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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价值的历史演化逻辑与当代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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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装与人类的起源同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包装的概念、功能、方式以及在社会生产、

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引发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设计价值追求的演变。包

装从出现之初的无附加值，到社会分工出现后的一般附加值、商品经济时代的高附加值，再到工业社

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超附加值追求，其在表征包装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资源消耗与环境

污染等突出问题。在扑面而来的数字智能化时代，包装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进程中，智能包装设计的价值追求必须走出追求超附加值的误区，确立以人的需求与自然和谐统

一的价值追求目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和解决包装问题。

关键词：包装；价值追求；附加值；和谐统一

中图分类号：TB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0)02-0041-10
引用格式：朱和平 . 包装设计价值的历史演化逻辑与当代建构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5(2)：41-50.

包装设计前沿研究                             主持人：湖南工业大学朱和平教授

  主持人语：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

技术的不断应用，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甚至颠覆性的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包装

不仅出现了全新的模式和方式，智能包装、共享包装迅速兴起和快速发展，而且包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日益提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趋加剧。同时，传统包装的设计理念、方式、手段均面临着巨大

变革，设计师面临着全新的选择和挑战。本期“包装设计前沿研究”栏目，就影响目前和未来包装设计

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索。邀请两位在包装设计前沿问题研究颇有见树的年轻学者，分别就目前

包装设计领域方兴未艾的共享包装和区块链包装进行探讨，试图对现实设计提供实践指导和启迪。此外，

笔者也就引发包装发展演变的设计价值追求进行梳理，提出未来科技的发展应用于包装，必须改变传统

设计一味追求经济附加值的价值追求理念与目标；并认为只有确立以人的需求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追

求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和解决包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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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Logic and Contemporary Packaging Design Value

ZHU Heping

（Collgeg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Packaging synchronizes with the origin of manki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e 
concept, function and mode of packaging,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and role in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has changed 
greatl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causes all these changes is the evolution of its design value pursuit. From the 
non- added value at the beginning of packaging, to the general added value after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high added value in the era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n to the pursuit of super added valu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market economy in industrial society, it indi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packaging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uses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ackaging is fac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owever, in order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value of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must go out of the 
error of pursuing super added value, and establish the value pursui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needs and nature, 
so as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ackaging.
Keywords：packaging；value pursuit；added value；harmony and unity

作为容纳、盛装物品，方便贮运的容器与方式，

包装的出现与人类的起源同步 [1]。包装从出现至今，

它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伴随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不断演变。时至今日，

包装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之物。与此同时，

包装所引发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也

日益严重，其不仅令人担忧，而且成为人类亟待

治理和正在致力于解决的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针对包装所引发的问题，人类已在包装新

材料研发、制品加工工艺改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进展甚至某些突破，其中智能包装的出现，尤

为引人瞩目。根据 Technavio 最新报告，全球智能

包装市场将以 8%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2019 年

其产值已超过 310 亿美元。但智能包装是否最终

全面取代传统包装，成为解决包装问题的出路，

还令人生疑。一方面，目前所见智能包装，不仅

没有解决传统商业包装中存在的问题，未能替代

传统商业包装，而且还导致原来存在的问题更加

严重，并滋生出某些新的问题；另一方面，从包

装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导致原来的问题更加严

重和新问题滋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包装设计价值追

求的偏离。就此来看，无论是对于传统商业包装，

还是对于智能包装，要解决它们所引发的系列问

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包装本身出发去解决问题，

还要从包装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去寻找解决问题

的途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对包装设计价值追

求的偏离，才是引发包装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而

言之，解决包装问题，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包装本身，

还应该有与关联包装的“人”。因为“人”才是

包装设计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历史反思的

基础上，对包装设计的价值问题展开讨论与研究，

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演变历程：包装附加值的历史性

生成

包装从古而今的发生、发展历程，表明了一个

事实，即包装附加值的生成，至少经历了从无附

加值到一般附加值，再到高附加值，及至超附加

值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缩影，也是人类价值取向的映射。

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表明：人类

自起源阶段就开始通过双手或一些简单的工具如

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获取生存资料，同时

产生了分发、搬运、转移生存资料的需求，在这

种原始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便出现了原初形态的

包装。如利用葫芦来盛水或者收藏种子、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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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利用稻草、芦苇、树皮、藤等编织成绳子、篮子、

筐子、箱子等来满足生活的需要。不过，这些自

然物的利用对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来说，只是起到

了满足一定需要的作用，并没有因其功能而使被

包装的物品发生价值变化。因此，包装在出现之初，

其只是一种简单地利用自然物的行为，不仅缺乏

严格意义上的设计意识，而且这些自然物是不具

有附加值的。包装无附加值阶段从人类起源一直

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之久。

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随着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不仅工具的制作

由打制进入了更为精细的磨制阶段，所体现的设

计意识日渐提升，而且人工造物开始出现。这一

时期陶器的成功烧制，使其在兼具生活用具功能

的同时，作为包装容器的价值得以体现。一方面，

手工业从农业、狩猎、渔牧中分离出来，陶制业

成为当时手工业中的主要门类，其所生产的产品

因付出劳动和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具有了价值；

另一方面，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包括陶器在内

的人造物的包装功能只是囿于贮运物品，在物物

交换中，虽然是不可或缺之物，但并没有起到增

值的作用，其价值只是在社会分工下，手工业者

生产这些包装物所付出的一般的劳动价值。此一

阶段，包装物使用者通过物物交换方式换取到的

类似陶制包装容器这些物品，在用于新一轮的物

物交换中，仍然是原有的价值，没有产生超出自

身生产的劳动价值的增值现象，因此，我们可以

称之为一般附加值阶段。

夏商西周时期，尽管包装出现了从兼具生活

用具功能的模糊阶段，逐渐向专门化包装阶段过

渡的情形，包装实践活动也从无意识状态开始向

有意识、自觉的包装行为转变，但是，一方面，

因商业不发达，用于商品交换的包装依然很少；

另一方面，由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行为没有发

生，所以，即使出现了具有一定专门性的包装物，

也仍未产生超出其自身生产劳动价值以外的价值。

因此，这一时期的包装仍然处于一般附加值阶段。

我国包装发展史上，包装一般附加值阶段大致从

新石器时代开始延续到西周时期。

这种情况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这时包装的高附加值开始出现。之所以如此，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快速

发展。这一时期，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带来

了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快速发展。加之诸侯争

霸、地方割据以及兼并战争的频繁出现，经济多

中心化俨然形成，出现了如临淄、安邑、邯郸、

咸阳等繁华的大都市。杨宽曾指出：“在春秋时代，

国君所居的首都——国，卿大夫所居的大邑——

都，都有城的建筑，实际上就是领主的堡垒。到

战国时代，城依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堡垒，但是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已成为城的主要部分

了。”[2]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多中心的经济局面，

为商业、包装业以及其他手工业发展，创造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因为这些经济中心的出现和确立，

不仅为手工业原材料及其产品提供了流通渠道和

交换场所，其还起到了繁荣商品市场的作用。商

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了一个富商阶层和相对富裕的

工商阶层的形成，这对于为市场提供民用品的民

间手工业来说，意味着社会购买力的增长。此外，

贸易的增长和扩大也起到了刺激消费的作用，这

对于民间手工业来说，又意味着市场的扩大 [3]。

有商品市场，就有市场竞争。市场竞争的出现，

从另一方面来看，具有商品促销意义的包装，就

势必会日益得到重视。具有现代包装意义的商品

包装也因此而诞生。如此，包装的价值便由奴隶

制下物物交换的一般附加值，转变为以货币为媒

介的商品交换下的高附加值。

包装附加值的提升，从产生的条件来看，是

建立在社会生产专业分工基础上产品商品化的表

现；从实现过程来看，是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条件

下，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价值发生偏差，交换

价值大于价值的结果。在这一现象形成过程中，

包装除了物理功能得到一定强化以外，还起到了

促进销售，甚至塑造和维护品牌的作用。我国从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商品经济，一直到鸦片战争爆

发，商业在社会经济中虽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并

且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其在整个封建经济体制中的比重并不高；因此，

这一阶段我国服务于商业的包装制品生产并不发

达，然其所带来的高附加值的现象却是存在的。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买椟还珠”的故事，

就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注意质量和包装，包

装所带来的附加值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现实。

这充分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要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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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高，他们对商品不仅有物美价廉的质量要求，

而且还有欣赏、审美方面的要求。

自此之后，历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叶，

特别是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市场的开放，商业活

动的自由开展，商人队伍的扩大，商品经济的比

重逐步增大，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手工业领域，

商品化程度都大大提高，包装的重要性也日益凸

显，包装的促销功能得以大大加强，包装制品也

变得越来越讲究。这不仅从当时常见的瓷质包装

容器的形制与形式异常丰富且绚丽多姿的现象之

中，即可见一斑 ( 大量的实物资料显示，当时特别

是两宋时期的瓷质包装容器，按类型可分为瓷盒

类、瓷瓶类和瓷罐类。仅瓷盒类包装的器型有圆形、

瓜形、梅花形、子母形等 ), 而且，从瓷盒的专门

化生产和瓷盒上所见私家店名印记等诸多商业化

要素的事实之中，也可以得到确证。产量较大的

景德镇窑和德化窑，就拥有专门从事制作瓷盒子

的专业作坊。其中景德镇窑生产的盒子，大部分

都刻有印文铭记，这些铭记大多数是景德镇瓷盒

作坊的私家店名，如“许家盒子记”“段家盒子

记”“蔡家盒子记”“吴家盒子记”等。据现有

资料统计，已知有潘、段、余、陈、汪、吴、兰、

程、许、蔡、张、朱、徐等十三种姓氏标记 [4]。德

化窑在宋代制作的盒子，其造型、纹饰也异常丰

富，有一百余种 [5]。表面上来看，这是不同的作

坊主希望通过铭刻标记的方式，起到广告宣传的

作用，其实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是商品经济发展

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引发的人们市场观念的改变

及其在包装物上的延伸体现。更进一步而言，就

是这一时期的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包装在市场竞争

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也就是说，包装能

为商品创造高于商品本身的市场价值，得到了社

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和肯定。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

馆的北宋济南刘家针铺广告铜版，也是典型例证。

该铜版上雕刻着“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标题，

中间是白兔捣药的图案，于图案左右标注“认门

前白兔儿为记”，下方则刻有说明商品质地和销

售办法的广告文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

不偷工，民便用，若被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

整个版面图文并茂，白兔捣药相当于店铺的标志，

文字宣传突出了针的质量和售卖方法。这幅广告

既可以作针铺的包装纸，也可以作广告招贴，无

论哪种情况，都起到广告宣传的作用。从这个意

义上，这种集字号、插图、广告语于—身的包装

纸 ( 宋代以后出现印有经营广告内容的包装纸，被

称之为“裹贴”。裹者，包装也；贴，具有招贴之意，

即招引人们知晓贴于物品上的广告。这种纸既具

有包装功能，又含有招贴广告内容，故名之为“裹

贴”。裹贴的出现，与印刷术的发展有着很大的

联系，它可将广告语、图案印于包装纸上，促进

了包装的商业化进程，使包装设计所追求的高附

加值得以实现 ), 反映的不只是其具备了现代性的

包装内涵，更在于其承载了人们的某种设计价值

追求。这种价值追求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包

装的设计发展，进而促进了设计的商业化进程。

所以，到了明清时期，不仅由于市场规模扩大、

交易品种增多，而且因市场结构向多层次、多方位、

行业化方向发展，商品包装便作为一种专门的形

式，广泛出现于市场和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之中。

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

长江三角洲一带，固定的市集逐渐向市镇化转型。

如松江、吴江等地原有的集市，由于居民日盛，

商贾辐辏，纷纷自成市井，使城镇数目激增。凭

借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威

胁到封建社会的官僚和士人，所以紧接着出现了

大批士人弃官、弃儒而从商的现象，当时“舍儒

就贾”“以商起家”的士大夫比比皆是，其对利

的追求甚至使“农、儒、童、妇皆能贾”。明万

历年间，学者吕坤指出，当时投身商业经营的人

数很多，“（商人）天下不知几百万矣”。随着

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形成和繁荣，以及

国外商品的不断涌入，包装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

的加强和拓展。一方面市场要求商品生产者提高

产品品质，使其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

另一方面，出于长途物流以及促销和引领时尚观

念等多种需要，商品包装受到更多关注，通过包

装设计追求高附加值成为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常态。

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 19 世纪下半叶，以

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两次工业革命，

实现了工业上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生产、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阶段的转变。随着资本主义

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大量同质化商品充斥市场的

激烈竞争下，包装的销售功能被强化，成为无声

的推销员，包装设计进一步受到重视，包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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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追求超附加值时代。

我国由于近代化历程起步晚，且是在西方列强

以坚船利炮攻破国门以后，被动地开始的，因而

其工业化的过程十分缓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

后，我国才逐歩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更由于我

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都是

在严格的国家计划之下进行的，在这种经济体制

下，包装的功能自然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保护产

品和方便贮运层面，甚至这些层面都得不到保障。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以前这段时间，因包装不善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直触目惊心。数据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我

国每年因包装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 100
亿元 [6]。在这种情况下，包装自然难以产生超附

加值。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

立以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

包装设计才倍受重视，包装设计的经济价值追求

才得以充分释放，我国从此进入了一个追求多层

次经济附加值的时代——少部分商品通过一流的

包装设计，获得了超附加值，大量商品通过好的

包装设计获得了高额附加值，极少商品包装因缺

乏设计意识，包装所带来的只是一般附加值。

需要指出的是，包装从其起源发展至今，每

一个阶段，其所产生的附加值并不是整齐划一的。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生产者对包装认识水平的差

异，导致人们对包装设计价值的追求也不相同。

设计创意和表达实现条件的限制等，也导致同一

时期商品包装千差万别，其所产生的实际附加值

高低不同，大致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形。

二 驱动因素：包装价值形成的内在

逻辑

包装附加值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历史演变，

毫无疑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没有丰裕的物

质资料、商品，包装的价值和意义就失去了基础，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既是物质资料的

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生产活动满足消费需求，

不断的消费需求刺激生产活动持续开展。这种双

向互动，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使物质资料

的生产不断丰富多样，以适应和满足人们更多、

更高的需求。

无论是从理性的角度考量，还是参照现实世界

的实际情形，人类的需求层次都呈现出不断增多

和不断上升的趋势。从总体上看，其体现在物质

和精神两个方面。这在我国古代典籍和马克思著

作中多有论述。早在我国春秋时期，就有“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

的说法；西汉晁错也在《论贵粟疏》中指出当时

商人追求的生活是“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

文釆，食必粱肉”。这充分说明在物质资料生产

尚不发达的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物质追求和在

此基础上的精神追求的秉性，已为思想家们所洞

悉。司马迁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正是对人们追

逐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的精辟描述。马克思有一

个十分著名的命题：“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 人类物质需求与

精神需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又互相转化。

它们总是同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

总是同一定时期人们的思维、兴趣、习惯联系在

一起。人类的这两种必然需求，从来都是十分具

体的，从来都映现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突出的时代

特色。精神需求建立于物质基础之上，往往依赖

于物质需求，与一定的物质联系在一起。其不仅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有时还会影响物质需求

的动向。

心理学家认为，需求即渴望。渴望是人与动

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因为人具有思维和意识，一

旦开始思维活动，形成意识，就会有主观能动性，

就会产生某种渴望。这种渴望无论是物质方面还

是精神方面的需求，都一方面存在原生性，另一

方面存在示范性。所谓原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人的本性萌生出来的，而示范性则是建立在对

自身以外的判断和选择基础上的。心理学研究结

果和人的行为告诉我们，无论物质需求与精神需

求有多么巨大的刺激性，但在不同的社会阶段、

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对它都是有选择的。同时，

物质需求是有限的，而精神需求是无限的。一方面，

物质需求要受物质条件的限制，物质条件总不能

无限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人们总是有不断创

造物质条件的热情；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对于人

们的需求有一种恒定的有效性，其总不能无穷尽

或者永远被使用。相对地说，精神需求一方面表

现出层次性，另一方面却可以跨越时空。这种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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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是由个人的身体素质与禀赋、具体的社会

制度和人们在社会中角色不同而导致的。具体而

言，精神需求表现为精神满足、精神消费和精神

愉悦三个层次。

从一定意义上说，精神需求更体现了人的特

征和本性。精神需求作为人类生活特有的、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对人的行为有着重要的支配作用。

在人的需求系统中，物质需求是人类生存的前提

和基础，离开人的物质需求去谈精神需要及其作

用，必然陷入历史唯心论。人的精神需要作为内

心的意向，作为动力和目的，强烈地影响和制约

着人的行为和目的，也影响和制约着包括物质在

内的其他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历史

发展中有三个基本因素：一是延续后代的需要以

及自身的生产：二是物质需求及物质生产：三是

精神需要及精神生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精神

需求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然而，作为社会

的人，其精神需要的形式、满足和发展都离不开

社会、离不开他人。精神需要的社会性，决定了

其价值也是依据在社会中的作用衡量的。需求就

是价值与代价的平衡。

从物质的角度来说，需求量的变动是价格造

成的，事实上，这种情况实质上只是从物质需求

一方面而言的，是有形的；而需求的变动则是除

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正是精神需求

的特点。包装作为产品的外衣、附属物，一旦围

绕人的需求，从经济层面来说，有形的包装便具

有了无形和无限的价值可能。商品经过包装以后，

所产生的价格和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差异，价格高

于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装形态带

给消费者的精神感受与体验。包装附加值的不断

提高，是审美主体－消费者对审美客体－包装物

统一的结果。两者的契合度，是价值取向的认同度。

这种价值取向，与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的人本主

义的设计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无论是考古发掘的结果，还是留传

下来的古代包装制品，无论是视为经典的当代西

方国家的包装设计，还是倍受青睐的市场上的优

秀设计案例，都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展开创意的，

都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作为创意的追求目标的。正

是这种超越自然的、不受制约的、狭隘的人本主

义设计理念，使过度包装、用毕即弃的包装现象

甚嚣尘上、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资源过度消耗

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当代社会，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包

装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这类包装虽然制作成本

高，但因人工智能的介入和运用，其具有了摹拟

人的行为能力的某些特点。其在包装的物理功能

得以进一步增强的同时，因能更好地迎合甚至引

导消费者精神需求而倍受消费者追捧。客观地说，

智能包装对包装物理功能的追求，是科技发展的

必然结果，其使包装的价值和意义进一步提升，

从物质需求的层面提高了包装的附加值；而其所

赋予包装摹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行为的功能，

使消费者在进行实物消费的同时，也获得了服务

消费、文化消费等传统包装不曾具有的体验，这

样就从精神需求层面提髙了包装附加值。这两个

层面潜在的高额附加值，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

下，使得智能包装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而传统

包装所引发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问题，在这种

利益驱动和价值追求下，显然也很难得到有效的

治理和解决。

三 实现条件：包装价值提升的技术性

与审美性因素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不断

提高的结果，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事实上，

无论是从古至今社会的发展，还是包装业的进步，

无不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一部包装发展

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技术进步史。但是，包装

的发展又不同于其他的造物行为那种仅凭技术创

新即可实现的，其是在整个社会科学技术得到充

分发展的前提下，人们对包装精神功能的需求与

日俱增且双向增强的产物。包装上所体现的技术，

除了一些贮藏技术或者保护经验以外，基本上

是沿用和借鉴其他行业领域的技术，为包装而专

门进行技术研发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都是最近

二三十年间发生的，并且是学科、专业领域不断

细分后的结果。科技发展与精神需求两者在包装

上的结合，从前者来说，构成包装制品的材料的

拓展、功能的增加到加工工艺的优化、劳动效率

的提高，都离不开技术；从后者而言，精神需要

虽然是一种软性功能，但按照马斯洛的层次需求

理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不仅纯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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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精神需求不断滋生，而且新的物质资料需

求也往往因精神因素引发。人们努力去寻找精神

因素实现的办法与途径，技术与艺术结合就此形

成，二者殊途同归。这种结合最终在包装制品上

表现出附加值增加的可能性和消费者为之消费的

必然性。

从整个包装的发展来看，技术进步与精神需求

的作用，以及两者的结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材料的发现、发明所带来的包装品种及其

样式的多样化。

无论是天然材料，还是人工材料，其发现和

发明的过程，在历史上乃至今天都是十分不易的，

因而具有非凡的意义。从人类对天然材料性能的

认识，到人工材料的发明并运用于包装的情况来

看，先后被利用的主要材料包括自然材料、陶瓷、

金属、纸、玻璃等，而这些材料的先后发现、发

明和利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现代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材料科技的进步。

人类早期，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处于原始阶

段的人们只知道直接利用天然的树叶、果壳等作

为包装材料。随后，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

逐渐认识到了草茎、树皮、竹、藤等柔韧性植物

可以用于编织，所以，用稻草、芦苇、树皮、竹、

藤等，搓拧编成的绳子、篮子、筐子、箱子等，

在传统的包装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传

统包装中主要的用材和形态。到了新石器时代，

人们发明了制陶术，陶器的烧制成功对于包装的

发展演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不仅标志着包装

材料的使用由自然化形态向人工化形态转变，而

且陶和在陶之后出现的瓷，由于其良好属性，也

作为主要的包装材料倍受人们重视。此后，青铜、

金、银、铁等金属材料相继被发现和冶炼成功，

这些新型包装材料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包装制品

加工工艺的改进，而且这些金属材料本身也被广

泛用于制作各类包装容器。至于造纸术和印刷术

的发明，更是堪称包装领域的革命。用纸张作包

装材料，在包装成型、制作工艺、轻便性、成本

及广告印刷等方面均具有绝对优势和无比的优越

性。可见，手工业时代包装的发展，始终是和新

材料的发现与发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

异，各种人工复合材料被研发，并被运用到包装

领域，从而使包装制品更加丰富多样，包装的功

能不断扩大并完美实现，更使得包装产业链无限

延长。其围绕包装生命周期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

系，包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也不断增强，对

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日益凸显。

二是成型工艺的改进、完善所带来的包装容器

种类及其规格的多元化。

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出土的实物来看，在制陶术

发明以前，包装容器基本上是自然界的果壳之类。

制陶术出现以后，人工造型能力不断提高。陶器

成型大致经历了从手工捏制到泥条盘筑再到快轮、

慢轮的演进，随之，包装容器向大型化、多样化

发展的同时，器型变得规整有序。而作为金属包

装的青铜加工工艺，大体上经历了范铸法向失蜡

法发展的阶段，同时还出现了铸接、焊接、榫接、

铆接等技术，以及镶嵌、金银错、鎏金、刻纹等

方式方法。这些技术的发明和不断成熟，推动了

人们对包括青铜在内的金属材料属性的认识，使

人们可以根据包装物的内容、性质和形态，自由

地选择包装容器的造型和结构。传统包装种类、

规格的多元化发展无疑是建立在对陶器、金属加

工工艺等不断改进、完善的基础之上的。

工业革命以后，在包装领域，机械化、标准化、

批量化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手工的、个性的、

小量的包装制品生产方式，包装制品的成型工艺

更是科学、合理和多样化了，金属容器中常用的

挤压、冲压、液压等成型技术和纸制品包装中的

模塑、切割、一纸成型，以及近几年快速兴起的

3D 打印技术，更使包装的形态、装饰几乎不受任

何限制和影响，如果不受成本制约，其几乎达到

可以到随心所欲的程度。随着工艺技术的不断改

进，包装的个性化、人性化、智能化程度将越来

越高，发展变化将越来越快。

三是装饰手法的娴熟、丰富所赋予的包装艺术

审美及其文化内涵的不断提升。

毫无疑问，与其他造物原初出现时的情形一

样，包装是以实用器的形态出现的。随后，出于

审美、情感、精神等的内在需要，其很快便表现

为实用、形式审美融合的形态。包装物除物质功

能以外，兼具精神功能。这种精神功能大致通过

造型、装饰以及造型与装饰结合三种方式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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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种表现形式，它都是建立在装饰技艺不

断演进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包装物人工制品

上所承载的精神功能最初从陶器开始，而新石器

时代最早的陶质包装容器主要考虑的是物质功能。

由于那时人们对陶器制作技术的认知及掌握程度

有限，对其一般不作装饰，即使需要装饰，也仅

利用简单的磨光、几何纹、压印绳纹加以修饰。

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及陶器装饰技艺的成熟，陶

器迎来了彩绘时代。古代陶质包装容器的彩绘图

案或纹样明显地完成了由具象形象到抽象图案的

演化，表现出强烈的对称与韵律、对比与均衡、

虚与实等形式美学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形式多

样的装饰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体现出古人

质朴而原始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崇拜文化内

涵及神秘的巫术文化意味。此后出现的青铜包装

容器则从原始思维走向理性逻辑，其在符合形式

美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一种秩序之美、理性之美

及雕塑之美。而之后瓷器的装饰，由于印花、堆

花、贴花、刻花、画花、剔花、彩绘及粘塑、透雕、

浮雕和多样化的釉色装饰技艺的出现，极大地丰

富了手工业时代包装的艺术审美内涵，成为时代

文化传承的载体。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装饰的手法、工艺更是伴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层出不穷。各种特效

表达工艺、手法、方式被广泛运用到包装上，这样，

包装就不仅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作用，而且还承担

着创新文化的使命，其不仅满足和迎合大众审美

的要求，而且引领着时代审美价值的变迁。

四是大众的审美需求、美的物质性表现使包装

成为承载审美变迁的重要载体。

与人类的物质需求一样，审美的精神需求由来

已久。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出现的早期，就萌生

出十分强烈的审美要求和审美表达愿望。这种需

求与愿望，虽然存在着有目的的专门行为，但在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手工业时代，更多地还是

表现为与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与结合。这样，就

使得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包装成为其审美需求

及表现的重要载体。事实上，从我国古代包装发

展史来看，从原始陶质包装容器到夏商周的青铜

包装容器，再到春秋战国以后兴起的漆制包装和

汉末的瓷质包装容器，其不仅造型丰富多变，而

且人们还运用各种装饰手法，使其在体现材质美

的同时，同时具有装饰美。这些造型和装饰或表

达人们的精神追求与寄托，或传达出创作者对现

实生活的热爱与满足，折射着精神世界与现实世

界、民族习俗与地域风俗、区域文化与时代风尚

的某些特征。

包装作为人类审美的载体，其承载的时代审

美内容的无比丰富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性和灵活性，

使其对包装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成为

物质因素之外引发和助推包装发展的又一重要因

素。包装物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同步发展，使其在

反映和引导人类生活方式变迁的同时，也反映了

人们的审美态度、审美对象、审美内涵和审美方

式的变化。其在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多

元观照之下，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

的进步。

四 走向未来：包装设计价值的当代

建构

毫无疑问，单纯以人的物质需求和审美需求

为包装设计价值追求的尺度，是狭隘的人本主义。

未来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必须限制“人”的某

些需求，对“人”的需求的满足，不仅要适度，

而且要甄别“真伪”。按照美国思想家赫伯特·马

尔库塞的理解，人类的需求不一定是真实的，在

很多的时候还可能是虚伪的。他指出：“为了特

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

要……是‘虚假的’需要。…… 现行的大多数需

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

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

一范畴之列。 ”“ 只有那些无条件的要求满足的

需要，才是性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

质水平上的衣、食、住。”[8] 从这意义上，人的

真实需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是包装设计价值追

求的必由之路和最终归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

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丰裕程度是社会发

展的标志。人类生存、生活的需求和欲望，人类

的创造力和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保障，推动人类社

会不断发展。这种关系和发展模式在人类的需求、

欲望尚未超出和突破地球的承受能力时，往往呈

现出需求刺激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其也

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促进生产发展这一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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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的具体体现。然而，当人类的需求超出我们

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再生能力和承载力时，其导致

的问题乃至危害必然产生和爆发。20 世纪 80 年代

以后世界各地频发的各种灾害，据科学研究分析，

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与人类对地球资源和环境的不

断破坏联系在一起。人类为了追求物质的、精神

的更高、更多的需要而忽视生存环境的承受能力，

表现出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追求经济效益的价

值取向。其所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

染等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痛点和难点。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因此成为

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想和必须努力践行的发展

方式。

包装作为产品的附属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其满足和服务于商品生产，发展经济、塑造

和维护品牌上的不可或缺性和重要性是无可否认

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包装制品的生产状况代表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新型包装方式的出现反

映了社会由产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之后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

因包装所引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

目前已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重视，世界各

国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其包括新材料、

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以及治理政策的制订

与实施措施的探索。前者包括各种新型包装材料

的大力研发、包装加工工艺的优化和完善，其致

力于使包装用材可以再生、重复利用，使包装生

产过程低碳、减碳化；后者则是通过出台一系列

法律法规，诸如限塑令、禁塑令等，对包装生产

者和消费者给予行为规范和约束。凡此种种，都

表明包装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关注和

重视。然而，客观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包装所

引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两大问题目前还只是

在一定范围内有所缓解，其还远未得到遏止和解

决的程度。从全球范围来看，其甚至呈愈演愈烈

之势。目前已有的包装问题的治理措施，尚只具

备治标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包装问题。

因为建立在思想意识支配基础上的人的行为，是

离不开价值的取向、价值的认同和价值的判断的。

对于包装这种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造物来说，

其所蕴含和承载的价值观，一方面是生产者的，

另一方是消费大众的。两者之间，不仅存在主体

和客体之分，而且作为主体的动机和客体作用的

结果也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就包装生产者而言，

其包装物所反映的表象背后的一切是以追求经济

效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因此，利益优先、利

益最大化是其价值追求的根本所在；而对于消费

者来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包装只是所要购买商

品的附属物，除了产生品牌效应，满足视觉或精

神愉悦之余，他们对包装用毕即弃后的废弃物或

熟视无睹，或发出偶尔的感叹。可见，这二者之

间在价值追求上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突出地表

现在经济利益上——生产者想通过包装追求高额

利益、超附加值，而消费者在满足消费心理时，

希望为此少付出经济代价。

既要使包装很好地服务于产品、充分满足人们

对包装制品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同时又要确保

包装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相

适应，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满足当下

需求和未来发展要求的包装标准。毫无疑问，这

种标准的提出，必须建立在现实和长远兼顾、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并且要求盱衡于整个包

装产业链和包装全生命周期。必须抛弃狭隘的人

本主义思想，走出追求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误区。

笔者认为，这种包装误区突出体现在包装设计的

价值追求上。因为作为一种造物行为，其关键是

目标定位和对构成目标的因素与环节的准确把握，

而这一目标是由价值追求决定的。从前述包装发

展的历史演变来说，其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追求转

变的结果。以往包装的价值追求建立在经济利益

追求上的附加值上。面对包装引发的问题，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必须对之进行调适，我们必

须在问题意识指引下，针对目标问题，进行价值

追求的重新选择。很显然，包装的价值追求不能

再以追求附加值作为旨归，其应从传统的人的无

限需求、附加值的超本质追求两个方面转变为人

的真实需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里人的真实需

求是前提、条件。包装必须以人的真实需要为出

发点，尽可能地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

需求，但自然和谐更应该是人的需求满足和实现

的原则、结果。包装制品、包装产业链、包装生

命周期都应与自然环境构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我们绝对不能允许存在掠夺资源、影响环境的现

象出现。人们必须把这种价值追求贯穿到包装制

朱和平：包装设计价值的历史演化逻辑与当代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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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生产中。其涉及到包装材料的撷取、形态的

确定、装饰的选择、工艺的优化、储运的方式和

废弃物的处理等一系列因素和过程，而决定这一

切的无疑是包装设计。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包

装设计理念，在整合设计理念 [9] 的指导下，基于

消费者的客观需要，围绕包装产业链和包装全生

命周期，以追求包装制品生命周期与自然和谐共

生为原则，使包装设计成为人类合理价值追求的

载体。 
在包装引发的问题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

问题的治理必须从引发行为的价值追求层面入手

进行把控，而不应该只是针对某种现象或者某个

问题试图希望通过技术的、策略的、法律的方式

加以解决。事实证明，这些做法只能治标，甚至

只是扬汤止沸。如何既满足包装生产者对经济利

益的追求、消费者的心理满足和视觉需求，又符

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的

包装价值追求，其在数字智能化时代既迎来了契

机，又面临着挑战。这里所谓契机是指智能包装

作为一种新型包装，以技术为先导，而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一些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将改变包装的定义，

使包装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我们有

可能按照新的价值追求对智能包装进行全新的规

范；所谓挑战，则是因为智能包装的各种形式离

不开智能材料、人工智能技术等的集成、整合，

这使得包装制品的构成更加复杂化，使得包装废

弃物的回收、处理难度更大。对此，我们必须通

过在智能化中添加便于和确保包装废弃物回收利

用的技术，构建完整的回收模式与体系来加以应

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治理和解

决包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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