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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开发满足现代民众生活需求的竹产品。方法 根据现代民众的生活方式、审美品味、消费观

念、价值取向以及竹材的材性，运用“半竹”设计、材料组合设计、文化移植设计、“郁制”成型设计

等方法，开发适合民众需求的竹产品。结论 运用“半竹”设计、材料组合设计、文化移植设计、“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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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develop bamboo products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people's life. Based on the modern 

people's life style, aesthetic taste, consumption concept,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materials of bamboo, using the methods 

of "half bamboo" design, materials composition design,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design, "Yu-zhi" molding design, bamboo 

products are developed to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s life. Using the innovative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above, we can 

develop bamboo produc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people'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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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材是一种环境友好型材料，我国南方地区具有

丰富的竹资源，民众治竹历史悠久[1]。长期以来，竹

产品的开发制作一直沿袭比较传统的制作技艺和方

法，开发出来的竹产品或做工粗糙，或造型简单，或

功能单一，与现代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需求相去甚

远，如何开发出满足现代民众生活需求和审美品位的

竹产品，成为设计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1  现代生活方式概述 

生活方式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与民众的衣、食、

住、行、工作、休闲、娱乐、社交等紧密相连，还包

括所处时期民众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是一

定历史时期和生产条件下，各民族、阶层和社会群体

共有的生活模式 [2]。随着现代民众生活质量不断提

高，民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品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生态化生活理念日益

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与接受。生态化的生活方式是人

们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将生态学原则和生态伦

理渗透到人类的日常活动中，用生态的思维方式指导

民众的日常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不仅最优地处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最优地协调人类的各种需要尤

其是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间的关系[3]。对生态化生

活方式的认同与普及，是人与自然关系维度理性反思

的结果。二是追求精神消费的满足和个性化的价值理

念。生活方式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当

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精神的追求成为民众重要的价

值取向。民众居室的装饰、家具的摆设、餐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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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满足最基本的实用功能，更多的是体现个人的

喜好和审美品味。三是信息化成为民众不可或缺的生

活行为。从“PC 互联”到“移动互联”，民众传统的生

活模式被颠覆，人们可以随时进行聊天、学习、购物，

生活空间被极大的拓展；知识、信息、智力和创造性

渗透在民众的生活之中，消费者可以随时对生产者的

产品进行分析和对比，不再接受生产者的诱导和操

纵，产品只有真正激起消费者的共鸣，才能引起消费

的兴趣[2]。四是喜爱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内涵的物质

形态；现代化、大众化的消费方式使民众的衣、食、

住、行都趋于同质化，具有少数民族文化或地域特性

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消费服务，蕴含着差异化的

文化内涵，可以满足民众审美层次和更高文化境界的

需求。 

2  现在生活方式中的竹产品设计 

自然是设计的重要源泉，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

看，人造物的最初阶段主要有石材、木材、黏土、水、

火等自然材料，这些材料被用于制作出石器、陶器、

骨角器等工具。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

得原本用自然材料制作的日用器具，被人造材料（塑

料、金属、玻璃等）所取代，这极大的冲击了自然材

料的使用范围；高速发展的物质世界在满足人类生活

需求的同时，也不断膨胀着人类的欲望，使人类文明

的精神空间相对萎缩；工业社会造成的环境生态问

题，成为人类重新定位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契机，自

然材料重新进入设计师的视野，产品设计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境界。 

竹材使用历史非常悠久，在传统竹文化的精神理

念中，竹与人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生命体，据文献记

载，竹产品的使用历史甚至早于陶器，是人类使用最

原始的工具之一[1]。由于竹材易腐蚀，不便保存，今

天很难见到与陶器一样久远的竹器。但这并不影响人

类对竹材和竹器的认识，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中，流

传下来很多精湛的竹制手工艺，如竹刻、竹编等；很

多文人、学者都喜爱种竹、画竹，这奠定了竹材在民

众心目中谦虚、正直的文化品质。竹产品作为具有使

用功能的物质载体，跟传统竹产品所承载的工艺与技

术内涵有较大的差异。竹材作为一种环保可再生的材

料，通过合理的设计可以满足当代民众生态化生活方

式的要求，同时，竹材在历史的积淀中蕴含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亦可以满足民众精神上的追求。基于以上

因素，笔者根据现代民众生活方式特点，结合相应的

设计实例，提出了以下几种竹产品创新设计理念。 

2.1  “半竹”设计 

“半竹”设计是基于竹材与信息化时代电子产品

的互相配合而提出来的，竹材在这里以电子产品的配

件或辅助设备的角色出现，与电子产品共同构成一个

完整的产品体系。在移动互联的信息时代，手机、音

响、电子钟、平板电脑、充电设备、网络终端等电子

产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用塑料

与金属设计制作的电子设备总给人一种冷漠、严肃的

心理感受。为了增加电子产品的亲和力，让产品富有

情感，笔者提出了“半竹”设计的设计理念，并设计了

一系列基于半竹设计的竹产品。 

笔者指导学生曹艺梅设计的电子产品竹制配件，

见图 1a，图 1b 为电子产品使用时的状态。该系列产

品运用竹材特有的文化风格、材性与电子产品相结合

进行设计，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与使用体验。全

套产品共有 6 件，包括电子设备充电器配件、手机外

壳、平板电脑外壳、音箱配件、平板电脑支架及手机

支架。主体造型根据电子产品的使用状态进行设计，

通过研究使用者的使用方式来丰富产品的内涵，整套

产品给人一种质朴、素雅、自然、亲切的视觉印象；

色调选取以浅淡、明快的竹材本色为主，抛弃金属材

质的冷漠感和塑料材质过于花哨的色彩风格；在结构

设计方面，维持原有电子产品的设计原理和结构功

能，进行了细微的修改和调整。线型上较多地使用直

线或大曲率圆弧面加小圆转角的造型，以竹材的圆筒

造型特征为基础及多样成材方式，结合电子产品的造

型、使用方式，将两者很好地融合。在材质选择上，

以竹材为主体，采取与电子产品原有的塑料、金属等

相结合，在细节上配以皮革、织物类材质，更加突出

产品的质感。 

 
a                         b 

图 1  电子产品竹制配件 
Fig.1 Bamboo accessories electronic products design 

2.2  材料组合设计 

组合是一个数学名词，一般是把几个单元或个

体结合成一个整体；这里的材料组合设计是指将几

种材料进行合理的结合，设计制作成一件或一套产

品[4]。事实上，生活中大多数产品都是由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材料结合而成的。这里讨论的通过材料组合

的方式设计竹产品，是笔者在产品创新设计课程教

学中提出的课题，课题内容如下。以竹材为基本材

料，从木材、金属、塑料、陶瓷、玻璃、织物、皮

革、纸材、橡胶、石材等材料中，选择一种或两种

与竹材进行材料组合，设计一款或者一套产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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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产品类型不限，但须考虑竹材与其他材料之

间的结合工艺，同时，设计的产品要符合现代民众

的审美要求。这个课题在材料上对设计构思进行了

一定的限制，设计方案的提出必须考虑材料实现的

可行性，同学们在构思前，既要调研分析消费者的

审美需求，又要充分掌握竹材的材性。 

围绕这一课题，同学们进行了广泛的设计调研和

分析。首先，必须明确各种材料的材性，找到材料与

材料之间互相结合的可能；其次，材料之间组合不是

机械的拼凑，必须满足现代生产与加工工艺要求；再

次，设计的目的是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的，那么，现代

民众的生活理念、审美趣味、行为方式等都需要进行

一定的分析；同时，设计不是盲目的，找准所要设计

的产品类型非常重要，市场上的产品种类不计其数，

哪些产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哪些产品用竹材制

作更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和共鸣，需要在设计构思之

前就有明确的定位；此外，市场上现有竹产品也是学

习借鉴的一条途径。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和构思，得

到很多构思巧妙的设计方案，这些设计的产品既能跟

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又能满足竹材材性加工要求。余

健设计的竹与金属组合见图 2，为一套竹材与金属组

合的文具用品，包括订书机、胶带切割器、收纳盒、

便签夹、笔插等。这些产品以竹筒为主体，以不锈钢

材料为点缀，色彩素雅，产品造型简洁、富有创意，

巧妙运用了竹材自身的纹理与不锈钢的质感，漂亮又

环保，满足现代办公人士的工作和审美需求。王军超

设计的竹与陶瓷组合图 3，为另一系列材料组合的竹

产品设计，设计者以竹材为基础，将竹材与陶瓷相结

合，设计了环保、美观的餐具。竹材本身具有良好的

纹理，给人清新、自然、温馨之感，瓷器本身洁白温

润，给人光滑细腻的手感，竹与瓷两种材料的结合，

可以给人带来环保、干净的视觉感受，增加产品与人

之间的亲近感。 

 

图 2  竹与金属组合 
Fig.2 Bamboo and metal combination 

 

 

图 3  竹与陶瓷组合 
Fig.3 Bamboo and ceramic combination 

2.3  文化移植设计 

在产品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或者内涵，一直

是设计师探寻的设计热点[5]。“移植”是一个医学用词，

将身体的某一部位或器官进行替换，称为“移植”；从

物理意义上讲，“移植”具有“替代、替换”的意思。这

里讨论的“文化移植”设计，是指通过竹产品的设计，

把地域性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符号化处理，也就是将

传统文化或地域文化符号，以造型符号、装饰要素等

形式，借助现代设计理念和制作技术，体现在竹产品

的设计之中。 

缪雨强设计的基于土楼元素的竹家具见图 4，为

一套以地域文化特征为设计元素的竹家具，产品的创

意灵感来源于福建土楼群的建筑形态，设计师通过文

化的提炼和移植，把福建土楼建筑结构和空间元素的

运用在竹家具的设计之中。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福建土楼，建筑形态以方、圆为主，楼体以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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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对称，包围结构布局，由内到外，环环相套，层

层增高，主次分明；土楼的建筑造型和所蕴含的丰富

文化传递出一种稳重、端庄与自然和谐的感觉。设计

方案通过对土楼建筑元素和楼群分布规律分析提炼，

搭配不同材质来实现功能，结合竹材自身肌理和竹编

工艺来突出竹材自然、清新的质感进行设计。增加了

家具的灵性，营造出家居空间中的自然气息，将都市

紧张的工作压力散发在自然的体验中，实现人与物、

空间之间和谐关系，并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创新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图 4  基于土楼元素的竹家具  
Fig.4 The bamboo furniture based on Tulou 

林宇薇设计的中国币竹家具见图 5，为一套竹集

成材家具，设计灵感来源于战国时期的古钱币，设计

师通过提炼和简化，把古钱币的形态移植在竹家具的

设计之中。这套家具有桌子、椅子、衣柜、灯、床、

床头柜等六个部分组成，主体造型借用了战国时期钱

币的造型，丰富了产品的内涵，整体给人一种质朴、

古典、亲切的印象；以浅淡、明快的暖色调为主，摒

弃过去一片黑色或“万花筒”式的色彩风格；线型上较

多地利用直线或大曲率圆弧面加小圆转角的外形，以

战国币为基础及多样成材方式，结合现代家具的造型

功能将两者很好的融合；设计简洁大方，遵循绿色环

保生态化的设计理念，给家庭淡雅温馨、自然质朴的

视觉享受。该学生作品在后期处理上对竹材的质感表 

 

图 5  中国币竹家具 
Fig.5 Chinese currency bamboo furniture 

现不足。“文化移植”的设计方法通过把中国元素与现

代家居有机的整合，设计出符合现代民众需求的产

品，其目的是呼吁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注重传承和

发扬中国文化，把中国传统要素通过设计和加工，充

分利用到当代设计中[6]。 

2.4  “郁制”成型设计 

 “郁”是湖南方言，其本意是用火加热，使物体

弯曲，在湖南民间竹器制作中比较常见，如民间的竹

椅、竹床、竹柜、竹筐等。传统“郁制技艺”根植于农

耕时期，一般是把竹竿或者竹片放在燃烧的柴火上

烤，待“竹纤维”遇热软化后，通过外力使竹材变得弯

曲，得到想要的形态，这些竹器经直接火烤后，弯曲

部位会留下烧黑的痕迹[7—8]。“郁”有“大郁”与“小郁”

之分，其区别在于所用竹材的口径上存在差异，“大

郁”技艺所用竹材一般为口径较粗的竹竿，如竹床、

竹躺椅的制作，“小郁”技艺一般使用口径小的竹竿、

竹片或者竹枝，如湖南益阳的“小郁竹艺”。 

竹纤维在竹竿中呈纵向排列，顺纹抗拉、抗压强

度大，弹性好，使用“郁制”技艺，可以使竹材达到较

为理想的弯曲效果 [9—10]。但传统的竹制器具造型简

单，单板，仅仅只能满足最基本的使用功能，与今天

民众的审美需求相去甚远，借用传统的“郁制”技艺设

计出符合现代民众生活需求的竹产品，是今天竹产品

设计的方向之一。台湾设计师石大宇设计的家具“椅

君子”，见图 6，该作品 2010 年获得德国红点奖，设

计师用简单几何形态作为座椅的主要结构，通过“郁

制”成型的方法，把宽度为 2.5 cm，厚度 0.4 cm 的竹

片圈成大小不同的“导角梯形”方圈，然后把方圈按照

一定规律组合，内侧用竹片卯固；从正面看，竹片排

列成一线，有如竹圈构成的隧道，座椅靠背使用体积

较小的方形竹片“郁制”而成，椅腿所有材料是体形较

大的“郁制”梯形方圈，椅子在形态元素上互相呼应，

同时保证了座椅应有的舒适度；从整体上看，座椅从

“口”，椅背从“尹”，整体侧面轮廓如“君”字之形；竹

圈间隙通透、有序，“郁制”竹条形态优雅，坐于上有

如在飘浮般的轻弹感，合理表现出竹材独有的特质与

美感。 

 

图 6  椅君子 
Fig.6 Jun-zi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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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信息、知识、智力等“非

物质”的观念形态融入到现代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使得民众的生活方式、审美品味、消费观念、价值取

向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然而，竹材作为一种环境

友好型材料，其规则的纹理、素雅的色彩，自然的质

感、可再生的特性，在产品设计领域具有广泛的开发

潜力，能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领域。如何利用

可再生的竹材，设计出符合当今民众日常生活需求和

价值取向的竹产品，需要设计师认真分析、研究、思

考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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