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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竹材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时 迪 1，王逢瑚 1，于文吉 2

（1.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 150040；2.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91）

摘要：从竹文化角度分析了重组竹在现代家具设计中所具有的特性，以探索在重组竹现代家具中继承和发展传统

竹文化的方法。采用对比的方法，比较了重组竹与原竹在材料特性以及造型要素方面的异同；采用总结归纳的方

法，提炼了中华竹文化物质领域中竹子的功能特性以及精神领域文学作品中竹子的审美精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应结合现代和未来生活的需求，注重发挥重组竹抗弯强度高，纹理自然，颜色淡雅等特性，来实现对传统竹文化的继

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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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mboo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tures of recombinant bamboo applied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bamboo culture. By means of

contrast,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features of the material and modelling elements between

bamboo and recombinant bamboo. Adopting the approach of summing up, it refines the functional features of bamboo

products in Chinese bamboo culture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of bamboo products in the literature work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above, it proposes developing the features of recombinant bamboo, such as its high bending strength,

natural texture and elegant color. 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feature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bamboo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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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质资源丰富，而且竹子是速生材，是可再

生资源，加强对竹质资源的利用将有利于家具业的可

持续发展。重组竹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的新产

品，竹材的利用率高，可以达到90%，因此加强重组竹

在家具中的开发和利用将有利于中国家具业的可持

续发展且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但中国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价格而不是价值[1]，原创且在世界

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家具作品很少。只有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因此开发具有中国设计特色的现代家具应加

强对民族资源的开发利用。竹子是一种具有中国特

色的材料，因为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竹文化，竹子已

融入了中国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然

而原竹因为不适合现代机械加工等原因，原竹家具产

品一直处于低档阶段。重组竹改善了原竹在现在机

械加工方面的一些缺陷，具有发掘竹文化的潜力，是

一种尝试开发中国特色现代家具的好材料，但目前对

重组竹家具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重组竹

的材料密度等性质接近于红木材料，因此现有的重组

竹家具设计研究偏重于对明清家具的模仿，而忽视了

对市场更为广大的现代家具的研究；其次，由于重组

竹失去了原竹的一些形态特征，在如何让重组现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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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设计能发掘利用竹文化还属于研究空白。笔者针

对目前重组竹家具设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中华竹

文化入手对重组竹现代家具设计进行探讨。文化，从

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笔者从物质财富中竹子的功

能和精神文化领域的文学作品中竹子的审美2个角度

进行探讨。

1 重组竹材料的物质层面分析

针对如何开发利用竹文化物质财富，笔者进行了

如下研究。首先对重组的材料特性与原竹进行对比

整理，然后对竹文化物质财富中所应用的竹子的特性

进行提炼，最后结合两部分的内容对重组竹现代家具

的开发融入竹文化物质财富具有的优势和不足进行

总结，同时提出如何继承和发展竹文化物质财富的一

些建议。

1.1 重组竹与原竹的材料特性比较

重组竹是经过竹材截断、软化、去青、疏解、干燥、

施胶、组坯、热压等工艺流程和生产工艺制作而成

的。对其物理力学性能，张俊珍、任海青等人对重组

竹抗压与抗拉力性能进行分析研究，得出重组竹顺纹

抗拉强度为248.15 MPa，顺纹抗压强度为129.17 MPa，

稳定性较好的结论[2]。由四川竹元科技公司制造的一

种重组竹的把密度提高至原竹的1.6~1.9倍，抗弯弹性

提高至原竹的1.9~2.3倍，抗弯强度是原来的1.6~2倍，

力学性能明显增强[2]。对于重组竹材料的耐腐耐菌性

能，秦莉、于文吉等人对其研究后发现酚醛树脂热处

理重组竹及外购的重组竹，均能达到一级耐腐，但对

霉菌的抑制作用不佳[3]。竹材和竹制品在温暖潮湿环

境下保存和使用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霉变，一般在潮湿

或露天环境中，竹材只有1~2年的使用寿命[4]。对于重

组竹材料的干缩湿胀性能，关明杰等人对其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在相近密度下，重组竹比几种常见家具

木材麻栎等的干缩系数要小，适于用家具制作[5]。

经以上对比发现，重组竹与原竹相比在物理力学

性能、耐腐性能以及干缩湿胀性能上都具有一定的优

势。

1.2 传统竹制品中的功能特性

竹子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

如苏东坡所说：“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面对数

目庞大的竹制品，如何总结这些竹制品中所应用的竹

材的特性？比如竹筒和竹管火器，虽然前者为饮食用

具，后者为竹质兵器，但是他们所应用到的都是竹子

的容纳功能，而且这种功能的实现是利用了竹子的中

空特性。这样就可以把种类庞大的传统竹制品进行

归纳，笔者首先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把常见竹质品的

功能划分为围合功能、容纳功能、过滤功能、承载功

能、流通功能、温控功能和漂浮功能七大功能[6]，然后

对每种功能所应用的竹子的性能进行探讨。

围合功能，这类功能的制品有篱笆、竹罩、栅栏

等，此功能的实现大都是把竹材通过编织围合成面实

现空间的分隔。围合功能大多是利用了竹子分割后

材料的韧性。容纳功能，这类功能的制品有竹筒、竹

盘等，竹子的容纳功能主要分为空洞和无空洞 2类。

无空洞的一类主要应用的是原竹的中空性，有空洞的

一类主要应用的是竹子分割后材料的韧性来编织成

容器。过滤功能，这类功能的制品有竹漏、竹筛、竹耙

等，此功能的实现也主要依靠竹子的韧性进行编织，

利用编织后形成的空洞进行过滤。承载功能，这类功

能的制品有扁担、竹席、竹家具等，这个功能的实现主

要是应用了竹材纵向与横向的抗压特性等。流通功

能，此类制品有竹瓦、竹乐器等，此功能的实现主要是

利用了竹子的中空特性。温控功能，此类制品有竹

衣，竹凉席等，此功能的实现主要是利用了竹子的导

热、隔热特性。漂浮功能，此类功能的产品有竹筏、竹

船等，此类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靠竹子的中空特性。

经过以上归纳总结发现，在传统竹制品中，应用

的竹子的材料特性主要有：韧性、中空性、抗压性、温

控性、导热隔热性等。其中竹质家具中应用最多的是

竹子的抗压性，温控性等。

1.3 重组竹现代家具设计建议

通过对竹文化物质财富中所应用的竹子的特性

进行提炼，笔者归纳出在传统竹制品中应用到的竹子

的主要特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竹质家具中应用最

多的是竹子的抗压性、温控性等。其他的竹材的特性

在原竹家具中并没有太多的体现，因此在原竹家具设

计中可以对原竹的弹性、韧性、中空性等进行深入开

发。重组竹失去了原竹材料的很多特性，但是在物理

力学性能、耐腐性能以及干缩湿胀性能上都具有一定

的优势。在进行重组竹现代家具设计时应当充分发

掘利用重组竹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时迪等 重组竹材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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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组竹材料的精神层面分析

针对如何开发利用竹文化精神财富，笔者进行了

如下研究。首先对重组竹的造型要素与原竹进行对

比整理，然后对竹文化精神财富中文学作品中竹子的

审美精神进行提炼，最后结合 2个部分的内容对重组

竹现代家具开发时融入竹文化精神财富具有的优势

和不足进行总结，同时提出如何继承和发展竹文化中

原竹审美精神的一些建议。

2.1 重组竹与原竹的造型要素比较

重组竹是由竹纤维束经过疏解、干燥、施胶、组

坯、热压等工艺制成的，因此重组竹的造型要素与原

竹有很大的不同。重组竹的造型特征会因截取的方

向而有所变化。顺纹理截取的元素在平面上呈现平

行纤维结构，纹理流畅有行云流水之感，见图1。垂直

纹理截取的元素在平面上呈现块状的纤维束结构，并

能够在竹束上看到深色点状的竹管束，见图 2。纹理

与竹纤维呈一定角度截取的元素在平面上呈现出一

片一片的竹束，每个单独的竹束都是一端窄一端宽，

整体纹理如山峦叠嶂，见图3。

原竹的造型要素在点、线、面上都具有一定的特

色。造型点的分析：首先，原竹横截后的端面就可以

看作是点元素，竹椅见图4，椅子侧面就发掘了原竹点

的美；另外，原竹的竹节相对于大部件来看也可作为

点元素。造型线的分析：原竹本身就是呈线型的，在

家具中原竹的线型经常是直曲结合，刚柔相济，鸟巢

桌见图 5，桌子的支撑部分就展现了原竹的线型。造

型面的分析：原竹面的构成可以是原竹直接拼接的，

也可以是将原竹劈分成竹篾等部分后编织而成的，竹

图1 顺纹理截取（未涂饰）

Fig.1 Diameter cut（without paint）

图2 垂直纹理截取效果（已涂饰）

Fig. 2 Plain cut（with paint）

图3 成角度截取（未涂饰）

Fig. 3 Oblique cut（without paint）

图4 荷兰Yksi团队设计的竹椅

Fig.4 Kawayan tech bamboo chair

图5 “Blow up”系列鸟巢桌

Fig.5 "Blow up" bird nest bamboo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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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见图 6，凳面部分就是利用原竹劈分的竹篾编织而

成的，还可以是竹片等以嵌插的方式构成的，另外原

竹软化展平弯曲可以得到平面或曲面。

相比于原竹，重组竹造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不同

截取方法取得的点、线、面呈现的纹理及色彩上，重组

竹在各种造型要素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上处于弱势，在

统一性上处于优势。

2.2 传统竹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精神

竹文化在精神领域的成就众多，在中国传统的文

学、绘画、园林、宗教以及民俗中都可以看到竹子的身

影。笔者仅针对竹在文学作品中的成就来总结竹子

的审美精神。在文学作品中，我国第 1部诗集《诗经》

中就出现了对竹子的歌咏，魏晋六朝时期，以竹子为

题材的咏竹诗文开始产生。经过对众多的竹文学作

品的查阅和总结，可以提炼出竹子在传统文学中形象

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体现竹子的自然美，二是体现

竹子的人格美。前一种美是对竹子自然形态的描写

和赞美，后一种美是将竹子的自然形象融入了人格形

象，以“竹”言志，以“竹”寄情。竹的自然美在传统文

学中的描绘，可以归结为清淡、秀丽、挺拔等。竹之清

淡可以从“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风味既淡泊，

颜色不妩媚”，“几竿清影映窗纱，筛月梳风带雨斜”等

文学作品中体会到。竹之秀丽可以从“烟通杳霭气，

月透玲珑光”，“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惟青青之

玉立，俯漪漪之轩，构憩乐之幽情，处蔚然之深秀”中

体会到。竹之挺拔可以从“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

辱”，“亭亭月下阴，挺挺霜中节”，“因兹秉得坚刚性，

历尽东风瘦不斜”中领会到。

经以上对竹文学作品中审美精神的归纳总结发

现，竹子的审美精神主要表现为清淡之美、秀丽之美

和挺拔之美。

2.3 重组竹现代家具设计建议

通过对竹文化精神财富的文学作品中竹子的审

美精神进行提炼，笔者总结了几个主要的形象，即清

淡、秀丽、挺拔。其中清淡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见多

用“疏、清、历历”等词，因此，在家具设计中处理好疏

密关系，使造型古朴淡雅，是在设计中融入竹的清淡

之美的关键。经过对重组竹造型特征的分析可知，重

组竹的纹理在各种截取方法下都呈现出一定的自然

美，如云如气，色彩上有原竹的淡雅特点，因此，可以

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来进行重组竹现代家具的开发研

设计。秀丽之美，在中华竹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

出其秀丽多体现在蓬勃的生命感，因为重组竹为原竹

经过干燥等工艺重组而成，材料本身的生命力不强，

因此利用重组竹来表现竹子的秀丽之美的方法有待

进一步探索。挺拔之美，可以通过竹材顺纹理方向截

取线型来表现，因重组竹顺纹理方向的纹理流畅，纹

理线型之间平行，因此有助于增强重组竹线型的挺拔

之美。另外，通过上文对重组竹材料性能的总结可知

重组竹的顺纹理抗压强度大，因此还可以在满足强度

要求的情况下缩小材料的尺度，也有助于表现重组竹

的挺拔之美。

3 结语

通过对重组竹与原竹材料特性的比较分析，以及

传统竹制品中功能特性的总结，发现在进行重组现代

家具设计时，可发挥重组竹优良的物理力学性能、耐

腐性能等优势，同时应当避免材料本身的不足，如可

以发挥抗弯强度高的优势制作轻薄的台面搁板等，同

时避免材料密度大增加产品重量带来的问题。

通过对重组竹与原竹造型要素的比较分析，以及

对中华竹文化精神领域文学作品中竹的审美精神的

总结归纳，发现重组竹在进行现代家具设计时可以发

挥重组竹纹理的自然流动特点，色彩的淡雅特点，来

展现竹的清淡之美，可以多尝试重组竹顺纹理方向的

线型设计，以展现竹的挺拔之美。另外，原竹在功能

性及造型要素上的丰富性要好于重组竹，因此重组竹

现代家具设计时可以尝试与原竹的综合利用。

对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需要

对竹文化有深厚的积累与体悟，需要对现代与未来家

图6 竹凳

Fig.6 Bamboo s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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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需求进行洞察与把握。文化不可能通过表面的模仿

和借鉴就能够体现出来[7]，这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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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产品的过程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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