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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传统包装设计中存在一些不良倾向,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包装形式照搬传统包装器皿; 传统装

饰符号运用模式化; 设计师传统文化底蕴平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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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 消费者不再满

足商品本身的物质性,提出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即购

买到符合国人审美文化品位的商品。包装设计能塑

造商品形象,扮演文化传播的载体。但是当前的传

统包装设计也出现一些不良倾向。笔者将从以下三

个方面来分析当前传统包装设计的弊端。

一 包装形式照搬传统包装器皿

传统包装主要是指历史上沿袭下来的, 利用天

然的藤、木、草、竹、茎、兽皮等材料以手工制作为加

工方式的各类包装与容器。
[ 1]
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

包装使人倍感亲切,但在表现形式上,很多商品包装

不应全盘照搬传统包装器皿形式。事实上, 在我国

古代自然经济结构下, 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商

品包装。作为包裹商品的自然物大都是原始的天然

材料, 例如: 荷叶、葫芦和贝壳等,这些自然材料只是

经过简单加工或干脆不作任何加工就加以应用。这

种利用大自然的原生材料或简单加工后的材料,大

部分只是适合于对当地土特产品进行特色包装,根

本不具备机械化大生产的要求,无法达到包装标准

化,并且不易跨地区流通。例如:竹是包装上使用量

最多的天然材料,
[ 2]
但是由于受外力或温度、湿度

变化的影响, 致使纤维间发生分离, 容易产生裂

纹。
[ 3]
这些不可忽视的弱点使得古代传统包装形式

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盲目照搬这种朴素的包装

形式是不可取的。现代包装设计还必须满足成本方

面的要求,需兼顾生产厂家、运输销售部门和消费者

的经济利益,对于古代豪门用于收藏贵重物品的木

盒锦匣、革匮荷包等包装器皿进行照搬也是不可取

的, 因为这类包装器皿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属于长期反复使用的盛装器皿, 不能代表以商品流

通为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包装。照搬此类高档

包装器皿的设计形式,会使得传统包装的成本升高,

必然形成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的恶性

发展模式。所以我们要充分考虑商品特点、企业文

化和销售地区等具体情况,利用当前的科学技术,借

鉴传统包装的美观形式,结合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

结合符合成本要求的制作材料, 努力采用机械化制

作的生产方式,才能设计出既体现传统包装文化,又

能表现现代包装人文内涵的包装作品。

二 传统装饰符号运用  模式化!

在现在包装设计中合理运用传统装饰符号是体

现产品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陶艺、漆画、剪纸、刺

绣等是我们祖先追求美好生活而创造出来的具有装

饰性和实用性的艺术形式, 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

独特意蕴。传统装饰符号与被包装物关联越强, 就

越能建立完善的商品形象。需准确快速地传达商品

信息,否则就会给人机械罗列的别扭感,甚至会误解

包装所传递的信息。当前传统包装设计中传统装饰

符号运用的  模式化 !现象非常严重, 传统装饰符号

不再服务于整体包装策略的文化意境,而是对包装

版面进行机械的图案素材拼凑。部分设计师不顾产

品本身所固有的文化韵味, 将千篇一律的传统装饰

符号形式都机械地使用在所谓的  传统包装!上, 例

如: 龙凤等吉祥图案在各种包装件上大量重复出现,

窗棂边框图案在一些包装上的拙劣排列,京剧脸谱

图案在土特产包装的组合摆放等都扭曲了我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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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符号的寓意和审美价值取向, 使中国传统文化

韵味和现代包装设计的结合不伦不类, 传递了不正

确的传统文化思想, 不利于现代包装设计的发展和

民族文化的传播。传统装饰符号的运用要体现包装

整体的  意境 !, 追求的是像外之像, 真正的具有中

国精神内涵, 未必用多少传统符号。
[ 4]
在包装设计

中传统装饰符号的运用要和产品内容相统一, 结合

现代包装的设计理念, 在突出传统文化特色时兼顾

现代设计艺术的精神内涵。设计符合商品本身文化

特点的包装,体现整体包装系统的文化意境,只有这

样商品和包装才会相得益彰,才能在体现商品文化

意境的同时,引起人们的心理共鸣,设计出具有生命

力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精美包装。

三 设计师传统底蕴平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进行传统包装设计需

要设计师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才能胜任, 但是艺术

设计的发展直接受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制约, 强势

文化影响弱势文化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在进

入 20世纪之后,西方国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

经济发展迅猛,其文化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强

力渗透,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和变异。

在这种特殊经历中成长起来的设计师不可避免地对

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断层, 导致形成僵硬、冷

漠、缺乏人情味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而本民族的设

计文化和审美特点、地区性的个性风格都遭到了抛

弃和轻视。例如:在设计中我们应该注重赋予汉字

独特的造型特征和形象, 应充分考虑文字的传达语

言概念与视觉辨识性的双重功能。
[ 5 ]
但是在商业利

益的驱动下,毫无新意的电脑字库字体在包装设计

中大行其道,掩盖了不同商品的文化特色,削弱了民

族艺术内涵,使包装塑造的商品形象难于区分。高

科技带来了快速的文字表达方式, 却泯灭了我国数

千年的书法艺术瑰宝, 形成了当今设计师不能进行

传统书法创作,而书法家不懂得如何进行包装设计

的尴尬现状。面对这种现状, 我国传统包装设计原

则就要以民族精神为根源、自然法则为原理、科学方

法为过程,创新发展为目标, 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

的理解和学习。
[ 6]
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新

的形式,并创造性地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丰富商品

的文化意蕴,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才能真正与国际

接轨,使我国传统包装设计起到文化认同的目的,否

则, 传统包装将作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被时代

所抛弃。

现代包装制品,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艺术制

品。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智慧的源泉, 是我国审美文

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现代设计师应该在吸收现代文

化的同时,正确弘扬本民族传统审美,加速推进现代

包装设计理念与我国传统审美特性的相互融合, 让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让我们的产品形象更富于民

族特色和时代感, 让我们的传统包装设计走向新的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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