具有节制、约束、限定和遵循的含义，并客

观地存在于千事万理之中。“凡事皆有度”即是此意，

此处的“事”，既指事物本身，也指事物间相互存在的

某种关系，还指事物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种规

律。“‘度’，《说文·又部》曰：‘法制’也。段玉裁注：

‘寸、尺、咫、寻、常、仞，皆以人之体为法。’”[8] “度”
字取类于“又”（手），故具“节制”之义。《墨子·法

仪第四》：“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

能成者无有也……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

正以县……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 9 ]墨子所言的

“度”是节制和约束之义，“法仪”就是节制和约束的

准则、法规和制度，是进行劳动管理和操持具体工作

的节制点。墨子历数百工之法规，并由此推及“大者

治天下，治大国”，皆应有法所度，可见“度”普遍存

在于万事万物之中。诉诸音乐，“度”即是“节奏”；

诉诸绘画，“度”即是“章法”；诉诸诗歌辞赋，“度”

即是“体裁”。度既是事物规律客观存在的一种形式，

更是人类认识、判断和总结事物规律的一种理性思

维，它可以通过一定具体的原则、标准和方法来运行

和检验。

“度”字又有发展、超越、超脱之义。《字汇·广

部》曰：“度，过也”。“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

‘越’、‘度’互为对文。……按《说文·双部》，‘度’

字从‘庶’得声，从‘庶’声类有繁多、逾越之义”[8]。

由于“度”因使用的需要而建立，所以也应由实践的

过程来验证，如果将人作为认识事物的主体，而将自

然和事理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度”就是主客体的统

一和协调。执其两端而寻找最佳平衡点，是“中”，其

实质是合理的取舍、包容与统一；事物间的有效组合

与整体协调一致，是“和”。“‘中’、‘和’就是“度”

的实现和对象化（客观化），它们遍及从音乐到兵书到

政治等各个领域。”[10]对象化的实现，源自人类的实践

活动，可见，“度”是人类认知、分析和归纳事与理的

结果，并由经验不断地上升为理念。在这个层面上，马

克思在阐述劳动在艺术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时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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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在这个

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

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11]从人

类活动的性质来讲，人的思维和行动总是以自身为基

点去认识自身以外的客体。人类与自然的历史关系，

从敬畏、征服到和谐共存的转换轨迹，其实也就是人

类不断实践“度”，遵循“度”，探索“度”，建立“度”，

进化“度”的漫长过程。总之，“度”作为一定的原则

和标准，不是僵死的教条，它会随时间、空间和客观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因人类认识的升华而不断地被

超越，被注入新的内涵。

“度”也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和量的基本限度。

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界限和极限，超出这个限度，

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度

具有稳定性、相对性、变化性和转换性。在思维和审

美层面上，度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宋玉在

《登徒子好色赋》中盛赞东邻之女：“增之一分则太长，

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宋玉并

未直接描绘其具体的高度和白度，而以“增”、“减”和

“太白”、“太赤”这种含蓄而又不失基准之词来艺术地

概括美的尺度所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是古代士大夫们经世致用的处世尺度写照，“买椟还

珠”“郑人买履”“邯郸学步”“过犹不及”“胶柱鼓瑟”

等都是失“度”的寓言故事，都是对尺度的模糊界定。

由此可知，有张有弛，趋利避害，既不放任自流，又

不过分管制，即“度”。

“度”具有人类行为的“先在性”。像婴儿饥饿时

总会啼哭，人跌倒时总会用手防护一样，这些反应原

本就在人的本能和潜意识中，既是与生俱来的，也是

“前经验”和“前认识”的。

尺度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依据现代包装观念而展开

的对设计的合理性判断与认识，以及基于这种判断与

认识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实施法则与手段。本文着力

阐述的是尺度的一般规律和价值体现，而不是特殊规

律、特殊方法和特殊表现。简言之，本文论述的“尺

度”即是指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尺度思维、尺度现象和

尺度方法。

3 基于信仰的现代包装设计尺度

作为人类生产活动与文化活动的现代包装设计，

其一切活动的展开，不仅要顾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

和经济效益，还要顾及生态效益。现代包装设计信仰

尺度就是以宏大的宇宙精神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

物、物与物和谐发展的大生态文明，在倡导多元文明、

多元价值、多元观念和多种语言共存的全球文明下实

现新的人类设计伦理观。

生态就是人类要达到“十全十美”而努力创造的

良性循环状态。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现代

包装设计的生态尺度一方面指人类满怀与自然为善和

为友的共生情怀，一切设计的行为活动都顾及到自然

物种的存在现状和未来发展，并符合自然生态发展的

可持续要求；另一方面指在满足物性需求的前提下，

强调设计的人文性，注重产品的人文关怀。

自然包括人，自然环境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条

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

地球上的海洋、河流、湖泊、大气、森林、土壤、草

原、野生动物等，组成了错综复杂而关系密切的自然

生态系统，这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人创造环

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2]，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在

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由人类利用和改造过的

环境。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环

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

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总体。”

长期以来，人类将自身的文明建立在对自然的征

服掠夺上，“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自然美的论述和推崇

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对立的基础之上，充满主观与客

观、审美与实践的矛盾和冲突，也经常在自然的科学

客观化和自然的艺术主观化两个倾向中摇摆不定。”[13]

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市

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使人工改造自然的规模日益扩

大，加剧了人与环境的矛盾。人类沉浸于技术的魅力

而忘形，对自然攫取得太多而回赠得太少。在包装领

域，由大生产造成的对自然的伤害几乎随处可见，人

类以极其危险的主人姿态和征服者姿态面对自然，其

结果是导致了一系列生态失衡。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大会通过的决议文件《21世纪议程》就明确提出
应当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加强对环境的保护。要求在

产品的整个生产、储运、销售、消费周期内，以有效

的生产方式和预防性措施，采取清洁生产，减少或避

免商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浪费，减少单位经

济产出的废物排放。

尽管生态是人类和设计艺术关注的一个永恒话

题，但现代包装设计自 19世纪中叶以来，在保护自然
环境和节约自然资源等方面所受到的非议颇多。建立

合理、科学的生态包装尺度，已成为一个建立资源节

约型、环境优化型社会所必须解决的急迫问题。而将

大生态理念作为现代包装设计尺度的长远目标，可以

修正“经济中心论”给现代包装设计带来的谬差，符

合现代包装和未来包装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生态尺度体现在现代包装设计中有 3个要点：1）
在包装的全过程中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生产和从事

设计活动，按照“3R”（Reduce减量化、Reuse复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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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Recycle资源化）原则，来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资源消耗、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最小化的设计思维

和生态经济模式；2）大力倡导绿色包装理念，使用绿
色包装技术，发展绿色包装产业；3）以人性化设计来
诠释人文生态理念，实现人与产品、人与生产、人与

机器的有效和谐。

生态平衡不是孤立静止、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

断地打破平衡与进入新的平衡的螺旋式上升中保持着

续发展，使人类逐步接近“上天的尺度：十全十美”。

包装是临界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其位

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使命与宿命的特殊性。使命的特

殊性是相对它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宗旨而言的，即在同

时服务于人与服务于产品之间，还要寻找包括自然、

文化、经济等在内的多种契合点，并获得自身的完善

和社会的认同；宿命的特殊性是相对它的周期和归宿

而言的，它起作用的生命周期很短，而作用后的高废

弃率很高，如果找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那就是

“稍纵即逝”。

正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现代包装设计

尺度存在的绝对性、客观性和相对性。绝对性也就是

至上性，是相对现代包装设计的终极目的和终极关怀

而言的；尺度的客观性，是人类思维、物质、文化和

技术不断集聚的象征，是达到和维持包装的合理性的

有效圭臬与手段；尺度的相对性，是指在维系自身稳

定性的前提下，尺度被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赋予新

的使命。

尺度的绝对性。在包装技术不断同质化、大地化

的现代，一种超越现实的人类崇高情怀正在形成：现

代包装设计的尺度与标准只有在符合人与自然共生共

荣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确立和遵循，这是基于人类

本质的真、善、美和不断实践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大生

态尺度理念。这种尺度的来源，是人类的终极信仰和

宇宙情怀。因为包装设计不仅是一种物质活动，而且

是一种社会活动、生态活动和文化活动。这种现代包

装设计尺度目标的绝对性，有助于人类友善、积极、科

学、乐观思维观念的形成，有利于建立新的人类文明

和全球背景下的设计伦理，并体现包装设计尺度的最

高精神，即“不断地返本开新，在更高梯级上回归大

宇宙、大自然、大社会、大人类的万物共一、人类共

一、众神共一、物人神共一的大和谐生存。”[14]这是现

代包装设计尺度稳定不变的一面，是统摄一切子尺度

的母尺度。

尺度的客观性。自从人类有了包装活动，尺度就

客观地存在，并体现为不同时代的不同尺度观，以及

不同时代共有的某些尺度因子。在现代，包装被视为

消费型社会过度发展的象征，但在商品经济活动中，

它又是挥之不去的客观存在。这种存在体现在包装设

计活动的多个方面，如物质的、心理的、社会的、生

态的等，并贯穿包装活动的各个环节。单就现代而言，

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生理的还是心理的，这种尺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人

的价值观和实践观，并以多种形式服务和限定着包装

设计的发展。现代包装设计尺度的形成是一个客观

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其本身也在不断聚合、裂变、新

生，并形成新的进化，像 20世纪 50、60年代的设计国
际主义风格一样，盛行之后就有衰落，衰落之后又有

新的承继和新的发展。发展本身就具备客观性，因此，

尺度就是包装历史的一面镜子。

尺度的相对性。尺度的相对性以多种存在方式体

现，表现为功能尺度与审美尺度、经济尺度与人性尺

度、制造尺度与法规尺度等。不同的包装所操持的尺

度和自身的要求有所不同，这就是尺度的相对性和辩

证性。这种相对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东西方文

明往往会体现出对尺度认识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

具体到包装种类上，尺度的相对性就更为明显，如手

表包装与水包装的差别就很大：由于人们更注重手表

的内质，包装的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而水的品质，

单就口感而言常常让人无法区别，包装的影响就远远

超过了水本身。又如对塑料材料的使用，出于环保要

求，塑料制品在经历了大发展之后受到了方方面面的

限制。但随着新生态观的出现和科技对塑料的高含量

注入，新型塑料的使用会被重新提倡，因为自然材料

的再生周期还远远跟不上包装产业的发展。此外，许

多新材料的高性能和优越性因囿于经济尺度的限制而

得不到普及，一旦经济上的制约被冲破，其生命力将

得到释放。由此可见，现代包装设计的尺度会因需而

变、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它既不偏不倚，又“时偏

时倚”。

上述尺度的 3 个方面三位一体，相对守衡，其中
的绝对理念由许多小的理念聚合组成，并由不同的具

体尺度来衡量执行。大的尺度似乎是永恒的，但小的

尺度又确乎是常变的。

4 结语

在物质繁荣和技术进步的背后，人类已深刻地意

识到：“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用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

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

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15]面对生态环境

问题，现代包装设计应当在崇高的信仰下，把握尺度，

用可持续发展观来审视其一切行为和过程，在包装行

业内建立一个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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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化、再生使用、再循环”为原则，以全生命周期

分析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的包装设

计、生产、消费和循环再生利用系统，从而促进包装

行业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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