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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非遗文化在地方老字号品牌包装设计中的转译表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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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国潮文化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咸宁老字号品牌正经历着一场华丽的蜕变，它们不再局限于“旧时光”的记忆，而是积

极拥抱“新国潮”，通过研发新品、电商直播、科技创新以及非遗文化与现代设计的深度融合，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目光。这一转变，

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与传承，更是对现代消费趋势的精准把握与响应。文章从鄂南地区文化的调研着手，以打造咸宁中华老字号产

品赤壁青砖茶文化主题包装设计为案例，研究如何将非遗文化转译成图形语言，把传统地域特色文化与产品包装的市场取向进行有机融

合，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包装设计。这些图形语言不仅直观地展示了鄂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增强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

通过图形语言构建非遗文化体系，将鄂南地区的非遗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化整理与创意开发，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品牌识别度的文化

符号，实现了非遗文化与包装设计的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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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咸宁非遗文化地域传承现状

（一）咸宁地区非遗文化资源优势

咸宁地区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明显

的人文优势，目前已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4 个，包括通山木雕、

崇阳提琴戏、赤壁赵李桥砖茶制作工艺、咸安镇风湿马钱子疗法等，

省级非遗项目 23 个，市级非遗项目 72 个。咸宁市以强大的文创

挖掘潜力，在市政府的领导下，获得了 10 个国家级文化品牌。

（二）非遗文化地域传承的亮点和短板

1. 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咸宁市一直以来重视文化产业发展，近五年逐年取得不错的

成绩，已获批国家级文化品牌 10 项，具有较强的文创发掘潜力，

在市政府的引领下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自信，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下，

结合举办非遗工艺艺术节，进一步促进赤壁青砖茶、“桂花礼”

等老牌文创产品走向世界。

2.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难点与堵点

（1）城市品牌影响力不足

由于咸宁市城市品牌影响力不足，导致市场开放度不够，对

市场适应能力较差，难以做大做强，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品牌优势。

对比其他市州，为企业打造了信息交流、资源共享、政策扶持的

平台。

（2）创新意识不足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在于创新，咸宁市文创企业无论是在内

容还是形式上，普遍存在单一化、简单化、同质化的问题，对传

统历史人文底蕴、特色文化资源、城市文化精神等挖掘不深，推

出的产品附加值低，对于高端文创产品的研发能力不强。

二、非遗文化传承表达的转译路径

（一） 转译的定义

1. 狭义下的转译

转译（translation shift）术语源自卡特福德（Catford）的《翻

译的语言学理论》，指“非形式对等但等值”的翻译。在语言学中，

转译是翻译时调整原文词汇、语法等，以适应目标语言习惯和结构，

确保译文忠实且自然，

2. 广义下的转译

在非遗文化传承中，转译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将非

遗文化进行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承和传播。由于非遗文化往往具

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其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可能

与现代主流语言存在差异。因此，在将非遗文化进行传承和表达时，

需要进行适当的转译，以确保其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所理解和接

受。例如，在将非遗文化中的口头传说、民间故事等进行翻译和

传播时，可能需要对原文进行调整，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和语言风格。同时，在将非遗文化中的传统艺术等进行展示和传

承时，也需要通过数字化、可视化等转译的方式，让其中的专业

术语、技艺特点等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

（二） 非遗文化转译的思路

1. 非遗视阈下语言的转译

语言的转译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过程，它涉及文化、历史、

社会背景以及艺术表达形式的深刻理解和转换。在非遗文化转译

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并尊重原文化的背景，考虑到这些艺术形

式的特点，并尝试在目标语言中探索相应的表述方法，从而在确

保转译的准确性和历史感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原艺术形式的魅力。

2. 非遗文化象征元素的转译

非遗文化中象征元素的转译过程，不仅涉及对非遗文化象征

元素的深入理解，还包含对其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性改造和创新性

表达。非遗文化中的象征元素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宗教、社

会或审美意义。在转译之前，必须对这些元素进行深入地研究和

理解，明确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图形符号、音乐舞蹈

都可以是非遗文化的象征元素，在转译时，需要根据目标媒介的

特点，选择适当的转换方式，如将图案转化为数字艺术、将音乐

改编为现代乐器演奏等。在转译非遗文化象征元素时，既要保持

其原真性，即保留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又要注意将其

与现代审美和实用性进行融合。这需要在转译过程中进行巧妙的

平衡和取舍。

3. 非遗技艺应用可视化转译

可视化转译是指将非遗技艺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技艺流程、

艺术表现形式等，通过图形、影像等视觉化的方式进行创意性的

转化和表达。其方法有：一、图形图案设计，提取非遗技艺中的

经典元素和符号，利用现代设计手法，如抽象、变形、简化等，

将非遗技艺中的元素进行创新设计，转化为独特的图形图案；二、

数字艺术呈现，借助数字技术，如 3D 建模、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等，实现非遗技艺的数字化呈现与互动体验。将

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艺术表现以数字动画、视频等多媒体手段

进行动态展示，增加其趣味性和互动性；三、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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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遗技艺与时尚设计、生活用品等相结合，开发出具有文化特

色的创意产品，并通过跨界合作，将非遗技艺应用于其他领域的

产品设计中，如与旅游、教育等行业的合作，共同推出具有非遗

元素的旅游纪念品、教育产品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遗文化的转译表达往往涉及跨文化传

播。这要求译者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能够准确理解并传达不

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以促进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三、非遗文化项目化与包装设计的双向赋能

（一）赋能地方非遗文化传承

非遗文化项目化过程中，会深入挖掘和整理大量的非遗文化

资源，如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民俗风情等。这些资源为包装

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使得包装设计能够融入更多的文

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如在咸宁地方特产赤壁青砖茶的包装设计中

提炼中俄万里茶道上普希金、托尔斯泰、伊丽莎白女王、成吉思

汗等历史名人的视觉符号，运用非遗元素，讲好非遗故事，通过

包装设计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能够触动消费者的情感，建

立起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完

善文化品牌。

（二）赋值地方文化品牌推广

1. 传统文化跨界赋值地方

精美的包装设计能够塑造出具有辨识度的品牌形象，使非遗

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品牌形象的建立有助于提

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认可度，为非遗文化项目化提供有力支持。

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融合，如与数字技术、新媒体等相结合，为

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辟新的路径。通过跨界融合，可以拓宽

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提高非遗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2. 品牌驱动创新赋值企业

咸宁地区的非遗文化项目化往往与当地的产业发展紧密相连。

通过包装设计提升非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

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非遗文化项目化过程中，还可以为

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综上所述，包装设计对咸宁地区非遗文化项目化的赋能是多

方面的，不仅提升了非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了非遗文化的

传播范围，还促进了非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并推动了地方经济

的发展。因此，在咸宁地区非遗文化项目化过程中，应充分重视

包装设计的作用和价值。

四、转译表达在地方老字号品牌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实例

（一）项目实施过程分析

1. 深挖地方文化

在咸宁中华老字号产品赤壁青砖茶文化主题包装设计案例中，

笔者带领研究团队深入实地调研，挖掘和整理地方文化，带领团

队赴向阳湖农场、赤壁市羊楼洞镇、咸宁市柏墩、赤壁市各知名

茶企，湖北楚风瑶韵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药姑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咸宁八月花食品有限公司等地，下地方，下企业，调研

搜集地方文化的一手资料，了解地方企业的文化和设计需求，并

进行资料的图形化、数字化梳理存档，这项工作开展至今已经有

五年，地方文化图形资料搜集和数字化梳理工作初见成效。

2. 项目任务分工

《楚辞》系列青砖茶设计研究团队针对设计主题将设计方案

分为装饰纹样设计、包装设计（包装结构设计）、衍生品设计三大块。

项目小组成员通过缜密的市场调查和资料搜集，进行了第一次小

组会议，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分派了任务，一位负责 logo 设计、

一位负责包装视觉设计、一位负责包装结构设计，包装材料选择

和印刷工艺选择则由小组成员共同商议。

3. 非遗文化转译表达在项目中的应用

确定好选题方向后，《楚辞》系列青砖茶设计研究团队成员

经过前期资料搜集调研，决定将荆楚文化名人屈原的形象导入到

项目中去。通过将屈原形象图形化处理，作为青砖茶包装视觉展

示的重点。方案的定位是面对高端客户之间作为商务礼品，视觉

上以繁复的线条装饰感塑造出屈原游船时的场景，色彩的搭配体

现出一种高级的质感，包装材料的选择上采用木质和纸板等较为

厚实的材料，结合凸版印刷工艺表现出产品的品质和定位。把地

方文化结合现代感的设计打造出一种时尚化，推广地方文化的同

时也宣扬一种生活态度（如下图）。

（二）项目的成果转化

从最后展示出来的成果来看，非遗文化的转译表达和老字号

产品包装设计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火花是令人惊喜的，包装设

计方案展示中被湖北赤壁市聚兴隆茶业有限公司的关注，充分肯

定地方文化 IP 在包装上应用的创新，并决定签订协议继续支持项

目的完善落地。

五、结语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审美

需求也日益增长，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和物联网

的发展改变了包装市场的需求。非遗文化可视化转译与中华老字

号产品包装设计的结合应用，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与传播方式。

通过符号化、故事化、互动化和数字化等路径与方法，非遗文化

可以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并推动其传承与发展。

同时，这种转译方式也有助于推动文化创新与交流，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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