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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教学中的传统手工艺内容探索 ①

刘雅静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传统手工艺作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造物行为，有着丰厚的文化根基。在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指导下，把传
统手工艺纳入包装设计教育体系是设计教育的必经之路。通过包装设计活化传统手工艺也被视作现代手工艺的发展途

径之一。重新审视包装设计和传统手工艺之间相似的诉求，在绿色环保价值诉求、文化表达诉求、产业化诉求上探索出

一条具有理论性、实验性、创意性的多元化包装设计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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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现状
及瓶颈

当下传统手工艺正处于一个充满机遇的时

代。在国家层面的号召下形成自上而下的传统手

工艺复兴热潮，政府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对传统

手工艺进行了大量的扶持与保护工作。这是党和

政府面对全球化进程中逐渐暴露出的信仰缺失、

民族意识淡薄、民族自信消解等问题作出的“固

本方针”，以期把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重新纳入

我们的生活和视野。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关于文

化强国战略的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

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必须立足于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汲取营养，获取力量，赋予时

代精神”。传统手工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整个中国发展长河中十分重要的文

化基础，作为活态的传统生产方式正转化为现代

文化产业的鲜活血液。其中，现代包装设计对传

统手工艺的探索相较于文创设计、时尚设计和产

品设计而言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即缺乏对历史文

化的把握、形式表现力度不够、成果趋于程式化

等。针对以上问题，思考如何将传统手工艺纳入

包装设计教育框架成为首要问题，且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

过去的设计师认为传统手工艺的独特性使之

与包装设计有诸多矛盾：包装设计反对过度包装，

认为传统手工艺制作周期长且人工成本高，容易

导致其成本造价高，高昂的包装成本有喧宾夺主

之嫌，环境伤害并造成资源浪费；又如机器生产能

使每一个包装达到完全一致，手工艺相较于机器

生产不仅效率偏低，且很难保证手工加工的每一

个包装形状完全相同，这种手工艺带来的不稳定

性在推广上同样存在短板，市面上现有的传统手

工艺包装风格给人低端的感受等。但对于高校的

教学而言，应该有效发挥教育的引导性和前瞻性，

积极面对此类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传承和发展

中遇到的瓶颈，使两者之间形成有效机制达到扬

长避短。本文重新审视包装设计和传统手工艺共

同诉求，试图充分认识二者结合的可行性，通过基

于理论性、实验性、创意性的多元化包装设计教

学，力图改变以往对传统手工艺在包装设计中呈

现的刻板印象，最终改善矛盾达到新的平衡。

２　现代包装设计与传统手工艺的共同诉求
２．１　绿色环保的价值诉求

在历史的长河中，包装设计一直以来冠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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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至上的原则，包装诞生之初的主要目的是方

便储存和保护物品。随着商业经济的推动和消费

时代的到来，包装设计逐渐发展为便捷使用、促进

销售等多功能的综合体。利益驱动下的多元化包

装开始刺激环保这根敏感的神经，包装材料成为

近年来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议题下设计师重点

关注的对象之一。“减量化、再利用、可降解”的

标准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包装设计的生命周期，包

装不再是商品被打开后的终结，而是成为关乎环

境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命题。现代绿色包

装设计理念成为一种顺应自然的价值回归，并与

传统手工艺人的天然材料观达成共识，在环保价

值诉求中保持一致性。

自古以来优秀而成熟的手工艺人对材料的认

识一方面依靠前人对材料掌控的集体经验，另一

方面便是个人对材料创新性的发掘。传统手工艺

是在完整认识和了解从自然界获取的材料之物理

与物性的基础上进行的，选择和实施具体的工艺

技术需要充分把握材料的物理性；而在制作各类

用途殊异的器物时，则需要充分了解不同材料的

物性［１］４５。对他们而言，掌握材料之物性甚至先

于技艺的学习。此外，一方风土气候孕育一方材

料，与此同时催生了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并使得以

自然为伴的手工艺人形成保护与珍惜自然材料的

价值观，长久遵循着较少伤害环境、与自然保持和

谐相处的信条。因此，天然材料观的概念既包括

对材料物性的全面了解和掌握，也包括对地方性

材料的重视、保护与开发，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材料观。有了这种观念，包装设计师既可以从

观念出发去探索传统手工艺价值体系里蕴含的生

态文明之内涵，又可以从实践出发去掌握诸如

纸、布、棉、麻、草、竹、木、藤、贝壳、果壳、皮毛、

泥土等天然材料温和而质朴的独特气质，让闪

烁着手工艺人智慧的美学特质在包装设计中不

断拓宽边界。当我们在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材料

时，这种共同的环保价值诉求会让我们重新思

考并权衡手中的选择权，避免永无止境的追逐

新材料，甚至把“新”当作一种噱头而无视材料

与设计之间、设计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在当下

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设计师应该把曾经被大

家无视与遮蔽的传统手工艺天然材料观与现代

绿色包装设计观置入同一价值框架内去探索包

装设计的多元化发展。

２．２　文化表达的诉求
包装设计的语言包括形态结构、材料肌理、装

饰信息等，在多种语言的作用下共同编码出包装

的信息与精神。新时代的包装设计不仅要有保护

与销售功能，更加侧重文化基因的内涵性，以期在

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与销售中传达国家与民族话语

并呈现中国文化。反观现代包装设计在西方流行

审美的驱动与影响下，部分作品虽然制作精良却

难以区分其本体携带的国家和地方文化属性，设

计语言附会于国外风格之上，从而产生语焉不详

的尴尬处境。相反，传统手工艺在文化表征提炼

与演绎的能力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传统手工艺人

在此方面有着天然的成就和独到的经验。所谓

“表征”就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的过程，这一定义

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

权力理论基础上的［２］１１。其中所谓的语言必须产

生于共同的文化背景，通过这一语言基础才能发

生共享意义，所以语言之于文化和意义都极为重

要，是打通彼此相互理解的壁垒。传统手工艺的

设计语言是手艺人内心思想观念外化的制作过

程，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化间，他们细微把控着肢体

与材料的接触，用形式、图案、色彩等语言表达个

人价值和文化意味，流露出鲜明的地方特定文化

烙印，形成文化表征，产生丰富的文化精神记忆。

即使生活在别处，我们还是能领悟传统手工艺中

存留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由于华夏民族同胞相同

的语言思维模式。这是大家共有的潜意识。中国

的包装设计应当担负起文化的传承，从传统手工

艺中吸收民族性的设计语言和天然的文化精神，

在商业和美学的双重价值里都产生文化意义，这

是新时代战略下的包装设计师的重要使命。

２．３　包装批量化与传统手工艺产业化的诉求
当下，谈到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最主要的声音

是主张打造文化产业，让传统手工艺适应市场经

济，使传统手工艺从个体或小批量作坊式生产模

式逐步过渡到企业化大规模生产，产业化被视为

传统手工艺拥有现代身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之

一。目前来看，在产业化发展下催生的小型、中型

创业公司不仅积极在解决工艺传承的断代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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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保护作用，还为区域内的就业、经济在社会层

面上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小型手工艺创

业公司的模式多以手工艺人 ＋合作社的组合构
成，农忙时期以农业活动为主，农闲时期以手工技

艺补贴家用为辅，正是这种小型合作模式在面对

商业竞争时多处于弱势地位。它们表现在：手工

艺人文化水平不高，思想大多保守且对市场需求

并无专业的前瞻意识；生产规模和销售渠道有限

且生产方式和工具设备大多过时。要妥善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其他领域的扶持与引导。以往传统

手工艺的探索多以产品设计、文创设计、时尚设计

的形式进行，但这些产品往往开发时间长，工艺要

求高，小型手工艺创业公司并无优势。反观，流程

更简单化的批量化包装设计生产诉求更能成为小

型创业公司业务拓展的突破口之一，形成互惠共

赢的新局面。此外，在对专业包装设计订单生产

加工过程中，来自专业领域的现代设计样稿能帮

助部分手工艺人开拓设计视野，在制作中了解市

场的真实需求后逐步走向专业化和企业化。让小

型手工艺创业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良性发展，

为包装设计生产提供有力支持。

３　现代包装设计教学中纳入传统手工艺
的路径

３．１　增加理论研究课程，挖掘传统手工艺文化
内核

文化性一直是包装设计突破追求功能性之后

的第二大目标，是一种对商品人文性的关注。对

包装设计中的文化性探索，并非把市场上的产品

外包装做简单的归类梳理，形成浅薄的文化意识

进而对设计视觉符号做出简单粗暴的差异化设

计。而是需要诸如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设计

人类学等人文领域的理论知识介入，从而形成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研究。传统手工艺自身作

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更需要形成工艺文化层面的

理论解释与翻译，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深入了解某

种手工艺的生长土壤，观察手工艺群体的行为、信

仰、生活方式，了解其历史、语言、体制等并最终形

成一定的文化观。这种调研的展开就必须从专业

的理论类课程中习得方法，一系列的实践观察与

记录最终形成田野调查文本。它能够很好地辅助

设计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增加了设计作品的学术

性。基于真实的观察记录和分析，才是学生掌握

设计文化性实质、构成和变化规律的必要途径。

通过理论类研究课程的介入，能有效避免来

自学生的自我偏差形成单一的设计，使包装设计

的表达更加饱满而富有感染力，尤其在学生掌握

某种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特征后还能进一步形成课

题研究。例如对地域特色品牌包装重新策划与再

设计、本地旅游特产包装设计、文创产品系列化包

装设计等极具现实意义的实践。尤其在现代城市

文化建设中，把城市的特色品牌、特产包装融入当

地传统手工艺文化，不仅是塑造城市名片的一种

方式，还能提升人民的文化认同感，使企业产品突

破同质化现象，获得更多的品牌价值。但如何观

察与分析，如何做设计讲故事，如何将文化 ＩＰ特
征与产品完美结合，这部分的整合设计能力都将

是包装课程体系教学的必要知识。

３．２　融入实验性教学，提升设计实践的创新性
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里将２０世纪上

半叶的艺术现象与具有经典性的古典主义艺术两

者进行比较，取名为“实验性艺术”，这种实验性

的精神把一切传统的物质赋予了当代的文化基

因。而如今我们面对学生作品里表现出的同质化

现象，尤其是在商业实践浸润下表现出的程式化

包装设计让大学本应具备的先锋性与学术性慢慢

消解。作为教育者应该反思把“实验性”设计视

作是异类、无用的论调，重新审视实验性教学的终

极目标。实验性教学应该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

具有思辨能力，敢于对旧观念和框架发出自己的

声音，用创造性的思维作出质疑、探索、求解等一

系列行为，甚至包括对以往视作寻常的现象和观

念作出新的领悟和解答，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达

到解决不确定性和拥抱变化的能力［３］５－８。过去

我们追求工艺上的极致，囿于作品的实用性中，在

加入实验性教学后，教师要以引导学生探索为主，

并以作品的形式传递出自身的观念与思考，让学

生在设计与实验中学会自我表达，形成创新意识，

这才是当代最具价值的教学使命。实验性教学对

传统手工艺在包装设计中的尝试可以从材料实验

开始。首先，教师切不可仅仅介绍市面上各种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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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的材料及特性，而是应该让学生挖掘一些旧观

念中认为不可能的包装材料，譬如传统手工艺中

的手工纸，通过学生对手工纸制作流程的了解，加

入对纸材料的改造、再造，包括纸工艺、纸结构的

创新性探索。通过对这种普通材料的多变性尝

试，完成一系列的形态实验、技术实验、材料实验

过程。这不仅加深了对传统手工纸在认知层面的

研究，还提高了实践层面上的创新性。

除了材料实验为大宗外，基于材料的形式实

验也是应该掌握的技能之一。例如把以往金属、

玻璃、陶瓷包装容器造型范式被打破，进行一系列

的多样性形式表现。在实验性教学里，美或许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和谐，而是在乎形式表达的张

力，或许是拼贴、堆积、褶皱、切割等表现语言，形

式实验对待传统手工艺同样如此。实验性教学更

适应设计基础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设计实践层

面上的创新性。

３．３　培养设计创意思维，留住手艺之美
在充分了解某种传统手工艺后会发现一部分

手工艺在当代社会失去了主流消费市场。例如苗

绣、挑花等织物原先主要运用在服饰、头巾等载体

上，但这些物品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渐行渐远。

为了让它们借势包装设计，学生应当积极发挥创

意思维，对传统手工艺不宜进行直接挪用和还原，

而是巧妙地转变其传统载体，置换其语义，形成新

的设计。传统手工艺中大量的图案、形式和技法

等元素经过提炼完全可以转化为新的设计资源，

让手艺之美在包装设计中重新回归现代生活。

用设计创意思维探索设计转化方法。一种是

将传统手工艺图形化，这也是目前设计行业最常用

的方法。把元素作为装饰性素材，在结合现代审美

的同时拓展手工艺原本的图形边界和色彩观念。

例如，中国日化品牌佰草集包装设计中的团花符号

就是从传统绣品中汲取灵感，新的现代团花融合了

生产原料抽象成的元素，并从团花符号、色彩、容器

三个角度融入花丝镶嵌工艺、京绣、苏绣等手工艺

（见图１），将团花图案从视觉符号上升为文化符号
并融入中国传统的以色喻象色彩观念，以手工塑型

打破工业建模的冷漠，增强了包装形象的人文情

怀［４］。通过包装设计活化传统手工艺的方式可被

视作现代手工艺发展途径之一，与此同时也拓宽了

传统手工艺的边界最终形成跨界设计。

图１　佰草集惊艳时光礼盒

另一种方法是工业产品设计常用的功能置

换。例如，杭州羊舍出品的羊舍造物系列产

品———“竹之光”落地灯（图２），将云南腾冲的手
工纸伞作为灯罩，使穿过腾宣伞面而渗透出的光

线多了份恬静与含蓄，伞骨与缠线的结构之美在

咫尺间的光源下清晰突显，下方３根纤长的支脚
鼎“竹”而立，稳定撑持着流光泻影的油纸伞①

①

。

传统手工纸伞在今天的生活里已经被工业制伞代

替，通过置换伞形的灯罩后就产生了浓烈的民艺

之美。我们的包装设计中同样可以深挖这种竹质

骨架的结构之美、缠绕的细节之美，把手工痕迹细

化进我们的作品中，在包装设计中存留传统手工

艺的温度与想象［５］。

图２　“竹之光”落地灯

４　结语
上述对包装设计与传统手工艺之间共同的绿

７８

①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ａｎｇ－ｈｏｕｓｅ．ｃｏｍ／Ｇｏｏｄｓ／ｐｒｏｉｎｆｏ？ｐｒｏ＿ｉ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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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环保价值诉求、文化表达诉求、产业化诉求的分

析，证明了两者相结合的重要性。虽然传统手工艺

留给我们诸多的刻板印象，但通过教育中学术而先

锋的理念，开放而包容的实践姿态，形成一种具有

理论性、实验性、创意性的多元化包装设计教学模

式，得以让传统手工艺在包装设计中多维度延续其

美学特质。多年来高校在培养一代代包装设计学

生的过程中，一直潜移默化地总结一条异于西方现

代包装设计的语言范式，把传统手工艺纳入包装设

计教育框架的探索恰恰是寻求中国现代包装设计

语言的方式之一。在课堂中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和

对待传统手工艺，把别具一格的中国传统手工艺、

中国传统工艺文化、中国传统工艺思想当成独特而

富有价值的设计资源和知识宝库，熟练地把设计观

念合理而富于创造性地在包装设计作品中表现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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