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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工艺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以“剪纸”工艺为例

史晓辉

成都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中国传统工艺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剪纸作为众多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之

一，结构多种多样，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本文对中国传统工艺在包装设计的应用中以剪纸艺术为例进行研究，表明中国传

统工艺剪纸艺术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如今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品牌或公司的包装设计将传

统与现代结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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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传统工艺在中国美术史上不仅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也是让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在国外有较好传播的重要途径。在

现代包装设计中常常提取传统工艺美术元素，并受其影响。

它是一门综合性设计学科，不仅让平面设计和产品设计进行

融合，同时也对美学、消费者心理学、市场营销等进行结合。

迄今为止，包装设计产品的外观不仅起到外部保护的作用，

而且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推广手段。因此在包装设计中融入中

国传统艺术，不仅符合中国消费者审美观，同时也对商品的

销售起到了帮助作用。

一、中国传统工艺“剪纸”艺术概述

剪纸艺术是用一种民间艺术，主要方法是在纸上用剪刀

或小刀刻出图案，他的主要目的是人们祈福和美好祝愿的寄

托。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最早发现的剪纸艺术，最具代表

的是五幅团花剪纸，它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但是

考古专家表明，中国在纸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用薄片材料雕

刻的艺术，剪纸的最早雏形是商代的金银片剪纸。目前，随

着越来越完善和丰富的剪纸艺术造型，发展到现在具有各种

时代、地域、民族、文化特点的剪纸艺术形式，具有较强的

装饰性、实用性、观赏性和教育性。

中国的传统节日、民间活动都与传统剪纸密切相关。自

古以来剪纸艺术就是中国民间活动的主流装饰艺术之一，具

体表现在节日中使用的门神、动物的窗花，为了新的一年好

运，每到过节人们将换上新的剪纸图案在窗口上；中国婚礼

上，剪纸喜花将出现在新房里，以此来烘托欢喜的氛围或者

用来保护生育的护身符；葬礼上，为了悼念和安慰死者，人

们会将麻钱挂纸等图案张贴在葬礼上。

传统剪纸的形状和图案，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很大程度的

变化。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对剪纸造型进行整改，把更

多生活要素融入到剪纸技术中，使其重新融入生活。剪纸艺

术在唐、南宋、明、清达到鼎盛。经过时间的洗礼，中国的

剪纸技术越来越辉煌，剪纸的形状和图案也越来越丰富。

二、剪纸的起源与传承

（一）剪纸艺术的起源

剪纸艺术最早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其形式

甚至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艺术，也就是洞穴壁画。石刻的图

画与剪纸艺术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剪纸的由来受古代石

刻的影响。但洞穴壁画和剪纸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如果按

照历史顺序把一些考古学发现串联起来，我们就会有一个清

晰的发展轨迹：岩画-原始陶器纹样-青铜器纹样-雕刻艺术形

式-剪纸。

在岩画的创作过程中，表现了人们战胜野兽、再现生命、

制造神秘图腾的欲望。从目前对岩画主题内容的分析来看，

适应人们对安全的心理需求是最基本的一点。由于古人的认

知能力有限，他们创造了各种神秘的精神活动，表现为自然

现象和强大的有机体。因此，描绘受到人类生命威胁的动物

是一种心理活动状态。这一古老的心理表达艺术与剪纸艺术

极其相似。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有各种神秘现象被认为是

天命的行为精神，从而去崇拜、占卜神圣的保护和祝福，这

种岩石艺术形式是原始巫教仪式和原始的巫教文化，在剪纸

艺术中剪成纸人的样子用来招魂，这就是巫术的延续和发展

[1]。曾经人们经常在葬礼上用纸钱和各种物品或纸人陪同死

者一起埋葬和火化，这一习俗在中国农村仍非常明显。这些

现象反映了原始巫师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影响，也成为剪纸由

石画产生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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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发明之前，没有真正的剪纸，纸是剪纸的主要材料。

在它之前会用其他较薄的薄片材料用于切割和雕刻观赏性

镂花。在战国遗址的发掘中曾经带有空心银箔的弧形饰品在

河南辉县固围村被发现；晋代的文物镀金装饰在湖南长沙的

黄泥圹出土。这些镂空银箔制成的装饰品虽然不能说是剪

纸，但在雕刻技术和艺术风格上都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先

驱。

（二）剪纸艺术的传承

新时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意识和文化复兴

政策的指导下，开拓民间剪纸的创意传承路径是十分重要

的。

第一，需要拓展剪纸的延续空间，搭建多样的活动平台。

随着剪纸艺术生态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的崩

溃、民间的习俗社会生活和仪式的减少、淡化，使得民间剪

纸的延伸空间越来越狭小，减少了剪纸艺术家，剪纸艺术的

传承是极其困难的。新时期剪纸艺术需要扩大发展空间，剪

纸艺术空间的扩张必须深深聚焦于社会基础、市场需求和其

他更加流行的民俗活动以及人们生活的实际需求之上，并且

从更深的角度来探索扩张的可能性和方法。一方面，充分利

用国家的政策支持、专项资金支持和各级政府大力促进以此

来保护民间剪纸艺术的继承，并努力有效地从实际情况促进

剪纸的发展，这为剪纸艺术的继承发挥着有力的保障，有着

发展的力量；另一方面，依靠政府、民间力量，通过各种形

式的剪纸展览、学术交流、民间剪纸艺术博物馆的开放，建

立数字剪纸图案主题数据库技术，借助节日里民间剪纸的竞

争等，为剪纸艺术创造更广阔的空间。这些措施不仅刺激了

艺术家对于剪纸艺术创作的激情，而且对剪纸艺术的创新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于剪纸文化空间的营造和延伸，

使得剪纸艺术真正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其独特的审

美情趣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使剪纸的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

[2]。

第二，将传统剪纸技术转化为现代艺术进行衍生发展设

计。传统剪纸艺术文化可以为文化创意衍生品提供创意和设

计语言。文化创意衍生品以剪纸艺术为基础，一般包括服装

设计、产品包装设计以及生活用品设计等。最终出现在市场

上的具有剪纸艺术审美特征和文化符号的衍生品常常引人

注目，不仅促进了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让新一代年轻人从

另一个角度认识剪纸艺术，而且使剪纸艺术得到了保护和传

承。这一发展战略促进了当地产业在传统文化继承与文化创

意之间的联系。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通过文化、艺术和产

业的结合来实现的，可以缩短人与文化的距离，提高生活质

量，提高人们参与文化的积极性，扩大文化的广度。传统工

艺体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同时也有更多的传统文化

和地域文化的元素。在保护和发展传统工艺的同时，要与时

俱进，更新技术和设计理念，创造出具有传统文化和时代特

色的产品[3]。

三、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一般对于艺术作品而言，它们大多数具有民族特色，并

一直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一定的时代性，民间剪纸艺术

也是如此。在表面，民间剪纸艺术和包装设计结合是有矛盾

的、远离现实的，实际上它们有着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一

种密切关系的表达的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迎合当前人们探

索多种多样的审美需求，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实现良好的社

会影响，并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一）剪纸技法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包装设计实践的发展，他们的关注点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明确，开始尝试从平面到立体的改变，实现其更加快

速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审美需求。在这种大趋势的背景

下，三维表现成为设计师设计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1.镂空技法

镂空法就像从 A 物体可以看到 B 物体，是民间剪纸艺术

中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也可称为 X 透视法。它具有独一无

二的超越性，透视完全取决于创造性视角的意图和视角[4]。

现代包装设计中一般是在做加法，其目的是使之具有更加丰

富的层次，既要有美丽的外部视觉形象展示自己的魅力，也

要将其文化内涵得到升华，提高作品的附加值，迅速地吸引

消费者眼球，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最初的认知，进而更好地

对产品包装和视觉体验以及审美特征进行一个完美的结合，

起到更好地提升商品形象和宣传的作用。在包装设计应用

中，应按照包装物品的属性、功能和特点，选出适当的包装

材料进行掏空。不仅使包装的形状因此而发生变化，同时也

让人们能够更好地识别内部产品并增加消费者对于该产品

的认知和可识别性。如镂空技法三明治包装，见图 1，对包

装表面进行镂空，里面所放的产品就会显示出来，使人们的

视觉和商品进行碰撞。外包装通过镂空鱼、鸡、猪的剪影，

使消费者一眼看到商品本身，并方便进行口味的选择。这种

“被切割”的形式，不受固定的视觉限制，是设计者追求物

内外完整性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民间剪纸“镂空”技法与传

统绘画创作的区别之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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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镂空技法三明治包装

2.阴阳技法

正负形是中国民间剪纸的形式基础，也俗称“阴阳”形。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艺术的视

觉思维规律，形成了中国艺术整体的内涵特征。中国民间剪

纸的阴阳观念，不仅体现在民间剪纸的外在形态上，也反映

在固有的传统文化中。用剪纸的表现手法，将阴刻和阳刻雕

刻在一起。阴阳结合是一种虚实结合、互相融合、黑白分明

的交叉组合手法，强化了视觉语言的节奏感和画面呈现的层

次感。见图 2，剪纸技法中阴刻和阳刻的结合表现，刻出龙

的形象，白底黑龙和黑底白龙就是在阴阳剪刻的基础上结合

中国阴阳八卦符号外形得以呈现，它很好地利用了民间剪纸

阴阳的正负形在空间的运作形式中相互作用，相互贯通。

图 2 阴阳技法龙图腾

（二）剪纸图形纹样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剪纸的图案和形状受其他形式影响，是劳动人民智

慧、想象力的反映和体现，如神灵、动物、花卉、果树、牲

畜等都会出现。另外还有生活中的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故事也

都嵌入剪纸艺术当中，人们将传统的剪纸图案作为祈求吉

祥、避邪的象征，渴望有美好的生活前景。例如传统节日月

饼、元宵、粽子，大多都与传说有关。因此，将剪纸图案应

用到此类产品的包装中，不仅能够烘托节日气氛，还能体现

其文化内涵。用于婚礼糖果包装的剪纸图案不仅具有装饰的

意义，而且剪纸本身蕴含着吉祥的祝愿，也表达着对新婚夫

妇的祝福；作为一种庆祝生日的食物蛋糕来说，可以使用寿

字福字等剪纸图案在外包装上，也可以使用十二生肖图案、

寿桃图案、祈福娃娃图案等，它不仅具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还

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包装设计既能让我国的文化传统

得到很好的发扬和传承，又能传递美好的寓意[6]。

剪纸镂空的造型可以丰富整个视觉形象，而剪纸中的花

草图形和动物图形凭借符号象征性手段表现得独一无二。这

些形式在包装设计中一步一步创新与升华，使设计师能够将

商品信息更好地传达，丰富画面效果，有的以叙事的方式表

现出来，与消费者的情感产生碰撞，有的则是对传统文化的

深挖和继承。

（三）剪纸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在剪纸艺术中，摆在突出位置和作用的是色彩。剪纸创

作过程中，红色是艺术家常用的颜色，也是人们眼中最多的

颜色，表达着吉祥、喜庆、快乐的意思。但是，如果在包装

设计上体现的话，红色会产生更柔和的现代感。不再是“单

一支配”，而是通过与其他要素组合，突出商品的功能性和

审美性，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中国传统的“五

行五色”中，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五色是青、赤、

黄、白、黑。“中国红”运用在传统剪纸中比较单一。只有

在层层堆叠的纸雕上才会使用更多的色彩。设计师会在实际

中，将剪纸艺术的色彩加以借鉴和制作，或突出实用性，或

强调艺术性，或增强功能，确保在包装设计中使用的颜色与

产品类型和风格一致，最终实现艺术效果的最佳呈现。比如

婚礼上糖果的包装设计就很有代表性，诗蒂品牌婚礼糖果的

包装设计有效地运用了剪纸艺术的色彩，以红色为主色，配

以金色花边和镂空的红色文字，格外引人注目。简洁大方且

具有民族性的包装，灵活运用色彩在视觉上提高了号召力[7]。

四、结语

包装设计在现如今的迅速发展下，想要脱颖而出必须借

助参考中国传统文化，用丰厚的文化底蕴做支撑，再结合现

代设计的表现手法。对于设计师而言必须深刻地向传统文化

吸取养分，将更多经典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升级，最终形

成属于自己的设计语言和表现手法。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

的灵活应用恰恰给了设计师更多的灵感和触动，其技法、纹

样、色彩和寓意是设计师最理想的设计元素。要创造性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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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提炼它，创新地发展它，最终制作出符合时代需求和

人们审美的包装形式，表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包装设计

的完美结合，体现出特有的东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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