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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域特色产品往往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特色，它的发展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所以在特色产品的

包装上应该融入地域文化的特点。黄山市徽州区的毛峰茶叶在新时代下要认识到自身产业发展的不足，

充分挖掘和利用徽州区的文化和资源，把当地的文化体现到茶叶包装上。本文将着重从黄山的旅游资源

和徽州文化资源出发，论述黄山的地域文化在毛峰茶叶包装上的运用。进一步认识和丰富徽州文化的内

涵，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对于实现资源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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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ten represent the cul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 place, 
and its developmen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nourish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Theref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ture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ackaging of featured produc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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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era, Maofeng Tea in Huizhou District of Huangshan City should realize the deficiency of its 
ow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lly tap and utilize the culture and resources in Huizhou District, 
and embody the local culture in tea packaging.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tourism resources of 
Mount Huangshan and Huizhou cultural resources, and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Mount Hua-
ngshan’s regional culture in Maofeng tea packaging.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Huizhou culture, making full use of local resources,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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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 

经调查发现，徽州区毛峰同西湖龙井的品质不相上下，但徽州区的毛峰销售量却远不及杭州西湖的

龙井，使得种植毛峰的一些茶农以及周边居民的经济状况相比之下有所逊色，这对毛峰在市场上的知名

度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根据一些相关的分析报道，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在新媒体大环境下安徽省黄山

市徽州区的毛峰对于自身品牌形象的树立有所欠缺。 
如今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各大企业都在不断创新，满足客户的需求。对于茶企来说，在不断严格把

控质量的同时，也需要在宣传和包装上下功夫。我国是一个茶叶消费大国，很多地区都生产着具有自己

区域特色的茶叶，例如西湖龙井、碧螺春、铁观音。这些茶叶包装都有自己的特色，茶叶包装也始终走

在我国的前列[1]。毛峰茶叶作为徽州区的地域产品，在和同类茶叶产品竞争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借鉴西

湖龙井等知名度较高的茶叶在包装上融合地域特色的经验。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徽州区茶叶包装的

创新，借助地域文化进行包装设计是本文着重论述的内容。 

2. 地域产品的定义 

在我国，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空间维度，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和特有的社会环境中经过长期

积累、发展、沉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2]。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

烙印，具有独特性[2]。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每个区域都有独属的带有地方特色的产品，比如北京

的驴打滚、淄博的烧烤、景德镇的陶瓷、四川的火锅等等，这些特色产品都与当地的文化息息相关。地域

文化涵盖的范围很广，地理文化、历史文化、社会文化、人文文化都涵盖在内，只要涉及其中任何一个方

面的文化都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一种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也是一个地域经济发展的有利支撑。 
地域特色产品是指基于一个地域的文化和特色等方面而产生的一种能够反映当地文化、特色，给消

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产品。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化的当下，尤其是在商品趋于同质化的状况下，产品包

装成为了增强品牌塑造和提高竞争力的最佳手段。地域特色产品的包装是品牌形象和地域文化的载体，

因此重视地域特色产品的包装十分重要。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利用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3]。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知名茶品牌。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杭州龙井、苏州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

云雾、六安瓜片、恩施玉露、白毫银针、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茶[4]。黄山徽州区的毛峰想

要脱颖而出，必须要借助当地的文化进行创新突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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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域文化对地域产品包装设计的价值 

地域文化和地域特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地域特产诞生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孕育着地域特产。

特产虽然是商品，但是它与其他商品相比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经济商品，它又是文化商品。因此，

特产同时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促进文化发展两种责任。特产如果想要跳脱于普通商品，就要与地域文

化融合，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6]。在我国产品包装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很早就有

了特色产品借助地域文化包装的例子了。在技术发达的新时代我们更要重视地域产品的包装。比如国内

各大学校几乎都拥有校徽、校服，校徽、校服、纪念品等这些就是学校基于自身特色设计出来的带有地

域文化的关于自身学校的一种包装。特别是在格外重视文化发展的当下，将地域文化与特产包装设计结

合起来，这一举措无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3.1. 使产品成为文化载体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绚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中国人类

文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每个区域一代又一代沉淀下来的宝贵文

化必须继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国内各茶企对茶叶的包装设计极其重视。基于地域文化

设计的包装不仅突出了茶文化，使本地传统文化展现出来，还彰显了茶叶的品牌价值。毛峰的包装设计

与普通商品包装设计的区别就在于地方特产具有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的特色。因此，在设计毛峰包装时不

仅要准确地呈现出产品信息，还要巧妙融入徽州文化和当地特色，以此体现出产品的文化底蕴，与消费

者产生共鸣。毛峰的包装与徽州文化、徽州特色融合起来，不仅可以更好地宣传产品，增加产品销量，

同时还宣传了传统文化[7]。物质是文化的载体，在这个过程中，毛峰就成为了宣传徽州文化的载体。文

化有了传播载体才会在历史长河中绵绵不断，人们看到毛峰就会想到徽州文化，看到徽州文化就会想到

毛峰。文化本身是无形的，通过此次包装设计，徽州文化就成为了有形的文化。 

3.2. 增强产品的辨识度 

包装是一门艺术，优秀的包装会让消费者赏心悦目，提高购买力。茶叶包装是保持品质的重要手段，

还可以增添商品的价值、增强产品的辨识度[8]。目前市场上用来包装茶叶的容器有很多，比如金属罐、

陶瓷罐、衬袋盒装、复合薄膜袋、纸袋、竹木盒等等[9]。不同容器的包装导致同一种茶叶的价格不同，

包装的设计与价格又直接影响到了茶叶的销售量[10]。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徽州毛峰常以金属罐、陶瓷罐、

纸复合罐为外包装，内部茶叶还有复合薄膜袋封装。 
毛峰的包装虽然整体上呈现大气简约的视觉效果，但是颜色比较单调，包装比较简单，对于黄山市徽

州区当地文化和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程度不够。尽管徽州毛峰在春节、中秋节等一些特殊节日时会创新自己

的包装，在颜色选择和图案设计等方面会结合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表达，使得包装在原有的形式上进行创新。

但是在激烈的茶叶市场竞争下徽州毛峰的这些改变显然是不够的。要想在和杭州西湖的龙井等知名品牌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徽州毛峰需要做出巨大的改变。将毛峰与地域文化结合，使地域文化价值转化为产品的

无形力量，实现品牌最大化。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使得产品的文化形象更加独特，在众多趋于同质化的商

品中脱颖而出，增强产品的辨识度，让消费者快速识别和记忆，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粘性[11]。 

3.3. 挖掘消费者的地域文化情怀 

随着时代的发展，情感消费成为新的观念消费。在新时代，人们消费注重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还

有产品背后的故事和情怀。人们愿意为产品背后的故事和情怀买单，如果故事足够博人眼球，消费者甚

至愿意重复消费。《心理学大辞典》指出，情感作为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主观体验，具有激发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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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动机的作用[12]。地方特产是当地的文化名片，它传达了一种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情感和故事。作为

一种特殊产品，毛峰这种地方特产在设计包装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结合什么样的文化会更容易引起消费

者的共鸣，会更容易让消费者心甘情愿买单。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其中包括了徽州建筑、

徽剧、新安画派、徽州版画等等。徽文化历史悠久，在重视文化发展的当下，会更容易挖掘出消费者的

文化情怀。将毛峰特产与徽州地域文化结合起来是引发消费者共鸣、激发消费者文化情怀的最佳选择。 

4. 地域文化视域下的徽州区茶叶品牌包装设计分析 

4.1. 借助黄山旅游资源进行包装设计 

黄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文明

风景旅游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与长江、黄河、长城同为中华壮丽河山和灿烂文化的杰出代表[13]。
黄山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素有“华东植物宝库”和“天然植物园”之称。 

黄山自然资源丰富，旅游资源也丰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对于精神方

面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虽然前两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业等诸多产业都不景气，甚至有些企业面临

倒闭的风险。但是从今年开始，政府采取了放开政策。人们封闭了两年多的想去远方的心开始躁动，多处

旅游景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流量爆满的情况。这一现象使得黄山风景山凭借着自身优势成为了很多人旅

游的目的地之一。这对于徽州毛峰来说，也是一个机遇。黄山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旅游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为毛峰茶叶的包装设计助力。在地域文化视域下对黄山旅游文化和资源进

行提取再设计，与中华大地浓厚的饮茶氛围、黄山徽州悠久的毛峰历史，结合黄山风景区的“五绝”资源、

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等，将黄山风景区自然资源文化的“意”与“形”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设计语

言[14]。进一步探索茶叶外包装的创新设计，进一步挖掘茶文化与旅游资源文化在外包装产品设计中深层

次内涵与表现形式[14]。相关设计可以借鉴安徽省第十五届省运会滁州将醉翁亭应用到吉祥物设计上的思

路。安徽省第十五届省运会的吉祥物滁宝以滁州市花“滁菊”为设计主体，除了市花这个元素，琅琊山上

的醉翁亭也是一个亮眼的设计元素。滁宝额头上的头发就是以醉翁亭为元素进行设计的。一个吉祥物的设

计既反映了运动会拼搏的精神，又传达了滁州深厚的文化底蕴。黄山风景区最有名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黄山的迎客松，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迎客松的流量和魅力，将其作为黄山徽州区毛峰外包装的 logo。将最

具特色的迎客松摆在受众的面前，在受众的内心中建立起迎客松和毛峰品牌内在的联系。系将迎客松等相

关元素与茶产业结合，将其体现在毛峰的外包装上，不仅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理念，也体现了产

业之间的良好合作，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另外，黄山风景区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韵味和风采。在

毛峰的外包装上结合黄山的春光、夏岚、秋色、冬韵，联合当地居民和民间画手等打造毛峰外包装的四季

系列包装。包装的不断迭代对黄山毛峰的品牌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提升品牌影响力，扩大品牌知

名度。 

4.2. 充分挖掘利用徽州文化进行包装设计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同时文化也是地方获得不断源泉的法宝。产品的包装设计应时刻关注当地文

化，并紧跟文化的脚步，了解当地文化、挖掘当地文化、利用当地文化，实现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

展。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亦是。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15]。诗人汤显祖说过：“欲识金银气，多从

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从汤显祖的表达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对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的

向往[16]。徽文化是我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并列的还有敦煌文化和藏文化。徽派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最

重要的流派之一，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雕镂精湛，尤以民居、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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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为中外建筑史所叹服[17]。徽剧也是徽州文化中人们了解

甚多的一种戏曲文化。新安画派主张师法自然、寄情笔墨，大胆创新。而徽州版画以白描手法塑形，典

雅静穆、抒情气息浓厚。除此之外，徽州文化还有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篆刻、徽州刻书、新安医

学等等。 
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也是实现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渠道。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元绽放，

结合地域文化的包装不仅仅是承载产品的容器，也是传播地域文化的有力载体。黄山市徽州区的毛峰产

业在包装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当地文化的特色，并将文化加工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在新媒体环境下毛峰茶

叶的外包装要积极探寻并实践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多种方式，使地域文化成为具有市场价值的文

化载体。在毛峰的外包装上融合徽派建筑的大气简约、徽剧人物的灵活传神、徽州山水画版画的典雅静

穆，联合画手打造独属于徽州区的特色文化系列包装，具有强烈的专属性，体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社

会价值的相互转化，使得徽州文化成为当地文化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强有力载体。相关设计可以借鉴江西

省红色文化元素在狗牯脑茶叶包装上的设计运用，江西是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井冈山又被誉为“中国

革命的摇篮”[18]。位于江西革命地井冈山的狗牯脑茶，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红色元素融入到茶

叶包装上，以此达到畅销大江南北的目的。狗牯脑茶打破了传统和单一，在红色元素的基础上提取了相

应的色彩、文字、图形的结合，既满足了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又为产品赋能，提高了狗牯脑茶的品牌影

响力[18]。黄山毛峰在融入徽州文化元素的过程中，也应该考虑色彩、文字、图形等因素对于产品包装的

重要性。在色彩上可以选择茶叶本身的绿色以及徽州文化中显现出来的黑白色和蓝色，在图形上可以将

徽州建筑以简笔画的形式作为整体背景，在文字上采用徽州篆刻和徽州刻书的形式，打造具有强烈徽州

文化元素的集色彩、文字、图形于一身的独特包装。 

4.3. 徽州区茶叶包装在地域文化应用上的不足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商品日益同质化的大背景下，徽州区毛峰已经认识到自身产业发展的不足，相关

企业已经在包装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是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徽州区的毛峰还是没有脱颖而出，茶叶的

包装并没有为企业本身创造经济价值。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徽州毛峰在外包装上以绿色为主，这与其他

茶叶在包装上没有明显区别。另外，企业虽然对地域文化进行了研究，了解了地域文化对于茶叶包装的

重要性和价值。但是理论联系实际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当前企业对于地域文化在茶叶包装应用上还处于

一个初步探索的阶段，未形成一套体系和标准。特产这种特殊产品在出售时，应该积极呈现出文化价值

和经济价值。但是徽州区的毛峰在发展过程中，过于追求经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对

于自身的优势资源把握不够，黄山风景区和徽州文化对于徽州特产茶叶包装助力不够。尽管徽州毛峰在

春节、中秋节等一些特殊节日时会创新自己的包装，在颜色选择和图案设计等方面会结合传统文化的内

涵和表达，使得包装在原有的形式上进行创新。但是在激烈的茶叶市场竞争下徽州毛峰的这些改变显然

是不够的。徽州区毛峰如果想在包装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徽州地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

下实现徽州区茶叶包装的创新。 

5. 小结 

在新媒体环境下实现徽州区茶叶包装的创新，借助地域文化对特色产品进行包装设计是本文着重论

述的内容。在地域文化的引领下，以黄山市徽州区的毛峰为例对区域特色产品茶叶包装创新设计上进行

研究，助力地域文化发展。茶叶包装需要在多种背景下，结合品牌特点进行创新性设计。包装是一门艺

术，茶叶包装是传播丰富茶文化、提高品牌传播力的有效渠道。结合地域文化的助力，体现茶叶的地域

性、文化性、专属性、时代性的特征。通过对黄山市徽州区毛峰茶叶的调研，我们深知将地域文化元素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4154


付朵，李欣颖 
 

 

DOI: 10.12677/jc.2023.114154 1055 新闻传播科学 
 

与茶叶包装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愈发感觉到设计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在不断的调查和实践

中才能完成。本文以地域文化为出发点，讨论毛峰茶叶特产在包装设计方面上进行毛峰品牌的塑造，传

递了乡村文化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理念。从地域文化中挖掘出特色产品的文化底蕴，利用可利用的

文化资源进行茶叶包装设计，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这是本文的创新阐述，也是我们新闻学子在当前环境

中的反思。对徽州毛峰茶叶的所见所闻，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包装设计的灵感，也让我们更深层地领略

到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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