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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线型拥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但并非来源于美学理论,
而主要得益于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的条件。新时代需要新

形式、新的象征,它契合了早期美国商业设计的需求。流线

型设计以独特的审美内涵拓展食品包装设计的工具价值,显

著提升食品包装设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流线型设计的审

美,流线型设计与工业、商业的相互影响,对中国现代设计具

有深远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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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eamlinedasastyleisunique,itismainlyduetothecon-
ditionofscientificresearchandindustrialproductionratherthanaes-
thetictheory.Thenewerarequiresnewforms,newsymbol,andit
isuptothedemandsofearlyAmericancommercialdesign.Stream-
lineddesignexpandedfoodpackagingdesigntoolvaluetotheunique
estheticconnotation,significantlyenhancethefoodpackagingdesign
validityandpertinence.Streamlineddesignaesthetic,themutualin-
fluenceofstreamlinedesignandindustrial,commercial,havefar-
reachingroleintheenlightenmenttoourmoder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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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enlightenment

流线型(streamlining)拥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但并非来源

于美学理论,而主要得益于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的条件。

“流线型”作为一个视觉样式名词是由美国设计师贝尔·盖

茨正式提出的,并逐渐从汽车工业的特殊应用扩展到其他工

业产品的普遍应用,最终成为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工业

设计的代名词。流线型设计在食品包装设计上的应用是其

走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表现。

食品包装设计是“包”和“装”的有机统合,颜色、字体、文

字、图片等美学特性的搭配均以消费者易于感知和辨识为旨

归。艺术设计形式不仅要具有认知功能,而且还要具备审美

功能。审美创造是设计师的设计目标之一,也是设计师突破

设计传统,表达设计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厘清流线型设计

形式的审美特征是流线型设计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充分认

识流线型设计风格的必然途径。

1　流线型设计的审美表现

1.1　简约之美

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设计风格逐渐为人们接受,而

食品包装设计中的简约之美日益凸显。在大工业时代,功能

主义准则主导批量化、程序化和低成本的新型产品,“形式追

随功能”口号下的简洁、科学成为主流审美法则。例如荷兰

“风格派”将食品还原为最基本的几何结构,在剥离食品特征

的基础上重构形式简单、视觉性相对独立的新形式。

流线型设计形式具有简约之美。首先,美国20世纪30、

40年代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以流线型设计为典型代表,现代

主义设计风格以功能主义为理念指导,基于功能和商业利润

的考虑摒弃繁杂的历史装饰主义的风格,最终走向机械、几

何的形式美设计。尽管在各个国家表现不一,但流线型的设

计理念是相通和融合的。其次,流线型设计风格最先发源于

交通工具上,人们考虑到空气阻力的影响,便将外观统一整

合,外观变得简洁、流畅。由此,其他工业产品纷纷效仿简约

的视觉样式,逐渐为大众所推崇。最后,流线型设计的简约

之美是有机的,而非冰冷的。欧洲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常常以

机械、几何以及单调的样式示人,是因为它集理性和科学于

一身,人情味上大打折扣。设计师将设计个性和商业理想融

合进流线型设计之中,避免了机械、单调样式带来的空洞

乏味。

简约不是简单,更不是简陋。简约必然是将具体的视觉

元素高度地抽象与概括,让人们有自己的想象空间。流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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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简约之美一般说来是整体的知觉感受,它融和了对诸

如色彩、文字等要素的感觉。在食品包装设计中,色彩给消

费者以生理和心理感知,并以联觉的方式诱导其做出不同的

判断选择。比如超市中的牛奶包装鲜有以黑色或混合色为

色彩搭配方案而多以白色为主,这是因为食品包装色彩与牛

奶颜色的冲突加剧了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可见,简

约的乳白色牛奶包装非但没有造成视觉单调,反而使消费者

增进了关于牛奶品质的信任。流线型包装设计强调文字的

干净、清晰和准确表达。食品包装设计中的文字不仅是表达

食品名称信息的载体,还是标语等口号式的传播元素。文字

内涵不同国家地区以及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文字设计的简约

基于对文化符合的准确阐释。比如中国版“可口可乐”与韩

国版的“可口可乐”品牌文字的差异,就凸显出食品包装设计

的地域特征。文字表达还对特定人群产生聚焦效应,如老年

食品中用黑色字体,儿童食品中则采用圆头体,表达了这两

类人群厚重与活泼的差异特质。食品包装的文字设计中还

融合发音,如麦当劳以“M”作为品牌文字,肯德基以“KFC”

为包装文字,通过贴近文字与产品的关联达到加深消费者记

忆的目的。

1.2　曲线之美

分析流线型设计的审美特征,势必要谈到它的曲线(或

者称其为流动的线,为了语言表达的简洁,选择曲线这个名

称)的审美。曲线的扭动,点、线、面的排列重叠构成丰富的

图案符号,曲线之美构成图案之美。

在考察流线型设计的形式特征时已经提及几种线造型,

而且曲线形式特征在其设计产品中运用的是最多的线形式。

康定斯基[1]在《点·线·面》中对各式的线形式进行了较为

详尽的分析,这种分析更多的是对形态的数学解析,最后引

向了所谓的“力”。“这种力的介入使任何既定的物质变成一

种活的要素,它以张力为表现手段。张力,对它们说来,是对

这种既定因素的内在状况的表现。”也就是说基于对线的解

读,最终会落实在这种认定存在的“力”的认识。在这里“力”

是审美的内核。

曲线在流线型设计中是广泛运用的,在交通工具的造型

设计中象征着速度和时尚,表现为强烈的运动感;在其它工

业产品的外观上表现为柔和、舒展的轮廓线。以罗维设计的

可口可乐饮料的包装设计为例,该包装是典型的曲线形式运

用,形态上是很容易联想到女性身体的曲线。本来玻璃材料

是冷性的,生动不足沉闷有余,运用了曲线造型使得整体外

观生动活泼、自然流畅,充满生命力。

以苏格兰威士忌皇家礼炮21为例。品牌包装上两头狮

子举着象征力量的长矛,对称的搭配不仅符合中古世纪的时

代特点,而且使整个图案自然、流畅。瓶身以黄、蓝两种颜色

搭配,形状稳重,持剑跨马的圆桌骑士被两架礼炮环绕,极富

尊贵、典雅之感。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对空鸣响21声礼炮来

表达对国家元首的最高敬意,金色标识上下呼应,曲线凝重,

大气磅礴。

食品包装设计中不乏以自然景观或食物形态作为品牌

图案。如美国雅各布·莱茵库格尔特色啤酒标签上是山林

里的小木屋的图案,山峦的曲线和木屋的对称式结构引发消

费者的空间想象;统一香辣牛肉面则将牛肉剥离出来,牛肉

纹理与色彩的搭配激发起消费者的食欲。

食品包装设计中的曲线设计则是视觉与味觉的相互贯

通。方形和圆形包装带给消费者的身体体验有所差异,方形

代表苦味和酸味,圆形则代表甜味和柔滑,带曲线的方形更

富运动感和活力。

1.3　技术之美

日本著名美学理论家竹内敏雄指出,“技术的对象,其自

身的意义就在于它按制作目的而发挥一定的功能,当这种意

义以直接诉诸感情的形象而被表现时,技术的对象才能作为

美的对象被关注”这就是说技术之美依托其技术的对象发

挥其技术特有功能,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美感[2]。工业文明因

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而兴起,技术之美将美感从自然领域

映射到社会变革,最终培育和发展起现代性美感。

流线型设计风格突显了现代技术之美。首先,现代科技

被广泛运用在流线型设计产品上,在交通工具设计上的应用

成为经典案例。与原来纯技术和功能的外观或沿袭传统样

式不同,食品包装的材质以塑料制品为主,这种新型工业产

品在20世纪30、40年代相继进入了人们日常生活。透明薄

软的食品包装设计不仅适应了技术与设计的发展,同时也拓

展了产品的功能含义,技术的运用与产品本身的发展相辅相

成。流线型设计的技术之美还体现在对确立了一种审美范

式,人们对功能的赞赏体现在对技术的接受和欣赏。产品的

外观形式和对技术、功能的肯定形成了现代技术之美。最

后,流线型设计之美体现在时尚之美。作为美国现代化的象

征,流线型设计风格被确立为时尚样式,技术之美基于对现

代技术的认同,最后以时尚美的形式表达出来。

流线型设计的技术之美还体现在食品包装环保理念上。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资源的超负荷开发促使食品包装设计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将“绿色环保”融入设计技术,构建“天人合

一”的包装格局[3]。如日本食品包装中就十分重视“以人为

本”,在包装袋上设置双层封口,既可以反复使用,又可以保

存食盐、白糖等易潮湿的食品,小袋包装则减少了资源浪费。

英国开发出可以食用的胡萝卜纸,既可以包装食品,又可以

食用,相较于塑料纸可以降低环境污染。流线型技术在开发

高环保包装材料的同时,将食品包装材质更多引向自然而非

人工物,如纸、木、竹、麻等自然纯朴的天然材料成为首选物,

手工、捆扎的视频包装等原始技术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原

始技术与工业技术在流线型设计中相得益彰。

以上列举了流线型设计的3种审美表现,当然流线型设

计的审美不仅仅只是以上三点,如还有材质之美、产品之美

等。流线型的审美表现植根于人类对于物质的观察角度,即

在物质有用性和精神有用性的平衡中优化食品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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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线型设计的启示

2.1　审美与时尚对市场影响

食品包装设计中流线型设计的凸显与消费社会视觉购

买力增强密切相关,食品包装设计的色香味俱全本身就是对

时尚的追寻。流线型设计最大影响莫过于对市场的促进,同

时也刺激了消费。流线型设计风格源于汽车设计,汽车作为

新型的交通工具居有引领时尚的作用,而当时的汽车设计更

多的是考虑工程技术方面的因素,流线型天然地符合空气动

力学,于是最初的设计师自觉不自觉地选择流线型样式并运

用到汽车设计中。所以流线型设计风格是作为时尚的代言

人出现的,人们对时尚的追逐似乎有着天然的内驱力。

当流线型作为一种时尚的面孔出现在食品包装中,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可以说流线型设计风格

适应了市场,同时也创造了市场。虽然我们认为美国的食品

包装设计并不具有民主主义色彩,设计就是设计,并不具体

指向哪一个社会阶层。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社会诞生一

个新的社会群体划分——— “大众”,(尽管当时的大众们并没

有意识到)大众和大众文化孕育了大众的追求。流线型设计

风格暗合了大众的欣赏品位,首先,它是面向城市里的大多

数人[4]。其次它代表了与过去不一样的产品样式和生活方

式,具有对未来、理想的感召力量。另外,企业和设计师的共

谋使得不仅仅是大众选择了流线型风格,更是流线型设计风

格选择了大众。于是流线型便伴随着食品包装进入人们的

生活,从这一点上说流线型设计风格适应了市场。流线型风

格的深入人心也使得企业更加重视产品的造型设计,因为这

样可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来达到销售目的。这样流线

型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商业消费市场,人们在追逐流线型产

品的同时也给厂商带了无限商机。

2.2　艺术和技术的成功结合

从设计艺术自觉起,对于技术的态度是暧昧的,似乎一

直在努力寻找一种平衡,早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时期,约

翰·拉斯金已经提出“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这个提法在后来

也不断地被倡导,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5]。艺术的

美感与技术的工具价值的内在博弈将食品包装设计推向新

的整体主义时代。

流线型设计提供了一种美国式的设计思路,它不完全等

同于包豪斯学校的设计原则。从美国二战前工业生产的迅

猛提高,似乎也看到这种设计已成为可能。即科技与艺术结

合的同时强调产品外型的技术美,并将它确立为一种美的范

式。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接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审

美改造,流线形式从一开始无所谓美或不美,由于外部的推

动力,流线型成为了一种时尚、经典的视觉审美形式[6]。当

它成为一种较成功的设计风格时,这种风格对于设计本身就

有了一定的影响。其影响最大方面还是它对技术的态度,流

线型对于技术不象欧洲的设计那样担负着太多的理想和抱

负,技术和艺术都是途径而不是目的,都是为我所用,所以其

本身不存在矛盾[7]。流线型设计从产生开始就接受了技术,

从技术形式发展为审美的艺术形式,所以认为流线型设计在

艺术和技术方面结合是成功的。

3　时代风格对设计形式的影响

设计形式与其时代风格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或者说形

式反映了时代的风格,考察其时代特征是为了全面说明形式

的内容与特质。二战后,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和德国理性主义

深刻格影响了世界食品包装设计潮流,在食品图形处理、文

字排列组合等视觉语言深深嵌入了欧美设计风格[8]。时代

的发展往往与技术的革新十分贴合,信息化数字时代的碎片

化生活方式要求食品包装设计关注个性情感,打破传统时代

的封闭和死板。

流线型设计风格象征着未来和速度,体现了工业时代的

精神。流线型设计是一种独特的设计风格,它并非来源于美

学理论,而是源于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与现代主义刻板的

几何形式语言相比,流线型设计契合了新时代对新形式、新

象征的需求,其有机形态容易为民众理解和接受。流线型的

食品包装设计吸收后工业时代“以人为本”的环保理念,通过

高科技因素的植入促使流线型设计从外观到功能,再到绿色

的革命性转型[9]。

流线型发生在美国,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后福特主

义的工艺制作流程将食品包装设计从“一对多”的模式转变

为“多对一”的个性定制时代[10]。可以认为这种存在和经

济、文化甚至政治等因素是相关联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

对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去追本逐源,20世纪早期的美国有

流线型设计发端的土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形式,这个

形式也是多元的,形式展示了或注解了时代。所以说不仅是

美国的设计师选择了流线型形式,也是流线型形式选择了美

国的设计师,美国工业设计师运用了流线型形式注解了那个

时代的某些状况。

4　结论

流线型设计风格是有美国特色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从

世界食品包装设计的前沿趋势来看,美国流线型设计同欧洲

现代主义设计同步。食品外观设计的流线型构造将令人厌

恶的机器产品解脱出来,技术和功能的革新体现着生活方式

的转变。

流线型风格涉及众多领域,被尊为时代风格、流行样式,

主要是因为设计师与企业主的共谋,人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了

审美的改造,其中“有计划的废止制度”起了重要作用。流线

型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欧洲的流线型设计风格是经过

再加工的,符合欧洲经济、适用的原则。今天“流线型”在中

国还有一定市场,有些学者呼吁谨慎使用这一提法,因为流

线型毕竟是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但是考虑到

中国现代工业设计的真正觉醒不过20多年时间,其中也是

有一定借鉴作用的,这种借鉴不是仅仅局限在具体样式上的

模仿,更多的还是设计自身的思考———即设计的可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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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依次为:BOPA/LDPE复合袋>PA/PE复合10丝袋>

PA/PE复合12丝袋>PA/PE5层共挤袋,5层共挤袋氧气

透过量最低,包装效果最好。

同种包装材料充不同种类气体的花生仁过氧化值在贮

藏过程中呈上升趋势,经SPSS数据分析,过氧化值前14d
变化快,后期变化缓慢。其中对照组包装的花生仁过氧化值

最大,贮藏至35d时,其过氧化值超过中国的有关标准限值

(QB/T1733.5—1993,≤0.25g/100g),真空包装其过氧化

值接近中国标准限值。而氮气贮藏、混合气体、二氧化碳气

体的过氧化值变化较小,45℃加速贮藏35d其过氧化值分

别为0.1795,0.1895,0.1985g/100g,仍低于中国标准限

值(QB/T1733.5—1993)。总之,充气包装贮藏的花生仁抑

制脂肪氧化的效果明显优于真空包装和自然空气包装,说明

花生仁在贮藏过程中与密闭环境里的空气自发地进行氧化,

而充气包装延缓了氧化酸败的速度。

充氮气贮藏的酸价和过氧化值上升的趋势缓慢,而对照

组上升的趋势较大,且过氧化值和酸价变化最小的是氮气,

说明氮气贮藏效果最好。

4种包装材料水蒸气透过量和氧气透过量从小到大依

次为:PA/PE5层共挤袋>PA/PE 复合12丝袋>PA/PE
复合10丝袋>BOPA/LDPE复合袋,因此水蒸气透过量越

低,贮藏效果越好;氧气透过量越低,贮藏效果越好。

3　结论

花生仁富含脂肪和蛋白质,长期贮藏及运输过程中,容

易发生劣变,不仅影响商品价值,而且还降低了花生食用安

全性。目前对花生仁贮藏采用涂膜贮藏技术、辐照贮藏技术

等,花生贮运过程中,常用的包装材料有麻袋、聚乙烯薄膜

袋、聚乙烯编织袋、尼龙复合膜包装袋等,因包装材料的不

同,花生的脂肪品质差异很大[11-13]。本研究对 PA/PE5层

共挤袋、PA/PE复合12丝袋、PA/PE复合10丝袋、BOPA/

LDPE复合袋4种包装材料充气(充氮气、二氧化碳、混合气

体)密闭贮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包装方式的花生

仁在气体密闭贮藏过程中发生油脂的氧化酸败,酸价和过氧

化值上升。采用5层共挤袋充氮气包装可显著降低花生仁

贮藏过程中酸价和过氧化值的增加幅度,减轻脂肪的氧化酸

败。4种袋包装形成的密闭贮藏环境能隔绝氧气,保证花生

的贮藏品质,厚度大的包装材料贮藏时品质更优,PA/PE复

合12丝袋优于PA/PE复合10丝袋。至于采用5层共挤袋

充氮气包装能有效地抑制花生脂肪氧化酸败的内在机制、脂

肪酸结构变化情况仍需要进一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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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的紧密结合,设计与市场的共同繁荣,设计作为文化

现象与时代的精神之间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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