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号学视域下传统文化融入广西特色
食品包装的设计研究

李旭昌①

（潍坊学院　 美术学院，山东　 潍坊　 ２６１０６１）

摘　 要：特色食品作为具备地域性特征的产品种类，如何在其包装中凸显自身的“特色”与
“ ” 。内涵 更是成为其包装设计必然考虑的问题 本文以符号学的视角对于广西的特色食品包

装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融入与表现研究，以期丰富特色食品包装的文化内涵、推动当地传统文化

的传播、提升特色食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分析过程中，以传播学、设计学等方向搜集相关的数据

与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并且援引部分设计案例作为论据进行论证。 研究得知，传统文化符号在

广西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表现与应用不仅要传达文化内涵，而且要将地方的风俗习惯融入其

中，对食品特色的内容进行着重刻画，综合上述因素构建出包装设计中的“视觉符号”体系；通
过配色、纹样、图像的分析与设计，让产品的审美、文化、食品特色得到体现，提升包装的美感与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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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７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并且实施《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

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
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１］。 其不仅对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予以高度肯定，同时也针对各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以及表现形式的

拓展和完善方式提出新的要求。
特色食品作为传达地方饮食文化、风俗习惯的商品之一，如何将其所具备的传统文化通过视觉符号

的转换放置于包装之中，使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具备更加多样化的形式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以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色食品包装为目标研究对象，探讨在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视角下如何进行广西

特色食品的包装设计，借助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将地域文化融入到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 从符号学的视角

探讨如何通过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让广西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体现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以更加丰

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推动广西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推动广西当地特色食品产业的发展。
１　 广西传统文化的要素分析

１． １ 广西传统文化层次结构

文化的内容包含观念形态、精神产品与生活方式。 其中观念形态指的是涵盖了宗教信仰、法律与政

治、价值与观念等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精神产品则是包含了文学、艺术等知识成果；生活方式主要为民

情风俗、衣食住行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２］。 地域传统文化作为模式化的存在，是不同的共同体或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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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不同的行为与仪式、感知与思想，是在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等多重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由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孕育而成［３］。
综合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概念来看，其内容不仅包括建筑、服饰、饮食等传统物质文化；也包括宗

教、风俗、审美取向等精神文化。 因此，广西传统文化即广西传统艺术种类、广西传统建筑种类、广西传统

特色服饰、广西传统饮食品类、广西自然风景；广西宗教文化、广西风俗民俗、广西地区的审美取向，等等。
１． ２ 广西传统文化内容分析

根据上述文化结构图的内容来看，由于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内容不同，对于广西传统文化的应用路

径、方式也应当有所差异。 因此，对于其视觉元素的提取首先应当建立在明确广西地区传统文化具体种

类、内容的基础之上。
表 １　 广西传统文化内容

文化类别 文化内容

传统艺术 壮锦；桂剧；竹竿舞

传统建筑 干栏；吊脚楼；三合院；禾廊；七门房

传统服饰 黎桶；花幔；绣鞋

传统饮食 酸嘢；螺蛳粉；老友粉；
名胜古迹 叠彩山；侗族风雨桥；灵阳寺；漓江

宗教文化 道教；佛教

风俗民俗 陇端；三月三；牛魂节

如表 １ 所示为广西地区传统文化内容的典型种类以及相应的图像纪实信息。 对比图 １ － １ 中结构图

可以看出，除了当地的审美风尚作为抽象化的、风格化的特有文化内容，其他文化类别均有对应的文化内

容。 在传统文化内容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其传统艺术、传统建筑、传统服饰或者是宗教、风俗民俗

等等都与广西本地的民族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例如壮锦、吊脚楼、干栏，等等。 而对于视觉要素的

提取则应当建立上述传统文化类别对应文化内容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视觉符号的提炼。
１． ３ 广西传统文化视觉符号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广西传统文化的视觉要素通过色彩、图像的方式来传达能够体现出其传统文化

的内容，从包装设计的视角来看则可以通过具象化的视觉要素和抽象化的视觉要素组合后予以表现。 且

在分析中发现其传统文化体系的形成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联密切，因而可以从其民族审美特色中进行色

彩要素的提炼、从符号表现的角度进行图像要素的提取。
表 ２　 广西传统文化中的色彩符号

色彩 象征内容

红色 热情；兴旺；太阳；火
黄色 土地；植物

青色 自然；树木；山峦

黑色 吉祥；福祉；尊贵；庄重

在色彩视觉要素方面，广西传统文化中的色彩审美反映着其特有的民族审美情趣，受到我国传统“五
色观”的影响。 《尚书·洪范》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中水尚黑、火尚赤、
木尚青、金尚白、土尚黄［４］。 而广西传统文化中对于“黑色”的解读不同于其他地区，将黑色视为尊贵、庄
重、吉祥的代表，因而在色彩审美方面延续了“五行观”的同时对白色的应用并不广泛，而是以“黑”为主，
以“红、黄、青”为辅传达其独特的审美理念。

·３７·

第 ２ 期 李旭昌：符号学视域下传统文化融入广西特色食品包装的设计研究



表 ３　 广西传统文化中的图形符号

从图形的类别来看，包括抽象化图形和具象化图形两种类型［５］。 由于早期摄影摄像技术尚未出现，
因而图像仅能通过手绘、雕刻等方式来展示，将人们对于某一种事物的观察和理解以抽象化图形提取的

方式形成特有的纹样，例如图腾纹样、动植物纹样、几何纹样，等等。 后期随着摄影摄像技术的出现、印刷

技术的发展，广西传统文化在图形中的表现也不再仅能够通过抽象化提取的方式表现，同时也可以通过

影像的转化进行直观的表达。 如表 ２ 所示，在具象化图形符号方面，对于广西地区的建筑、人物、风俗通

过影像或者插画的方式进行直接表现能够较为直观的展现出其地域特征和背后的文化审美特色；而抽象

化图形符号中分别为铜鼓图腾、植物纹样、几何纹样，是广西地区人民将动植物以及图腾信仰以抽象化手

法转变化几何构成的图形后展现出的视觉效果，相较于具象化的图形符号而言虽然并不直观，但是特有

的秩序和规律感传达出神秘而独具特色的美感。
综上所述，作为视觉符号的广西传统文化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内容，而视觉符号的表现则是将以

上传统文化内容通过影像、插画或者纹样、色彩等视觉表现方式进行具象或者抽象化的处理转化后呈现

于大众视野之中，使作为“符号”的视觉信息包含广西传统文化的内容。
２　 传统文化符号在广西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表现原则

２． １ 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传达

食品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食品特色的表现也需要通过传统文化内涵的表

现来衬托与延拓。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各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在这一片土地上挥洒热血，辛勤劳作，
繁衍生息［６］。 经过历史的发展和传承，广西各族人民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共同创造了广西独特多彩的地

方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广西的地域文化是在民族融合下产生的，它是各族文化、广西土著文化、外来汉

族文化碰撞、融合下的产物［７］。 经过历史的前进和推移，各族人民交流日益密切和频繁，这也促进文化进

一步融合，经过吸收和消化，已融合为具有广西特色的地域文化。 由此可见，广西的传统文化具备多民族

融合的特征，具备文化多样性。
在食品包装设计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表达也并非是对于传统文化要素的直接转化，而是通过具备上

述传统文化特征、传统文化内涵的表现，让广西地区特有的多民族、多样性文化内涵以视觉符号的方式进

行展示。 具体而言，需要根据特色食品本身所具备的文化背景进行文化内容的选择，随后基于其背后关

联的传统文化内容根据其视觉表现形式提炼出相应的视觉符号，例如制作过程、制作场景或者相关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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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绘，等等。 借助“视觉符号”的方式让消费者能够联想到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对于食品本身产生更加

生动、形象的认知。
２． ２ 对地方风俗习惯的隐喻

地方风俗习惯指的是在本地区形成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民风民俗、手工艺术、村寨建筑、节庆活动等在

内的传统民俗事象［８］。 地方的民俗与风俗文化灿烂如花、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拥有最广

泛的群众基础，是最具有生命力与凝聚力的传统文化［９ － １０］。
地域特有的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一方面是为了推动食品的销售，传达食品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起

到宣传地方文化、提高消费者了解程度与认同程度的作用［１１］。 从这一视角来看，广西传统文化在特色食

品包装设计中的表现应当能够体现出地方的风俗习惯，无论是节庆风俗、婚嫁风俗或者是饮食场所，都可

以融入到包装设计中使消费者读取视觉信息的同时产生代入感，了解食品本身信息的同时更加深入的认

识广西的传统文化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传统文化可以通过文字的视觉符号、图像的视觉符

号进行直接转化，地方风俗习惯往往是系统、动态的过程，因此其视觉符号的转换也应当是通过对风俗场

景或者相关用品的特征提取来完成，即将“风俗习惯”的活动过程以“隐喻”的方式体现在静态的、平面的

视觉符号之中，引发消费者的一系列联想、提升特色食品包装的趣味性。
２． ３ 对食品特色内容的呈现

相较于其他类别的食品包装设计而言，特色食品包装中的“特色”是包装信息中不可或缺也是至关

重要的部分。 其“特色”既可以表现为食品口味的特色、材料的特色，也可以表现为产地的特色、生产过

程的特色等等。
在包装设计中，无论是传统文化的表现、风俗习惯的隐喻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深化消费者对于产品

本身的认知，即在促进产品市场销售的基础之上起到传统文化的带动作用。 从这一视角来看，食品特色

内容的呈现也是需要重点表现的视觉内容，即将其所具备“特色”之处转化为视觉元素后表现于包装之

中，让消费者在看到包装后能够迅速理解其所具备的“独特”之处，以及“特色”的来源［１２ － １３］。 不同的食

品所具备的特色有所差异，因此在视觉符号的呈现也是对于其具体“特色”内容的呈现，例如以口味为特

色的食品可以通过口味相关联想内容的视觉符号来表现；以材料为特色的食品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形的

方式将材料的信息进行视觉符号的转化，等等。 让广西特色食品包装设计的视觉效果能够呈现出递进式

的视觉信息解读流程，达到表现食品特色信息、传播地方传统文化的目的。
３　 传统文化符号在广西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手法

３． １ 体现地域审美特色的配色应用

将传统元素应用在现代设计。 首先，要结合包装的实用功能以及主题内容，其次，也要注重设计的整体

性，这一整体性指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整体性［１４］。 这就意味着设计的过程中对于传统视觉元素的应用并不是

简单的元素堆砌，还需要通过适当的设计手法进行变形处理，使其保留自身视觉元素特征的基础之上能够

传达出现代化的美感，而配色的合理应用就是使各项视觉符号呈现出统一而整体视觉效果的基本方法。

图 １　 “桂酱”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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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１ 所示为广西特色酱料食品“桂酱”的包装设计。 在包装中的视觉信息包括产品本身的文字信

息、体现原料特征的图形信息、源自于广西地区民族特色的背景纹理。 丰富的视觉信息以前后衬托、左右

排列的方式体现于包装之上而不显得混乱，正是由于其对比鲜明的配色方案，提取源自于广西传统文化

中的 “红”、“黑”、“黄”色分别作为背景色、边框色、图像色彩，层次分明且符合广西传统文化的审美风

格。
综上所述，相较于具体的文字内容以及图案内容而言，配色方案对于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影响更为显

著，且决定了整个包装设计的视觉风格。 在广西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对于色彩的应用也应当延续广西

本地传统文化中对于色彩的审美理念，传达出“传统的”、“民族特色”的视觉风格，达到吸引消费者注意

力、引导消费者继续深入解读其他视觉信息的目的。
３． ２ 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纹样应用

文化内涵的表现不仅仅是对于传统视觉元素的简单模仿，而是对于内在精髓的表现［１５］。 例如在建

筑方面，壮族人更喜欢使用木楼的建筑形式，传统民居中通常选择依山傍水的环境，在对于建筑类视觉元

素应用的过程中应当体现出其环境特征以及建筑形式特征． 在习俗方面，壮族人有牛魂节、三月三歌节等

特有的节日，可以表现出其唱歌舞蹈的特有场景，让壮族的习俗文化得以传播［１６］。 总而言之，应当寻找

现代和传统的结合点，方可塑造和新时代意义相符，并且可以得到大众认可的现代民族设计作品，并使得

传统元素的文化内涵也随着现代设计的不断发展而得以进一步推广和提升。

图 ２　 丹泉酒包装　 　 　 　 　 　 图 ３　 丹泉酒包装

如图 ２ 以及 ３ 所示，丹泉酒包装设计中对于壮族视觉元素的应用。 可以看出两款酒包装中尽管色彩

不同却使用了相同类型的壮族视觉元素。 这一应用方式是直接将壮锦图案应用于酒瓶瓶身之上，无论是

色彩还是纹路都是对广西传统文化中纹样类视觉元素的高度还原。 在应用的效果中可以发现，纹样为对

称纹样，色彩丰富，绚烂夺目，在包装中占据大量的空间，因而是包装的主要构成部分，让其装饰作用以及

地域文化特色得到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在传统风格的配色应用基础之上，纹样的装饰对于传统文化的表现更加直接、风格更加显

著。 除了上述包装中源自于“壮锦”的纹样元素以外，也可以将广西地区壮族牛魂节、三月三歌节的场景

以纹样的方式融入到包装设计之中，使纹样成为表现地域文化特色的“视觉符号”，让包装设计在促进商

品销售的同时起到丰富包装文化内涵的作用，增加消费者的好感度、认同度。
３． ３ 体现地域食品特色的图像应用

不同于其他类别的视觉元素以提取于广西传统文化体系之中，特色食品中的“特色”则是更多的表

现其独特之处，因而主要是通过对图形绘制的方式让“特色”的内容得以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特色”的
形成往往与当地的自然条件、风俗民情等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对于“特色”的图像绘制与表现也应当以

此为路径融入地域的传统文化内容。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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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类型的“视觉符号”具备表达风格更加多样、表达内容更加丰富的特征，且图像的绘制也能够让

地方风俗场景、食品特色内容以更加具体的方式“复刻”于包装之上。 在广西特色食品包装设计中，应当

基于食品包装设计整体的风格进行包装图像的绘制，完成“视觉符号”的转化与传达过程，体现出更加丰

富的信息且提升包装设计的审美价值。 通过配色、纹样以及图像等元素的综合搭配与应用，通过“视觉符

号”的有效转换，完成广西特色食品的包装设计。
４　 总结

传统文化在地域特色类食品包装设计中的融入不仅对创意的表现和文化传播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而且也是商品在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市场环境中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影响因素。 而文化创意在产品

包装设计的中表现不仅要对地域文化有所映射，而且需要具备带动旅游经济的作用，同时符合现代化审

美。 这就意味着在地域特色食品包装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将“抽象”的文化转化为具象、可感的“视觉符

号”融入到食品包装之中，基于传统文化内涵的表达、地方风俗习惯的隐喻、食品特色内容的呈现原则进

行配色、纹样以及图像的设计。 达到提升广西特色食品包装设计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目的，也为广西特

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广西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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