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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家具的情感化设计研究 

陈梦瑶，张仲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 410004） 

摘要：目的 对竹家具情感化设计概念要素的表现力进行研究。方法 从造型、材质、色彩方面着手，

提炼出竹家具的形态要素。结合情感化设计的 3 个水平，即本能的、行为的和反思的，研究情感因素

在家具设计领域的应用，将竹材带给人们的情感因素融入到家具设计中，从而达到人、产品和情感的

完美结合。结论 分析竹家具设计与情感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对竹家具情感化表现力的研究，

为竹家具的情感化设计提供更好的借鉴，从而设计出真正绿色舒适且带有情感色彩的家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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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Design Research of Bamboo Furniture 

CHEN Meng-yao, ZHANG Zhong-fe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xpressive force of emotional elements in bamboo furniture design concept, form elements 

of bamboo furniture were ref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shape, material, and color.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levels of emotional 

design: instinctive, behavioral and refl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emotional factors in furniture design was studied. People's emo-

tional factors were brought into bamboo furniture design, so as to achiev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people, products and emo-

tion. Analysis of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bamboo furniture design and emotion and research into the bamboo 

furniture emotional force can provide a better reference for emotional design of bamboo furniture, thus to design the real com-

fortable and green furniture products with emotional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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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竹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竹文化作为民

族文化，直线则刚硬，曲线则柔软，在家具设计中，

竹材线性贯穿其中，表现出刚柔并济，质朴典雅的

美感，将其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伴随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竹子也更加广泛地被

应用到各个领域，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陌生化的今

天，对产品的情感寄托会更加深入，尤其是生活中

必然接触的家具。 

1  竹家具的基本特性 

1.1  环保舒适的竹材美感 

竹材在当今社会发展趋势下已经成为人们追求

绿色环保的首要材料，其韧性强，强度大，色彩光

泽度柔和大方，纹理清楚，具有调节室内湿度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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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功能，并且抗静电，吸收紫外线，有益人体的

健康[1]。竹子虚心有节的气质，坚韧不催的气魄与我

国流传下来的道德、伦理、审美相匹配，竹文化是

我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坚贞不渝、自强不息、虚心

向上的象征。 

根据竹材的品种不同，其情感特性也随之改变，

散发出不同层次的色泽。竹材表达最重要的要素就

是其本身具有形色各异的点线面块，从视觉上给人

眼前一亮的感觉。比如，一般的竹材家具呈现出的

是自然、绿色环保的黄绿色，给人以清新、向上的

感觉；而有些竹材经过特殊的加工，呈现出的家具

颜色会出现紫黑色，给人以沉稳但不沉闷的感觉 。 

1.2  竹材在家具中的表达 

随着新兴材料的发展，日常生活中竹家具的运

用也随之减少，越来越多的人们提倡回归自然，崇

尚绿色生态的生活方式。而经过了处理的竹材，既

保持了竹子活跃的生命力，又能展现出竹的文化内

涵，符合人们需要安宁、赋有生命力的心理感受。 

竹材作为竹家具设计的物质基础，对家具的造

型色彩都具有很深刻的影响。竹材对于中国的设计

来说不仅仅是设计材料而已，它更是一种文化的痕

迹[2]。竹材构成形态的表现力以及使用形态都是根据

其自身的性能决定的，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形态要素

构成家具的点线面体，适当地运用形式美法则，形

成多样化的造型形态[3]。比如，竹材经过加工工艺进

行薄片切出，所得到的材质肌理赋有细腻的触感，

其天然斑驳的色彩，呈现出深浅不一的效果，可让

使用者感受到其视觉、触觉的碰撞，稍做休息便可

嗅到竹子的韵味，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

安静、自由的气息。 

2  家具设计的情感要素 

家具设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与用户之间达到

信任，要赢取用户的信任最重要的是让人产生愉悦、

舒适的感情，迸发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当

今日渐冷漠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逐渐

减少，心理情感日益缺乏，人们普遍将情感转移到

日常的生活用品上，家具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与人

接触时间最长的物品，将家具融入感情，传递给受

众者，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唐纳德·A·诺曼将情感

需求划分为 3 个层次，即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4]。 

2.1  家具设计本能水平的表现形式 

本能水平的情感表达的是人在面对产品时作出

的本能反应，舒适或反感，喜欢或讨厌，因此就需

要设计师在表达家具设计的视觉效果时作出相应的

改变，比如造型、色彩、材质等，使消费者第一感

觉就产生较好的本能情感。克拉克在 1964 年设计了

一系列的波普消费品，他将英联邦的米字旗图案应

用到了产品上，该设计的重点是表面的图案，并强

调了暂时感和幽默感，这表明人们在购买产品的时

候第一感觉很重要。 

2.2  家具设计行为水平的表现形式 

行为水平的情感主要表现在性能方面，即使用

的舒适度和操作便捷性及家具在使用过程中带给受

众的体验情感。一个好的家具能带给消费者的不仅

是好的外表，而且也要具有内在美的价值。设计师

西蒙·丹内利设计的促进学龄儿童健康的人体工程

学座椅 Ray，见图 1，这是一种带轮子和一个背部支

架的椅子，专为中小学生设计，椅子背后的逻辑是，

旨在促进范围内的肌肉活动。即使坐着时，也将保

持活跃，而他们的腿是自我支持系统，确保孩子们

的核心肌肉也在不断地运动。灵活的座椅类似于平

衡球一样，让用户在运动中不断保持平衡。这确保

孩子坐在椅子上不糊涂，保持正确的姿势，同时给

孩子提供舒适的支撑。 

 

图 1  促进学龄儿童健康的人体工程学座椅 Ray 

Fig.1 Ergonomic chair Ray to promote school-age children's 
health 

2.3  家具设计反思层面的表现形式 

反思层面的设计主要就是依靠人们对事物的情

感联想，能够对思维进行深层次的发掘，满足自我

或者他人的心理需求以及地位的彰显[5]。反思层面主

要是家具深层次的设计思考，将人们对家具的情感

牵引出来。家具会寄予着属于每个人的特殊情怀，

当看到类似的生活场景，人的情感也会自然而然地

流露出来[6]。石大宇设计的椅君子见图 2，采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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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椅君子 

Fig.2 Junzi chair 

竹子的原色，主要以天然竹条为主，造型则是形似

“君”字。中国自古就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和岁

寒三友的“松竹梅”之说，因此在这件家具上就可

以感受到中国竹文化的影子[7]。  

家具设计情感表达的 3 个层次不是相互独立的，

要想完美地呈现出家具的情感化设计，要融合 3 个

层次中的内容。情感的表达不仅要做到让消费者回

忆起过往的情感经历，而且也要做到让消费者联想

美好的未来，起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引导情感。 

3  竹家具的情感化设计 

竹的情感体现在其材质的美，形、色、声、韵

等都是其特有的美，竹笋的破土而出，更有一种努

力向上的韧劲[8]。竹家具独有的特点是低碳环保、能

够二次利用，正好与现阶段所提出的保护环境与绿

色设计一致。而要想真正设计出具有民族品牌的绿

色设计，就要把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材料相

结合，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法融合传统的装饰元素，

使受众真正地体验到产品所带来的情感表达，做到

心与心的互动。 

3.1  竹家具的材质情感表达 

每种材质都寄寓着特有的情感表达，合理地应

用并将它发挥到最大化是家具设计情感化表达最基

础的一点。竹材横切面又可分为竹青、竹肉、竹黄 3

层不同组织[9]。不同的质地材料，处理工艺也不尽相

同，可以根据材质的质感、色泽及纹理等，表达出

不同的情感设计。 

竹家具材料的运用与用户之间的联系的主要因

素是材料表现出来的视觉和触觉效果。视觉效果主

要是与材料的颜色、肌理有关系，而触觉效果则是

与材料的软硬、光滑有关[10]。材质是构成家具设计

整体形态美中最重要的实体要素，笔者设计的竹材

质的茶几见图 3，自身具有清新、淡雅的感觉，其采

用竹集成材和圆竹组成整体家具，加之体现细腻、

柔软的曲线造型，掺杂着表达坚定之感的直线造型，

迎面扑来竹的香气，空气中弥漫着低调的气质。茶

几顶端的托盘，体现了竹材虚心有节，不张扬的个

性。竹家具的竹材表现力与其肌理的表现效果所展

现出的肌理美和材质感觉，材质刻在用户脑海里的

不只是材质感，还有触摸时所产生的满足感，以及

所看到的肌理美[11]。 

3.2  竹家具的造型情感表达 

竹家具的造型直接影响到使用者的本能水平，

它是最直接反映到人的大脑的形态。满足众多用户

要求的唯一方法是设计并生产各种各样的家具，每

件家具都有自己的情感特点，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人们往往更加喜欢对称的物品，笔者设计的竹

椅见图 4，因为人们对对称的面孔和身体的偏爱直

接反映着最优选择。由于竹的天然特质，一根根竹

条上的斑点，若隐若现地呈现在竹椅表面，形成了

自然和谐又规律不一的装饰图案。竹椅的设计具有

一种清晰明确的艺术感，它的造型简洁，色泽圆润，

呈现出一种虚中有实，实中透虚的节奏美感。在竹

家具造型中，材质的表达主要以点、线、面为主。

这件产品主要运用线的表现手法，用线材表现的形

态，具有流畅的运动美感，它既可以作为家具的主

体又可以作为形体的轮廓。这件家具主要以直线材

为主，在视觉情感表达上，给人明确、干练、纯净

的印象。而椅子底部，形成块状的表现形态，具有

通透的体量感，给人稳重，可靠的感觉。 

  

       

3.3  竹家具的色彩情感表达  

 在设计中，色彩的应用必须依附在家具的造型

上才能得以存在，只有通过造型才能表达出具象的

意义。但任何的家具产品设计都离不开色彩的运用，

色彩就是家具产品设计的皮肤，也是家具最重要的

图 3  竹材质的茶几 

Fig.3 The tea table of bam-
boo material

图 4  竹椅 

Fig.4 Bamboo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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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表达，而色彩运用的好坏将决定着产品的品位

以及人们消费时的欲望，更决定家具产品在消费者

脑海中的去留命运[12]。 

色彩在带给人们视觉美时，也在多个方面影响

着人们的心理，而往往这些影响会无声无息地左右

着用户的情感和行为，因此人们看到不同的色彩时

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作为大自然的产物，竹子

表面的颜色，给大自然添画了最清新的一笔色彩。

竹材色彩的冷暖表现为清爽或沉稳。人会受色彩的

变化而影响心理，同样的事物，白色就会让人产生

明亮和轻快的感觉，而黑色就会让人产生沉重的感

觉。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对色彩的选择也是不同

的。现代设计大多以黑、白、灰等中性色彩为表达

形式，体现出理性与冷静的情感特征。适当的装饰

品也会增加设计的个性和情趣。 

4  结语 

    竹材可以直接利用其自身的条件进行家具设

计，竹家具更能唤起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欲望。

充分利用竹家具特有的工艺语言和其独特的触感是

别的材料无法比拟的[13]。设计师将情感化设计的因

素融入到竹家具设计的形式与功能等方面，以赋予

其情感、个性与生命。这种形态的表达不是用工具

去测量的，而是需要人们的心灵去感受和体验。人

们期望在家具使用过程中，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

情况下，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理舒适感，因此在设计

家具时，既要注重其材质的使用感受，又要注重其

表达的情感感受，以满足人们的身心需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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