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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背景下的竹藤编织产品的风格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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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欧美藤编、日本竹编和中国竹编3种典型竹藤编织风格的演变为启示，分析了竹藤编织产品从手工业时代

到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变迁。论述了3种风格迥异的转变方式所揭示的传统文化对工业化冲击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现代价值体系以稀缺性为目标，重塑中国竹编工艺生命力的产品创新观点，并提出

了专业化计算机辅助技术对推动竹藤编织产品革新与发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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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ired by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wicker, Japanese bamboo craft and Chinese bamboo

craft three typical weaving crafts, it gave an analysis on the products′value change from handicraft era to industry era. It

discussed three different changing ways indicating the differen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strategy dealing with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it, it proposed the scarcity as object facing the modern value system, to rebuild

product innovative opinion of Chinese bamboo weaving craft vitality. Moreover, it suggested the value of professional

CAD techniques′for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 and development of bamboo weaving w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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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藤编织产品是指以竹、藤或其他天然与人工

材料为原料，以编织为主要工艺技术的产品。编织

是一种历史悠久且极具表现力的手工艺技术，世界

上各种传统文化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编织风格。受

制于材料特性，竹藤编织产品未能展现出编织工艺

的全部魅力，如不能完全体现绳、草、纤维等柔性材

料的复杂花式，但竹藤材料的刚性与弹性特征造就

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如完全不同于平面化柔性材

料编织品的空间性特征，并且使得风格的发展呈现

出较为集中和明显的线索，为研究这一类型的产品

提供了便利条件。

风格的变化与价值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对竹藤

编织这类传统产品，其价值结构的变化受工业化生产

模式的影响极大。

1 竹藤编织产品的风格变迁

藤编家具在西方世界的蓬勃发展始于维多利亚

时期[1-3]。维多利亚的设计风格华贵繁复，杂糅了多种

异国文化，以饱满的细节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感官。藤

编产品的固有特征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学诉求有着

很高的契合度和一致性，如藤编产品通体布满细节，

没有大面积的平面，藤编结构复杂多样表现力极佳，

藤材的弹性又非常适合表达维多利亚风格中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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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卷草形态，这些特征使得藤编产品的在维多利亚时

期得到了爆炸式发展并迅速到达顶峰，见图 1。这一

时期的藤编家具产品几乎完全是手工制作完成，耗时

耗力，价格昂贵，极具收藏价值。

到20世纪初期，维多利亚风格的藤编家具逐渐走

下坡，主要原因是美国市场的冲击和工业化生产模式

导致的审美趣味的变化。美国商人为了与华美昂贵

的欧洲藤编产品抗衡，开发了大量简洁实用的产品。

机械化编织技术的发展和替代材料的出现加速了风

格的转型，使维多利亚风格的藤编产品转入工艺美术

时期。这一时期藤编产品上的装饰性结构被大量删

减，经典的卷草形态几乎绝迹，简洁的连续块面编织

纹样成为主流，裙边、椅背下部等非承力部位的大面

积的稀疏菱形漏空块面，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

见图2。

随后的装饰艺术风格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的普及

使得藤编家具进一步向功能化靠拢，形态上则走向简

洁的几何形，在丰富的色彩和软装的配合下与现代家

居环境融为一体。这种融入感在当代藤编产品中不

断得到强化，取代了风格独立化的诉求，表现为材料

的多样化组合和形式上与当代家具产品的一体化倾

向。多数当代藤编家具不再张扬个性，仅在块面的纹

理上体现出编织结构的趣味性。

日本竹编产品以容器为主。和欧美的藤编不同

的是，这类产品在家居产品系列中地位较低，即使走

向商业化也难以与塑料工业制品抗衡。日本竹编艺

术家们曾经转向欧美艺术体系寻求发展的灵感 [4]。

二战后，一些被誉为“人间国宝”的日本竹编艺人从

雕塑中得到灵感，并尝试以竹编为媒介实现一些抽

象形态，见图 3。这些先驱的探索得到了艺术界的肯

定。美国收藏家 Lloyd Cotson于 2006年把自己 50余

年来收藏的近千件日本竹编精品捐赠给旧金山亚洲

艺术博物馆，使得日本竹编在一片惊诧声中获得了

自己的艺术地位[5]。不同于欧美藤编的商业化道路，

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的日本竹编有一种向“正统”艺术

靠拢的自觉努力。在许多现代日本竹编精品中，容

器功能被弱化，艺术家们转而去探索材料自身特性

的充分展现。

中国竹编早在战国时期便已达到较高的艺术水

准，到解放前已发展成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产

品种类和样式繁多 [6-7]。解放前的中国一直处于农耕

社会，竹编产品在功能上有着较广阔的应用天地，产

品在实用的基础上不乏精巧雅致，风格清新自然而不

矫揉。解放后，在工业经济的冲击下，竹编产品逐渐

边缘化，慢慢退出了家居领域。和日本竹编艺人类

似，功能需求弱化的中国竹编也在寻求向艺术靠拢，

不过采用的方式却截然不同。总的来说，解放后的中

国竹编精品可以用“高精”一词来概括描述，见图 4。

对竹编艺术的评价多数是该作品耗费的人力、篾丝的

图1 维多利亚风格的座椅

Fig.1 Wicker chair of Victorian style

图2 工艺美术风格的座椅

Fig.2 Wicker chair of art & craft style

图3 抽象形态的日本竹编

Fig.3 Japanese bamboo product of abstract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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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很细）、使用编法的种类等几个可量化指标。

2 竹藤编织产品风格变迁的原因分析

应该承认，目前无论是在产品领域还是在艺术领

域，竹藤编织产品都处于边缘化状态，而这项古老的

文化遗产要想在现代世界生存下去，它必须至少在产

品或艺术两个领域之一获得认可，谋得一席之地[8]。

从产品角度来看，竹藤编织产品的生产至今尚

未完全进入工业化生产模式，传统手工业的痕迹还

相当明显。这一矛盾在欧美藤编家具、日本竹篮和

中国竹编产品中都有体现，并且随着工业时代的到

来越来越明显，而处理这一矛盾的态度则决定了这

一古老产品工艺的生存模式。对这种矛盾的处理方

式大致有 3种：全面拥抱商业化、寻求新的价值和退

守手工艺领域。

作为一种手工艺形式，在工业时代之前竹藤编织

产品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工”和“料”两个方面。在取

材一致的情况下，做工的精湛细致、功耗量的充足是

提升价值的主要手段，维多利亚时代的藤编家具和20

世纪以前的中国竹编与日本竹编（那时与中国竹编风

格完全一致）无不体现着这些工耗指标。工与料在产

品价值的构成中占据大比重是工业化时代之前的特

征，那时“设计”和“创新”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产品

生产环节，它们隐含在“工”的内部，并且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多个一维指标上。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产品价值逐渐转向“功能”与

“稀缺性”2个方面。竹藤编织产品以家具、容器和装

饰性器具为主，它们所履行的功能被大量的工业化生

产的产品所替代，在功能的同质化竞争中尽落下风。

因此，“稀缺性”成为竹藤产品在现代社会生存并发展

的主要源动力。面对工业化产品的冲击，无论是欧美

藤编家具还是日本和中国竹编，在“稀缺性”上创造新

的价值都作出了足够的努力。欧美藤编家具的做法

是完全商业化的，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机械化编织

技术和替代性的易加工材料被不断的开发出来，使得

产品的产量和效率一路提高，而产品的风格也紧随材

料和工艺的发展而演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为欧美

藤编产品引入了现代工业设计的价值观，在材料、色

彩、结构、装饰等方面寻求多维度的突破，所产生的成

果也极其多样化、富有现代感，见图5。

中国当代竹编的主流价值是向手工艺时代逆向

回归的。笔者认为，中国竹编的这种趋势是借助传统

价值的反弹来应对其在现代价值体系中“稀缺性”的

匮乏，延续这项技艺所需的投入在多数情况下也难以

为继。现代中国竹编在产品对象选材上的一个突出

特征就是越来越倾向于工艺品，并且以具象、复杂为

选材的主要指标，而实用性日用品的设计开发则几乎

绝迹。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竹编工艺脱离千百年

来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应用环境的一个迹象，而这种

迹象则表明：价值的回归带不回生命力的恢复，因为

传统价值所依存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

3 促进中国传统竹藤编织产品发展的建议

编织产品发展受阻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其功能被

金属、塑料等制品取代，而在于其从业者多为传统的

手工艺人，现代产品创新的理念、人才、技术均未到

位，使其在商业市场上难以产生自己的竞争优势。目

前设计师对编织产品进行设计所使用的手段主要有

（下转第 94 页）

图4 中国高精竹编

Fig.4 Chinese bamboo art of high precision

图5 结绳编椅

Fig.5 Knots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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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贴图和建模 3种方式，这 3种方式各有不足：手

绘和贴图都难以准确和精确地表达编织结构，而编织

结构的手工建模是一项复杂耗时的工作，甚至完全无

法实现。因此编织产品发展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可

以归结为设计表达手段的落后。对此笔者进行了一

些基于CAD技术的探讨，力求通过开发相关辅助软件

让设计师能够更好地设计并表达自己的创意方案，以

促进其创新的积极性。

笔者应用所开发的CAD技术建立的 2款编织产

品三维数字模型，见图 6，该技术可以基于Excel电子

表格通过色彩来设计编织纹理，并输出到Rhinoceros

软件中进行三维建模。可以看到，模型的真实感可以

满足效果预览以及设计师与编织工艺师的交流需

要。设计实践证明，这种尝试是成功的。

4 结语

竹藤编织是一项美丽的传统工艺，而工业化的冲

击则使其面临着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考验。人们有

各种理由希望它们能朝气蓬勃的存在于身旁，存在于

生活中，而不是存在于博物馆的玻璃柜中。三种典型

的竹藤编织产品的风格走向，客观上代表了不同文化

的价值取向：欧美的商业化、日本的回归自然、中国的

回归传统。希望我国的竹编工艺能够从欧美和日本

同类产品的风格发展中找到可借鉴的元素，走出自己

的有生命力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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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款竹编花瓶模型及其Excel设计稿

Fig.6 Woven vases and their Excel desig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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