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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设计实践，从包装设计概述，包装的基本概念，市场调查与构思定位
，包装设计的基本元素，包装的结构设计，包装装潢设计形成，包装类别与形态，民族包装设计，包
装设计与输出程序9个方面介绍包装装潢设计，同时，在最后附上了学生的设计作业。
本书图文并茂，采用了大量国内外优秀的设计作品作例子，内容翔实、生动。
作者注重对包装设计过程和创意进行探讨，强调设计理念在实际操作中的突出地位。
    本套教材的读者群，主要是高等学校设计专业的学生和从事高度工作的年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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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林，1965年生，现为湖北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平面设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完成省级重点科研项目二项。
设计作品曾获全国大赛铜奖、优秀奖，并荣获省级金奖、铜奖、优秀奖10余项。

    主编有：《字体设计与创意》、《标志设计》。
著有《民族化包装设计》。

    王晔，1971年生于武汉，2000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武汉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包装设计系讲师，长期教授包装设计、平面设计、摄影艺术等专业课程，为多家公
司设计主品包装，参编有《室内细部设计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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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包装容器造型的构成要素　　功能效用、物质技术和造型形象，是包装容器造型最基本的三
个构成要素，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1）功能效用　　功能效用是容器造型设计的出发点，它包含有贮存功能、保护功能、便利功
能、销售功能、心理功能、复用功能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包装容器的功能要求也日趋多样化
和合理化，这就要求设计师不断吸收前人合理的因素，改造消极因素，大胆创新，使之在功能上更加
科学适用。
　　（2）物质技术　　物质技术是造型的基础，是完成功能效用的基本手段。
它既限制功能和造型，又以它特有的优越性服务于功能和造型：在设计中要学会根据功能和成本选用
材料和工艺，要不断地牙发新材料，研究新工艺，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
　　（3）造型形象　　造型形象是技术和艺术的综合体，很多形象完全是由材料和工艺条件决定的
：造型形象包括式样、色彩、质感、装饰等，它能反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趣味，造型风格的
形成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联系。
　　4．包装容器造型的设计原则　　适用．经济、美观是包装容器造型设计的基本原则。
　　适用是指功能齐备、结构严谨、利于使用；经济是指原料费用少、生产成本低、产品价格的便宜
合理；美观是指外表好看：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包装容器造型的要求，已超出了物质需要的
范围。
很多容器则以美观需要为第一出发点，如高档的礼品包装容器，化妆品容20等。
因此设计的二个基本定位，要根据具体商品，具体档次来选择其先后次序。
　　5．包装容器造型的形态与结构　　（1）设计变化提示　　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天然形态和人工
形态，不论什么形态，总是有一定的基本形。
包装容器的基本形一般包括简体、方体、锥体、球体等几种原形。
在设计中，可以用这几种原形加以变化与相互结合而产生出设计的基本形来。
　　包装容器造型的形态变化必须与包装的功能要求、用材特点和加工工艺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切忌
孤立地处理形态变化。
此外，造型形态设计，必须建立三度空间中的体积观念，而不能孤立地推敲外轮廓线或局部块面：　
　组合：以两个、三个相同或不同的基本形组合为一个造型整体。
设计要注意组合的整体感，组合数量一般不宜过多。
如香水瓶型设计，采用简洁的几何形体，椭圆、圆柱、圆锥、菱形、半圆形等造型相互穿插变化，组
合成手感好，形象独特的造型。
　　切割：相应组合造型，这是一种减法处理形式，对基本形体加以局部切割，使形态产生面的变化
。
切割的部位、大小、数量、弧度都可以进行变化，但应注意避免锐边、锐角。
如兰蔻牌香水瓶型设计，本是前后对称的瓶型，在正面部位对称进行倾斜切割，形成Poeme香水特有
的容器造型。
　　　　随着消费要求以及工艺与材料的发展，容器的盖形结构日益发展，主要体现为加强包装的防
护性与应用性，辅助装置增加，例如多层盖、带柄盖、带管盖、带孔盖、配套盖、喷雾盖、挤压盖等
等。
　　（3）注意选材工艺　　材料选用功能和形式有密切关系。
对纸材、玻璃、金属、复合材料等材料的选用是设计考虑不能忽视的。
　　选材的基本出发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适应于内容物的理化特点及保护内容物的要求。
　　②适应于造型形态变化与结构要求。
　　③适应于降低经济成本的要求。
　　④在以上三点的基础上，注意新材料的开发应用。
　　包装造型最终要付之生产加工，因此设计又必须考虑到相应的加工工艺，避免工艺加工的某些不
足，并充分利用一些工艺的长处为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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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设计者具有一定的工艺常识并及时了解新工艺的发展。
例如玻璃与塑料成型的吹塑、注塑工艺，模压工艺，金属的冲、拉伸、车磨工艺，以及材料处理的染
色工艺、复合工艺，氧化、喷砂、烫印等方面的工艺。
　　从一般工艺的局限性看，选用玻璃或塑料要注意以下问题：　　①注意该项设计是否有一定的工
艺标准要求。
　　②形式美的处理力求以简便的工艺来完成。
　　③玻璃容器长宽比例差异不宜过大，颈部不宜过高，肩角与顶部距离不宜过大，以免成型不匀，
厚薄差别过大。
　　④形态宜避免尖角与锐边，肩部一般宜保持至少10°以上的倾斜。
　　⑤形态表层凹凸变化要注意对脱模的影响，凹凸部分的侧边要有适当斜度。
　　三、纸盒结构设计　　纸材轻便，便于印刷装潢、加工、运输和携带，经济成本低，因而在包装
上应用十分广泛。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世界销售包装中，纸材的应用占40%以上。
　　包装纸盒分粘贴纸盒和折叠纸盒两大类。
前者多用于较为高档的产品包装或礼品包装，成本较高。
后者由于适合于大批量生产加工，因而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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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张道一　　人们认识事物，从发生到发展、从表面到本质，都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步一
步地进行，　　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对待实用性艺术和纯精神性艺术的关系上也是如此。
历史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人类最早的艺术都带有实用的特点，因为要实际应用才创造了艺术，只是
到了后来，事物多样了，思想也复杂了，纯精神的艺术才独立起来，但始终不能离开物质的载体。
由于所载的是精神，是思想和意识，当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被划分开来的时候，便把非实用的艺术归
为精神文化，时间久了，人们习以为常，好像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产生一种世俗的强分尊卑
的思想，以为精神文化高于物质文化。
却不知在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间还有一种未曾分解的综合性的文化，我们称之谓“本元文化”。
也就是说，人类的文化从最早的意义上讲，是一元性的、原发性的、综合性的和未曾分解的，后来才
随着社会的分工派生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但是，并没有因此使得本元文化解体，而是同精神文化
与物质文化并存，共同发展，其具体的形态便是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在我国古代称作“百工巧艺”。
它的历史虽长，行业虽多，经验也很丰富，只是　　处于手工业时代，设计与制作的分工既不明确，
发展也很缓慢，待到机器工业兴起，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现代工业生产已将手工业远远
地抛在了后头。
因此，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向艺术提出了更高、更新、更具体的要求，于是艺术设计应运而生，形成
一种新的专业，并由此可能出现精神与物质的新综合。
　　早在20世纪初，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向西方学习颇有成效，由于机器生产的需要，他们在东方率先
建立起“图案学”。
因为所用的名词、术语都是汉化的，我们读起来较方便，于是很快影响了我国，西方的设计新理念便
转了一个弯子介绍进来。
“图案学”所要解决的图形和方案，既有平面图案的构成法，也有立体图案的构成法，并且贯穿着形
式美的原理和法则。
他的起步较高，只是在后来被人曲解，致使成为现在的纹样技法课。
按理说，“图案”和“设计”两个词在英文中都译为“Design”，可是在我们竟出现了厚此薄彼，这
是很值得深思的。
“工艺美术”一词的使用也是日本人在先。
现在起用艺术设计（或设计艺术），看来与前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转换了角度，它与工业制造
的分工与协作更加明确，也更贴近于文化。
　　当年的“图案学”与“工艺美术”并没有被否定，也不存在着新与旧或是与非的问题。
图　　案学仍然是一门无法取代的学问，传统手工艺的光辉永远也不会暗淡，只是范围有所缩小。
“艺术设计”的提出，是应了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经济建设和商品市场的需要而建立起
来的。
它是文化的，又是经济的。
作为文化来说，设计艺术并非独立的艺术形态，必须经过制造才能最后完成，因而成为生产的前过程
。
在生产与消费之间，艺术设计不仅为产品塑造形象，同时也是商品流通的重要手段。
现在的商品社会已经形成全球性的市场，艺术设计在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过去的“图案”和“工艺美术”之所以推展不开，除了自身的不足之外，主要的是不具备客观的条件
。
现在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
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设计与制造的关系也已理顺，加之我国已加入到世界贸易经济的行列，艺术设计
必然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任何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因为学校是培养人才、向社会输送生力军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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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艺术设计教育还处在初创阶段，有待于形成我们自己的教学体系，从各地普遍设立的专业
来看，颇有“各路英雄齐上阵”的势头。
这说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与办学者的热心。
所谓“乱”者，不外乎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包括对国外经验的取舍不一；论著与教材出了不少，其中
也有巧立名目和哗众取宠的；内容有差，水平有别，是在所难免的。
这也是一个过程。
大河奔流，怎能避免夹带一些泥沙呢？
就像当前电脑软件的杂乱一样，经过检验、筛选和淘汰，存优删劣，也就会逐渐取得一致。
　　对苧艺术设计的教学，也同其他教学一样，过去有“三基本”的提法，即注重于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三个方面。
我看艺术设计也是如此，三个方面都应该配合好，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理论方面，要把“艺术”和“设计”的关系理解深透，进而说明它与生产、经济、消费的关系，如
何使之形成良性循环；对于设计的历史，要明确借鉴的重要性，既应强调艺术设计与科技、生产在近
现代的新结合，又不能割断历史，忽略古代手工艺对近现代设计的影响。
在知识方面，不但要掌握与设计有直接关系的知识，也要具备文化的、经济的以及工学的有关知识。
在基本技能方面，应该深入研究“图案学”，特别是其中关于形式美的法则，现在的所谓“三大构成
”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人机工程学”，既要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又须尽力补充中国人人
体的数据；设计者应该善于使用电脑，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工具，但又不能依赖电脑，离开电脑就不
能动手、无能为力。
总之，我们的艺术设计教学还有待于充实、完备和提高。
对于现阶段的教材，既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也不必求全责备。
高楼大厦总是一砖一瓦逐渐垒起来的，艺术设计教学也需要积累经验，一步一步地提高。
　　对于本套教材的出版，我不敢说是最好的，否则就带有“王婆卖瓜”之嫌。
其实，瓜甜与　　否不必卖者吆喝，买者自会有所比较。
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些书都是著者诚实的劳作，并且代表着许多年来教学的经验和心得；他们来
自不同的院校，虽然所开的课程有别，但对艺术设计的见解比较接近；著书即使不成严格的体系，也
是一个较完整的系列。
这对当前的艺术设计将起建设性的作用，也为教学提供一套教材。
　　二○○二年国庆前一日于东南大学梅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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