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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发麦草编织艺术与家居产品设计相结合的现代时尚草编产品设计策略和案例。方法方法

以中原麦草编结工艺的自然属性、文化内涵、造型艺术等为研究内容，发掘其材料、类型、色彩和纹理

等内容的独特性、审美性及其实用价值，寻求地域文化、传统工艺与创意设计的最佳契合点，转变为传

统与时尚融合的家居麦编产品。结论结论 以中原地域麦草编织艺术为基础结合现代创意设计手法探讨

麦草编织家居新产品的设计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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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design strategies and cases of modern fashion straw product design combin⁃
ing straw weaving art and home design.Taking the natural attributes，cultural connotations，modeling arts，etc.of the central
plains straw weaving craft for research，the unique，aesthetic and practical value of its materials，type，color and texture are
explored to seek the best fit point for the regional culture，traditional craft and creative design into a fus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household straw weaving products.The central plains straw weaving arts combined with modern creative design，the
new product design of straw weaving household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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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M2.5阴霾笼罩的今天，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世

人重视和关注，人们愈发认识到，收割后大量麦秆被

废弃并焚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

是造成环境危机的来源之一。而麦秆也可以重新变

得“绿色”起来，除了转变为造纸原料、交通燃料的可

再生替代能源外，它自古以来在中原勤劳聪慧的农民

手中制作生活日用品的最佳天然材料。自农业时代

起，河南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农产品仓库，盛产小麦，

且长势润泽，为麦编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本文以创

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收集整理中原地区的麦编

艺术、工艺资料，研究提取传统手工艺中独特的审美

价值和非凡的创造力，将麦草编织艺术融入创新设计

实践。

1 中原地区麦草编织品发展趋势

中原地域的郑州市荥阳县久负盛名的“荥阳草帽

辫”，拥有1000多年的历史，古时就远销欧、美、法、日

等国家，成为中原地区较早的创外汇农业项目。而今

日，“荥阳草帽辫”这一民间工艺却因材料不足、工艺

失传渐渐退出市场，人们采用各种机械器具和人工合

成塑料来代替它，“草帽辫”慢慢在步入历史长河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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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新乡延津县、驻马店汝南县、洛阳洛宁县、濮阳

南乐县和清丰县也同样生产并制作草帽、馍筐、编篓

等麦编产品及工艺品。而濮阳清丰的麦秆画已作为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国际，民间艺人利用麦秆

质薄柔韧、光亮如金的特点制作出美轮美奂的艺术画

面，让国内外观者不禁惊叹[1]。但近二十年来，这些地

区麦草编织产品及工艺品转化为以家庭为主或工坊

的企业化生产，其销售渠道多是散户编织成辫后，兜

售给经纪人，而经纪人转手加工大户，大户们再进行

深加工，制为成品后批发出售。如此形成的产业链上

下青黄不接，产品手工制作粗糙，缺少设计人才、产品

创新力的投入，缺乏系统的设计管理与设计理念，未

形成稳定的销售市场及完善的产品创新开发系统和

健全的品牌营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原地域

的麦编工艺发展。

而美国、英国、法国等创意产业发达的国家中，一

批从事于创意产品、家居、时尚领域的设计师开始关

注传统编织工艺及天然麦草材料。以麦编为来源，以

创意为主导，利用传统材料、地域文化、手工技艺及相

关设计资源来创造文化创意产业链，例如来自纽约的

创意家居产品设计师斯蒂芬·布克设计的现代家具与

灯具，其创意来源于传统编篮工艺，不仅使用了麦草、

柳条等天然材料，还加入了人工可再生材料，坚持其

产品可持续发展。他在保持传统工艺风韵的同时，融

合现代设计手法，色彩大胆、鲜艳，具有风格化，在时

尚界中快速晋级为时代潮流商品。而中原地区麦编

产品多以满足农业生产销售为主，产品类型单一，与

现代时尚生活似有脱节。也未与新技术、新材料、新

行业跨界合作，使得在创意设计中的利用形式还很欠

缺，亟需设计师及行业的新思维、新设计融入，扩展其

在创意家居品中的研发。

2 中原麦草编织工艺的文化内涵

2.1 自然性与人文性

中原麦编的风格特点：抽象夸张、简洁洗练的造

型，注重神似，强调内涵与形式的完整统一，不媚饰、

不张扬、不造作，将独特的艺术张力隐退在朴素的材

料之中。质朴的手工性，永远无法以机器制作的规整

来要求整齐划一、光洁无瑕。中原民间麦编艺术恰是

因为这种生动的“手工性”，在不自由的条件下自由地

创作，产生诸多的无法臆测的惊喜。传统的民间麦编

艺人不需要勾画设计草图便直接编织，抛离任何概念

与理论的束缚，其创作的冲动也并非完全来自生活的

发现与观察，更像是一场艺术家与材料的精彩邂逅。

创作者通过手感不断摸索出材质的情绪，唤醒麦秆中

沉睡的物灵，赋予它们温度与灵魂，让手感与麦秆的

呼吸更契合，并通过敏锐的直觉去设计它的成型与形

态，以具象、模拟、抽象、意象的有机结合来协调它的

外形与内在，心手协商，思行同步。

2.2 寓意性与象征性

麦编艺术源自于民间艺人的质朴双手和纯真地

对生活的反映，他们最初编织作品的题材都来源于祖

辈流传的习俗和传说，以及对农耕生产的赞扬和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主要有：五谷丰登、双喜临门、双龙戏

珠、五福添囍……，体现了人们渴望农业兴旺、生活富

裕，并对婚嫁、生子、兴业 、国强都有祝福地表达。在

这些具有寓意性的主题下，麦编手工艺品中已经表现

出一系列极具象征性的符号元素。符号化的艺术表

现让人文精神浓缩地体现出来，而且迎合大众的视觉

审美，方便人们的记忆和选择。在麦编艺术表现中，

创作者善于利用隐喻、意象的象征表达，去遵循人们

向往幸福、追求祥瑞的精神意愿，通过自然化的变形、

夸张，表现出传神的造型。

3 中原麦草编织工艺的艺术价值

中原麦草编织品多以体现玉米皮和麦草的天然

色彩为主，但为了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要，采用染色

法进行加工，使它们也变得丰富多彩。改革开放初

期，麦草编织品喜用高彩度高纯度色彩，红、黄、蓝三

原色与其对比色搭配[2]，撞色表现大胆而热烈，色彩的

配色单纯而质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麦草编织品

的外销兴起，受现代主义风格和消费心理学及色彩学

影响，不再只是单一的原色搭配，还有红、黄、橙、绿、

蓝、紫，这些邻近色与类似色的搭配与对比，色调清

新、温和、淡雅，整体统一而和谐，深受大众的喜爱[3]。

编织的工艺促成了物品特有的形态，而在麦草编

织物中无论是材料自身，还是手作所制，都具有一种

秩序美、材质美、色彩美、比例美、对比美与和谐美。

在编织过程中形成或创造的肌理与图案，用放大的视

角观察，你会发现麦草编织的肌理与结构层次分明，

纹理有序。麦秆在折、压、叠、编的过程中形成肌理的

变化，经纬交叉、穿插掩压，在编织平面上形成凹凸、

起伏、隐现、虚实半浮雕效果，麦秆的色泽通过编织在

光影下产生变化，紧密、有序的结构表现出一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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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称，见图1[2]。

麦草编织工艺品中有许多以动植物为题材的，制

作者对大自然的生态模拟表达了他们对田园生活的

真实观察与挚爱。他们根据鸡、羊、马、鸟等动物原型

加以自我的想象与变形，让这些可爱的麦编工艺品造

型上繁简合一，惟妙惟肖[4]。麦编工艺品“绵羊”与“公

鸡”在造型上都凸显了特征，利用麦秆弯曲打卷形成

了羊身绵密的绒毛，而公鸡的仰天长歌的神态与身体

架构，是通过麦秆编辫缠绕而成。这些工艺品在造型

上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取其形、延其意、用其神”的

创作手法，通过表象、意象、变形，使它们活灵活现的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见图2[4]。

4 中原麦草编织工艺在家居用品中的应用创意

“传统”和“现代”的糅合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相斥

性，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应保持麦草编织艺术的“原汁

原味”还是大刀阔斧地现代化创意改造？对于种类繁

多的编结工艺来说，运用现代家居设计将麦编进行创

新和改造，使其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人们

的物质及精神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民间工艺的价值

与作用在于它醇厚，静谧地散发着纯朴的原始性与遗

迹感，保留着“材料”与“双手”交融地艺术美。日本设

计大师喜多俊之提出“思考全球化、行动在地化”的设

计理念，他的产品设计实现了与日本各县传统工艺师

的跨界合作，其作品善于在西方的现代设计中加入日

本传统工艺的元素，巧妙地糅合东西方的工艺美与现

代功能性设计，例如HANA瓷器、AOYA灯具等[5]。这

些优秀的案例与设计师一直给我们以灵感的支撑与

启迪，我们在思考如何能将这个古老而朴素的工艺表

现于当代时尚家居生活用品设计中？它的材料、肌

理、色彩都要服从现代设计强调地美学、技术与功能。

4.1 中原麦编工艺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创意麦编家具要遵循现代家具设计原则，既要保

留传统麦编艺术的韵味，又要改变传统的家具观赏风

格，要体现时尚性和情趣性，在设计过程中，将现代科

技融入传统工艺[6]。此类家具的美感在于材料的表

达，创造新家具的同时还需保存麦编朴素、清新、简练

的艺术特色，赋予麦编艺术新的生命表现力。例如学

生作品《太空一号》就是利用麦秆与聚氨酯材料结合

制作而成，椅子形态模仿太空飞船的椭圆形态，采用

贝壳开合方式，整体又好似外星生物开口笑的俏皮可

爱状态，打开背盖展现舒适的麦草编织成坐面，其工

艺采用压三挑四的平编法，手工麦编坐垫结合外观光

滑洁亮的塑材，现代时尚中透露出以人为本的体贴，

如图3。

4.2 中原麦编材料在现代生活消费品中的应用

传统的麦编艺术运用于生活消费品中，主要是家

居编筐、收纳箱、工艺品等形式。学生作品《CONCH

音响》见图4，也是麦草编织工艺的衍生品。在这个

“手机时代”，苹果手机的功能与设计博得全球苹果迷

的追捧，为它服务的附属品也应运而生。整体设计以

橄榄球为基础形态，追随苹果手机极简的功能控制键

设计，将麦编材料与扬声器网面结合，简化音响的外

观，利用白色聚氨酯塑料为基底，衬托出麦编的金黄

色泽与天然质感。

这些家具及3G产品的设计运用模仿和情趣设计

手法，现代审美和前卫的设计创意，结合了新的材料

（下转第126页）

图1 麦草辫

Fig.1 Straw braid

图2 麦编工艺品

Fig.2 Straw woven artwork
图3 《太空一号》

Fig.3 "Numb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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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弥补了现有麦秆制品的材料单一性、设计陈

旧感，为开发麦编产品的创新思路做出了示范。

5 结语

中原麦草编织艺术是农耕文化下衍生的一种独特

的民间工艺，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和岁月的冲刷，中原

麦草编结工艺不仅体现了中原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

还显示了独特的地域蕴涵[7]。这项民间手工艺所折射

出来的手工技艺及人文风情，正是如今创意产业化大

潮中我国艺术文化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8]。

中原麦编创意家居品设计强调手工艺术与现代生活及

设计的关系，使其重新回到生活场域，注重艺术性、舒

适性、环保性，让人们感受蕴含其中的美学价值，同时

也继续做好对民间工艺的保护和传承的本位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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