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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礼盒设计的视觉体验与消费导向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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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综合地分析蛋糕礼盒的视觉体验与消费引导之间的互动性，为设计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借

鉴。方法方法 从蛋糕文化切入，剖析蛋糕礼盒包装设计所承载的社会精神内涵，了解蛋糕包装设计中视

觉结构的和谐性、分类设计的精准性、色彩比例的整体性和造型设计的创意性。结论结论 蛋糕礼盒包装

设计中“层层递嬗而为新”的视觉体验与消费导向的精准衔接，本身就是一个设计与产业化深度结合

的艺术详解图，它还原了包装设计本质，强化了设计“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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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Experience of Cake Packaging Design and Interaction of Consumption
Guidance

HAN Xu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Tianjin 300457，China）

ABSTRACT：Objective It synthetically analyzed the cake box visual experience of the interactive between consumer

guide, and provided powerful reference for design. Methods Startig from the point of "Cake Culture"，it analyzed the

social spiritual of the cake package design，learned the concordance of visual experience，the precision of categories design，

the unity of color proportions and the creativity of form design. Conclusion The cake package design can also be

combined with the visual experience and the consumption guidance together accurately.The cake package design is an art

detailed drawing combining design and industrialization.It restored the nature of the packaging design and emphasizes the

conception of "peopl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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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末，中欧几个重要商业重镇的烘焙师傅增

进并改良了糕点制作技术，创造出基于硬饼干之上的

“蛋糕”雏形，西方国家的饮食习惯由此跟着彻底改

变。随着时代前进和贸易进步，蛋糕传入东方并被人

们接受和喜爱，成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小亮点。蛋

糕的制作形式和“被消费”的角色定位促使蛋糕包装

盒设计日益翻新，从内到外凸显丰富多彩的人性化包

装设计，体现出美食礼仪设计的审美趋向。

1 蛋糕礼盒的消费途径分类包装设计

谈品牌离不开产品，谈产品离不开包装的塑造[1]。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5 卷 第10期

2014 年 05月

高校设计专题研究

107



包 装 工 程 2014年05月

马克·戈贝在谈到包装革命时指出：包装能用来讲故

事，最重要的是，好的包装能够激发灵感，帮人们编织

自己的故事[2]。承载着“快乐幸福之意”的蛋糕，以或

方或圆、或简或繁的造型，参与各种大小庆祝仪式，成

为“开场代言物”，是人们喜爱的美食，也是见证浓情

蜜意和分享快乐祝福的一种仪式必需品，因此它对消

费途径分类包装设计有着特殊的需求。

1.1 生日礼仪蛋糕的包装设计

13世纪的欧洲人认为：在生日那天，灵魂最容易

被恶魔侵入，因此亲朋好友送上蛋糕驱逐恶魔为当天

生日的人祈福，虽然当时只有国王才有资格拥有并享

受众人的祝福，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生日祝福方式

延续下来，演变为普通人的庆生习俗。

生日蛋糕的包装设计丰满圆润，喻示吉祥完美，

有对生命的敬重与祈祷，通常注重体现欢乐、喜庆的

气氛，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进行诉求设计。

儿童生日蛋糕礼盒设计中，选用正方造型，以流畅的

线条型卡通图案为主，基调为绿色，中间点缀红色，整

个包装给人以明快天真活泼之感，见图1（摘自昵图

网）。青年人生日蛋糕礼盒设计中，有的以蓝色夜空

和沙漏图案为生日主题设计，辅以文字问候语，清新

浪漫的色彩应用富有新意；有的以几何图形的线条，

在红色主调的基础上进行色块分割，彰显出青年人时

尚个性和追求前卫的特点，见图2（摘自昵图网）。老

年人的生日蛋糕礼盒，大多选用温馨吉祥底纹和喜庆

的红色烘托出深沉而热烈的关怀氛围。

1.2 婚庆礼仪蛋糕的包装设计

蛋糕在中古时期就已经是婚庆仪式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份。婚礼开始，新郎和新娘共同切开蛋糕，并

隔着蛋糕接吻。婚礼结束后，人们会将象征生育能力

的小麦粉、象征幸运的面包屑撒在新娘头上，以此来

祝福这对新人，因此，婚庆蛋糕礼盒会根据特定消费

群的实际需要进行创意设计，演绎婚礼仪式的庄重

性。婚庆蛋糕礼盒设计，统一并具有系列感和层次感

的组合造型设计，适合现场的陈列和使用，整体风格

简洁高雅、隆重神圣，以喜庆的紫红色和典雅的金银

配色，缀以条型图案装饰，给人甜蜜温存、细腻柔和的

爱情体会，见图3（摘自昵图网）。

1.3 节庆纪念礼仪蛋糕的包装设计

礼仪蛋糕通常出现在结婚周年、朋友聚会、孩子满

月、公司庆典、节庆假日等具有纪念性意义的聚餐宴会

中，是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气氛道具，也是分享和品味聚

会主题的焦点性食物，它涵盖了两层寓意，一是庆祝意

义，二是礼品意义。节庆纪念日礼仪蛋糕的包装礼盒，

外形设计以大气、饱满的造型为主，用以烘托庄重又浓

郁的聚会气氛，整体风格呈现华丽中透出清新、肃穆中

图1 儿童生日蛋糕礼盒

Fig.1 The gift box of children′s birthday cake

图2 青年人生日蛋糕礼盒

Fig.2 The gift box of young people birthday cake

图3 婚礼蛋糕礼盒组合

Fig.3 The gift sets of wedding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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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温馨之感，见图4（摘自昵图网）。

综合上述得知，礼仪蛋糕因消费途径的差异使其

产生分类包装设计，同其他的包装设计一样，需要技巧

地对色泽、图案、造型进行精心设计，以符合包装设计

中“确保包装内装物特定信息得以准确传达的法则，有

机合理地将诸多视觉语汇协调统一起来的结构形式[2]”

的视觉法则，在体现蛋糕环保、健康、美味的文化内涵

的同时，通过包装“使消费者获得诸如感觉、触觉等方

面的感受性满足，提高消费者对此（产品）的信任度，使

购买者自我感觉与产品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适合、完

美与和谐的联系，达到包装与产品与人的和谐[3]”。

2 蛋糕礼盒包装设计的视觉体验

蛋糕的食材设计既是隐性的也是显性的，它的包

装设计要完全充分地把蛋糕的内容美、形式美、原材

料美及造型美显性地体现出来，以礼盒整体风格阐述

蛋糕的文化精神内涵，产生舒心愉悦的视觉传达。

视觉传达设计是“有机合理地将视觉语汇进行组

织、安排，形成一种视觉秩序的组织方法[4]”，它追求物

理平衡和视觉心理平衡，而“平衡感是视觉法则的基

本要求，是构成艺术形象整体协调的基本保障[5]。”由

于蛋糕是集绘画、雕刻、生活、自然于一体的主题性艺

术食品，因此蛋糕礼盒包装要把蛋糕内容和蕴含情感

讲述出来，传递给消费者正确的视觉体验。

蛋糕包装的视觉整体性见图5（摘自昵图网），都

选用了圆形和正方形常规造型设计，但其整体设计

令人耳目一新，仿佛在讲述一个蛋糕家族或一个蛋

糕帝国的“故事”，礼盒造型设计和隐形图案的工艺

加工，增加了包装质感，开启外盒的过程让人从中得

到视觉和心理上的美好体验并产生对内容物的神秘

联想，色彩、结构的对比处理加深了消费者对品牌的

独特印象。

3 蛋糕礼盒定位设计与识别引导的互动处理

在对消费途径进行分类规划以后，蛋糕礼盒的设

计会根据特定群体的审美取向、消费理念、口味爱好

甚至消费环境等进行整体形象的再定位设计，强调蛋

糕的从众的“礼”性功能和“感”性功能，准确地向消费

者传达商品属性信息，加强外包装承载“使事件、时

间、记忆、心愿等定格化”的附加功能。

蛋糕礼盒的定位设计主要体现在消费人群的心

理品味和“礼仪性”识别定位上，它可以直接将商品寓

意、商品对象、商品档次等隐性信息突显出来，同一品

牌的蛋糕经过包装定位处理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

消费需求。在包装材料和印刷工艺上，制作工艺精致

与否、造型设计个性化与否、平面设计内容信息准确

与否等，这些都细化了消费群体，使之产生更精准的

消费识别效应，它的识别效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象征意义和识别引导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提醒设计师在关注消费者基

本物理需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内在的情感需求，即考虑

消费者的审美情绪从而刺激情感消费[6]。蛋糕礼盒的

包装设计所蕴含的丰富的、特殊的象征意义，是其他同

类食品所不具备的，因此，它一定会暗含特定诉求点，

或使用专有色彩，或使用某个专用词组，或使用代表产

品属性的图案，有机地激发诉求核心，对蛋糕礼仪主题

起到积极的识别作用。蛋糕礼盒的立体化设计见图6

（摘自昵图网），是从色彩心理审美情绪上刺激消费者，

折纸造型设计在喜气吉祥之中不失大气和礼道之感，

通过精巧的包装明确展示了蛋糕的礼品性，以轻松活

泼的形式进行概念设计，引导识别消费。

3.2 立体创意和唯美表现

蛋糕的包装设计永远是以唯美为设计灵魂，其设

图4 纪念日及聚会蛋糕礼盒

Fig.4 The gift box of anniversary & party cake

图5 蛋糕包装的视觉整体性

Fig.5 The visual entirety of cake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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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过程就是唯美艺术创作过程，采用立体化视角、空

间联想创意，盒型与功能的统筹安排，充分表现内容

物的特点和消费主题，形成“内美外现，内外呼应”的

互动设计意图，以开阔的设计思维，新颖的设计思路，

合理的结构设计，极大程度地展示物与设计结合的巧

妙性和美观性，产生唯美的立体化视觉效果，提升了

产品附加值，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

3.3 视觉形态和色彩应用

一切表明，科学的、高度审美的色彩设计，已成为

当代生活中文明与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7]。为了符合

消费群体对商品品牌定位设计的认知度，蛋糕礼盒的

造型设计必然保证视觉形态的独特领域性和商品属

性的第一识别性。

包装的色彩设计根据人们对蛋糕的分类需求，

利用盒的体、面关系来构成一定的色彩心理倾向和

色彩意境，突出产品的不同特点，引导人们正确判断

蛋糕内容的“主题基调”，以此增加消费忠诚度。此

类礼盒包装一般以圆形与方形为基本造型，视觉形

态稳定而明确，以固有色来定位品牌形象，给人或朴

素温情或简洁爽朗的感受。蛋糕礼盒的造型见图7

（摘自昵图网）。

3.4 技术革新和环保理念

众所周知，包装的基本作用是对产品的保护作

用，包括防潮、防霉、防蛀、防震、防漏、防挤压[8]。包装

设计者最先要了解的是原材料的性能，其次是包装材

质要求和保鲜要求。

从生物角度看，脂肪遇上氧气会氧化哈败，氧还

会使不稳定的色素变色或褪色[9]，透氧度是一直影响

包装内容物品质的重要指标[9]。为了保证产品的性能

稳定，需要采用低湿透率和低透气率的包装材料[10]，因

此，蛋糕的礼盒包装一般情况下都采用密封设计，材

质为环保“绿色”纸质，以便循环再利用，而且纸质包

装坚固不易变形，款式易于设计，能满足不同群体需

要，同时选用食品内容所需的功能性环保包装材料，

拎手的钔切制作工艺既节省了成本，又很好地体现了

礼盒包装的环保设计理念。绿色环保的蛋糕礼盒设

计见图8（摘自昵图网）。

蛋糕的内容在不停地追求创意，包装设计亦步亦

趋地把蛋糕整个内容中的各个部分再组成、再结合、

再配置整理。换言之，在一定的意图空间里，一个艺术

性较高的蛋糕礼盒的包装设计，都会精心安排和处理

诉求关系，用个别或局部的形象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

整体，以期达到深化主题思想的效果。

4 结语

蛋糕礼盒的设计能成功地体现、反映蛋糕所蕴含

的礼仪文化和主题内容，结合材料、图案、内容及造型

的变化，掌握蛋糕的分类消费定位、情感消费定位，使

蛋糕成为具有附载人们情感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对消

费识别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反之，消费者又有着对

蛋糕礼盒形象的认知与视觉期待。这两者之间互相

图6 蛋糕礼盒的立体化设计

Fig.6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the cake gift box

图7 蛋糕礼盒的造型

Fig.7 Color & distinctive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cake gift box

图8 绿色环保的蛋糕礼盒设计

Fig.8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esign of the cake gif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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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共同诠释了蛋糕礼盒设计中的设计本质精神，

延深了视觉体验设计所产生的市场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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