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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传承和发扬竹产品的设计文化，改善生态环境，满足女性需求的人文关怀，创造出美的日用产

品。方法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资料归纳等方法来分析竹材的特性、加工工艺等，寻找竹与女性产品的契机，并

对女性日常携带用品进行需求调研分析，通过调研结果，进行产品设计。结论结论 竹材与现代女性产品相结

合，赋予了更多时尚的文化内涵，实现了更广泛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唤起了传统竹产品设计的新生

命。遵循自然的审美和谐，使得竹材这一生态材料在女性消费群中得以广泛传播和使用，满足现代产品

设计的“大设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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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design culture of bamboo product，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meet the demand of women′s humanistic care，and create beautiful daily product item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data summary and other approaches，looking for the opportunity of bamboo and female products，it
carries on the deman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emale daily carry product，through the survey result，carries on the
product design. The combination of bamboo products and the modern female gives the fashion culture more connotations，
realizes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values，and finally arouses the new life of traditional design of bamboo product. Following
the aesthetic harmony of nature，it will make the ecological bamboo materials widely used in the female consumers and meet
the grand design conception of moder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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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自然、社会、经济这3个动态的生态环境

之间存在着相互协调和促进的关系，毋庸置疑，人类

在造物设计活动中不断推进着社会的发展，将需求

以浅显易懂的视觉方式呈现在生活中，带来无限的

正效益。然而，设计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

效益也无须遮掩，尤其在寻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

资源进行了过度开发利用，这种以牺牲资源和生存

环境为代价所成就的工业文明背后，不乏存在着由

设计行为引发的资源浪费现象，在高速高产的流水

线下，产品也逐渐丢失了传承的意义。如何通过设

计改善生态环境，并使产品注入文化力量，创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产品势在必行。

1 竹的传承

中国竹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种竹、用

竹、爱竹、咏竹，绵延了数千年，凝聚了中华各族人民

精神而创造的各类与竹相关的产品，如竹工程设施、

竹工具、竹图绘画、竹俗、竹文学艺术、竹的神话传说

等，构成了我国文化史上历史久远、应用最广、内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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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和民俗功能众多的文化长链[1]。

1.1 竹的发展现状

竹子原产于中国，分布极广，具有生长周期短且

繁殖力强的特点，形成了有利的再生造物资源。近10

年来，地球表面森林面积逐年减少，而竹林面积却日

益扩大，为维持生态的平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大力发展竹材的策略，并得到不少

设计师的响应。如杨丽萍设计的民族风编织包，以竹

为载体，手工编制，材质表面无过多的修饰和雕琢，保

留了竹子的天然色泽，给女性使用者带来淡雅气韵，

见图1（图片摘自杨丽萍官方网店）。事实上，在造物

选材中，竹材在女性领域的运用甚是广泛，譬如

"Harbinger"公司所销售的竹制首饰，采用镭射切割技

术制作而成，在材质的认知和形态的设计中，带来刚

柔并济的视觉冲击感，给人以新颖美观的感受，见图2

（图片摘自Harbinger公司官网）。

1.2 竹材料的加工利用

古人造物时要考虑材料的物性，即它们自身的自

然属性[2]。对于竹产品来说，“竹林—竹材—竹产品”

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竹林是造物取材之根本，根

据产品的不同要求，可以从竹的种类、竹龄、采伐季节

和竹林的区域位置等属性进行合理取材，物尽其用。

竹材是竹产品设计实现的物质载体，具有天然的柔软

性、舒适触感和透光性。为符合生态设计的特征，尽

可能地通过生态的物态传播，显露其自然，而不是消

隐自然[3]，故在制定相应的加工策略时，在兼顾产品功

能的同时，又不能完全隐匿竹的自然之美，在大多的

产品设计中，都可通过竹丝、竹片和竹编的加工工艺

得以实现，见图3（图片摘自《自然的恩物——竹编工

艺》）。

1）竹丝广泛用于传统鸟笼设计、竹丝家具、工艺

品等。一般可选用3年左右的冬竹，柔软性最佳，不易

断裂和长虫生霉。在制作过程中，可根据竹产品需

要，对竹子进行简单分段，设定大小直径，放入机器或

手工进行拉丝，再进行防虫防霉的环保处理，最后自

然晾干。

2）竹片为家居装饰、灯具饰品、电子产品等带来

多种选择的可能。通过不同组胚和工艺处理后的层

压竹方料进行软化，刨切而成。

3）竹编多用于器物成形。国内竹编主要以四川

的慈竹和长江中下游的毛竹为主，慈竹节长，自然纤

维出色，柔软性极佳，是精细竹编的主要原材料，是制

作瓷胎竹编的上好材料。毛竹相对较硬，但富有弹

性，适合实用性竹器物的编织。原始材料的不同，决

定加工工艺的不同。

2 女性时代与“竹”缘

现代女性在社会及家庭各方面都与男性拥有着

平等的机会和权利。经济增长也为女性带来了更多

的发展空间。一个现实呼之欲出——“她”时代正在

逐渐来临[4]。与此同时，“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

人性化设计的普及使女性产品与传统的物品区分开

来，形成一个可深度挖掘的领域。对于女性来说，一

个产品既应该适应外在需求，又需要满足心理和精神

情感的内在需求。就目前而言，市面上的女性产品多

注重外观造型，这是取悦女性消费的第一印象，这主

要是由产品的形态、色彩和材质所决定的。虽然市场

上女性产品已琳琅满目，但一味地停留在造型与外观

上，似乎已不能满足现代女性与时代的更高需求。

陈望衡主编的《艺术设计美学》中道出：内在的

设计观念与外在的形式追求构成艺术设计的基本内

涵，而提高生活质量、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是设计的

最高目的[5]。张道一也在《造物的艺术论》中指出：工

艺美术自出现的时候起就带有实用与审美的特点，

两者并非一般的结合，而是内在的统一[6]。不难看

出，人类在造物活动中所兼具的物质适用与精神审

美是和谐统一的，设计师应该更多地在文化层面开

始尝试以现代化的设计语言来赋予女性产品精神的

新活力。

图1 编织包

Fig.1 Bamboo weaving bag

图2 竹制首饰

Fig.2 Bamboo weaving jewelry

图3 竹丝、竹片、竹编

Fig.3 Bamboo filament，bamboo chip，bamboo w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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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竹与女性产品的契机

竹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却能对民族文化的发生和

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

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竹子文

明”。建筑师张永和曾说：竹子是东方的，又是中国

的，透过竹子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识别性。由此可

见，以竹为载体的女性产品具有文化价值，这不仅仅

体现在竹材料本身和产品的形态两个方面。如今，设

计领域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和民族特征的发掘，如意

大利设计的浪漫、德国设计的严谨、美国设计的奔放、

日本设计对极致的追求等，都是其民族性格和文化特

征的反映。竹子所具有的文化意味能使其成为表达

中国特征的候选产品之一，这反过来也增强了竹子的

影响力，促进了竹设计的进一步发展[7]。

自古以来，女性用品就与竹结缘，如团扇、竹簪和

服饰等，这些竹材手工艺的作品被视为文化传承的女

性代表饰件，但如今大多都已经消失，主要在一些少

数民族服饰领域中有所保留。如怒族佩戴的竹管制

成的耳环坠，韵味十足。佤族妇女通常在腰胯间带有

几个较大的蔑圈作为装饰，蔑圈用藤蔑制成，涂成黑

色或红色，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腰间的空白，起到美

观的作用[8]。云南傣族支系花腰傣所居住的寨子大都

绿竹成荫，生活中无处不是竹产品的影子，其中花秧

箩最具特色，见图4（图片摘自百度图片）。花秧箩是

花腰傣族妇女的传统服饰用品，用各色细竹篾精心编

织而成，装饰着本民族的纹样图案，并缀上绚丽的缨

穗，使整只秧箩别致风韵。可见，竹材在女性用品中

的使用十分广泛，有的器物已成为民族服饰的象征，

具有传承的意义。

2.2 竹材在女性产品的设计运用

顺应时代的需求，在可持续设计观的指引下，遵

循竹材本身的特性，赋予女性产品中国元素与民族特

征。在设计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对其

进行分析探讨。

1）形态。形态由点、线、面、体4个元素构成，形

态设计则是人们通过对这4个毫无生命力的基本元素

的运用，表达出产品不同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点”

表现在产品中，则可以是按键、装饰点、摩擦点等。美

学语境下的“线”形态之美，则可以指产品的外轮廓

线、产品上的接缝、面与面的转折线等[9]。“面”体现的

是产品整体的凹凸感，而“体”是三维的，是构成产品

最基本的要素[10]。在女性产品中，多追求温柔的造型

感，多以曲线、曲面和弧形等元素构成具有生命力的

情感形态，使女性产生共鸣。

2）色彩。竹材多以自然色为主，在女性产品中表

现出自然典雅之态，在设计运用中，可根据竹材本身

的自然色调和纹样，巧妙运用在产品中可形成无可复

制的美感。譬如虎斑竹，其色彩纹样能给产品带来独

一无二的视觉感受。

3）文化。“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竹与人们

几千年的结缘，竹子与瓷器、丝绸都是中国的象征，其

产品自然而朴素，通过现代化的设计语言，回归生活

的本质，赋予传统中国元素以新鲜的命脉。

3 设计实例

3.1 前期调研

首先通过对20~40岁的女性调研得知，这类女性

追求时尚，物品的使用周期不长，常常追求新鲜样式，

若常使用塑料，对使用周期不长的产品来说具有较大

的污染性，竹材作为天然可降解材料，可以弥补这一

缺陷，也是可被女性接受的天然材质。针对其中30名

女性进行了随身物品的收集调研和女性随身物品的

需求调研，见图5-6，并选定随身手镜和卫生棉收纳作

为分析与设计的对象。

图4 花秧箩

Fig.4 "Hua Yang" basket

图5 女性随身包内物品收集

调研

Fig.5 The research on women

carry-on bags items collection

图6 女性随身包内物品需求

调研

Fig.6 The research on women

carry-on bags items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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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随身手镜

根据调研结果得知，女性对镜子这一物件情有独

钟，在笔者设计的“竹之物语”系列产品中，随身手镜

主要分为两个方案，见图7。方案一为复古手柄式，全

身尺寸10 cm，背面以竹编细纹为整体基调，上面通过

竹条制作了立体意象的藤蔓图纹，似生机蓬勃，具有

生命意向之意，手柄为竹条编制的镂空，整体造型复

古而含蓄，似女性的娇羞，又如闺中的镜花水月。方

案二是传统的铜镜造型，通过两种不同色调的搭配和

编制手法的结合，对镜子进行不同的装饰，整体意蕴

表达着“小轩窗，正梳妆”之意，通过竹材舒适触感的

特性，给随身手镜更为亲切的心理感受，让女性用户

体验多一份含蓄自然美。

3.3 卫生棉收纳包

通过调研数据对比得知，现拥有卫生棉收纳包的

女性数量较少，但其需求量却很大。为给更多女性带

来便利，摆脱卫生棉收取时的尴尬，以竹为载体，设计

此款收纳包，见图8。在整体造型上采用竹编工艺，简

洁明了，精细而富有手感，保留竹材的天然色泽，回归

自然之态，仿佛留有竹林的清新，女性使用时，感到心

情畅然。以盘扣为装饰，秀气而含蓄，突显竹材的柔

韧性和古朴的美感，在工业化时代，回归传统的手工

艺设计[11]，通过材质本身，传达造物的和谐，这就是竹

的魅力所在。

4 结语

竹产品设计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造物活动，兼顾

“美”与“善”的同时，能够缓解人类昔日给生态环境带

来的诸多创伤，以女性产品为载体，立足于传统造物

基础之上，追求现代竹之新生设计。大力发扬竹文

化，开展竹设计，期望以传承之心尽到传播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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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随身手镜

Fig.7 Portable hand

mirror

图8 卫生棉收纳

Fig.8 Health cotton receiv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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