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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竹·生活”创意文化产品设计进行研究，旨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打造一种东方生态
美学。方法 通过分析竹产品的意义和国内外发展状况，对永州文化在竹产品设计中的拓展方法及应用
进行探索和尝试，试图从开发产品新的造型与功能、注重产品深加工及工艺创新、进行符号归纳和提升
竹产品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方法尝试。结论 以永州地区为例，将竹产品赋予地方文化特色，可以实现
地区特色文化发展之路，为“竹城”永州的发展提供支撑和帮助，也为竹创意文化产品设计提供良好的
理论和实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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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amboo-life" Creative Culture Product Design 

LI Xiao-hong, WANG Chua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of "bamboo life" creative cultural products, in order to inherit the Chinese cul-

ture and create a kind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bamboo products and develop-

ment status in domestic and abroad, it explores and tries to develop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of Yongzhou culture in the 

bamboo product design, tries to do some experi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developing new products and functions, focusing 

on deep process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mbolic induc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amboo products. Tak-

ing Yongzhou area as an example, the bamboo products with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an realize the local character-

istic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provide support and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mboo city" in Yongzhou, but also 

provide a goo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lace for bamboo creative cultural product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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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於潜僧绿筠轩》有言：“宁可食无肉，不可
居无竹。”古代竹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有着不解之缘，
它和清雅高尚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人们。我国产竹大
国，继承和领悟竹子的精神境界，用智慧和创意的眼
光创造生活中的美与不凡，倡导中式生活美学的新生
态是时代的需求。研究竹创意文化产品，探讨对待生
活的开放态度，用竹子打造东方生活美学，更可以重
新认识生活、认识世界，向全世界分享东方的智慧。 

1  竹产品的研究意义 

近几年，随着社会低碳环保理念的提出与发展，

竹创意文化产品设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作为具

有“竹城”之称的湖南永州，是竹的重要产区之一，主

要品种有湘妃竹、楠竹、方竹、毛竹等。其竹制品多

采用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术，种类繁多，如竹椅、竹箩

筐、竹簟、斗笠、吊箩、提蓝等用具，使用遍及到家

家户户。竹产品追求的是一种文化理念，倡导的是健

康的生活方式，由于竹材的再生能力强、可塑性大，

因此其产品有着巨大的设计潜力。这里以永州地区为

切入点是有独特的原因的：它是湘妃竹的发源地，竹

历史文化的根基更为深厚，有利于塑造“竹城”的特色

形象，促进地方竹业由传统制造模式向现代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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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此外，将传统地域文化与竹产品设计相融合，

有助于提升产品的价值内涵[1]。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国内外竹产品的发展水平

和设计各有所长。国内的竹材资源虽然丰富、量大，

但是含金量小，在竹材利用技术上科技投入不大；而

国外地区，尤其是欧、美、日、法等发达国家，竹材

资源虽然不丰富、规模小，但是注重研究竹材的利用

率和深加工，其影响力大。就设计而言，国外竹产品

更侧重于竹材的内部成分或内部结构形态，而国内竹

产品则更侧重于竹子的文化内涵和原生形态[2]。针对

中国竹业目前存在的产品种类多、品牌产品少，产值

总量高，但缺乏领军的优势企业的状况，越来越多的

中国设计师和企业开始重视竹材产品的发展与再设

计。同时，为了响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倡导生

态的生活方式，提高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政府和企业也携手做了一些事情，如举办了一些关于

竹产品创意的设计大赛，或成立了竹产品研究机构

等。总体来说，由于国内大部分地区的设计理念及工

艺制作还受制于传统的思路模式，因此还需要加大创

新力度，例如采用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和工艺来赋予竹

材新的使用功能、审美和技术加工，这不仅能够使人

与自然更加和谐，而且还能满足现代人对产品形态的

物质和心理情感需求，同时还可以提高我国竹产品的

附加值。未来中国的竹制品有望在琳琅满目的现代产

品中脱颖而出，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就目前情况来看，国内类似研究基本是无地域限

制或选定某一大区域作为竹产品研究的对象，例如张

宗登博士的毕业论文《湖南近现代民间竹器的设计文

化研究》就是以整个湖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做的系统

研究。但把某一城市的竹产品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不

多，更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据调查，永州地区人们对

竹制产品的加工大部分以自由个体工匠和家庭副业

型手工业为主，工艺停留在竹产品的初次加工上，基

本都是使用传统的机械器具进行加工[3]。很多传统手

工竹制品在款式及功能方面己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

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及生活方式，即使是赢得市场欢迎

的产品，其生产效率也不能满足批量生产的需求 [4],

在设计理念上并无特色可言，加之落后的销售理念以

及竹制产品应用领域窄、使用档次低的原因，约束了

竹产业的发展，没有凸显永州作为“竹城”的特色。然

而，当今的产品设计正趋向于高新技术与智能化、绿

色环保设计、人性化情感设计、仿生设计以及多维化

符号与品牌等方面发展。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传统

竹制产品与现代生活的碰撞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研究

竹制创意文化产品，既可以体现产品内涵设计的升

华，又能实现打造特色永州的目的。 

3  永州竹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拓展方法及

应用 

3.1  开发产品新的造型与功能 

产品的创新设计可以体现在功能、结构、造型、

材质、环保等多个方面的改进上。其中造型创新是关

键的一个方面，也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

企业提升经济效益的引擎。竹的材性决定了可以做出

各种具有艺术感的产品造型，还可以很好地与其他材

料搭配使用，在造型时结合重构组合设计、模仿设计、

单体组合设计、置换设计等设计方法，形成竹材与木

质、竹材与金属、竹材与塑料、竹材与陶瓷等多种材

料组合的产品，竹材与玻璃结合制成的竹杯见图 1。 

 
图 1  竹杯 

Fig.1 Bamboo cup 

产品功能是产品开发和销售永恒的生命线。传统

的竹产品只满足消费者物质功能的设计，而新时代下

的产品功能需求在达到能用的基础上，更多地要考虑

到消费者审美、情感等方面的需求。永州作为竹材资

源的丰富地区，又有着湘妃竹由来的历史传说，在进

行竹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构思时可以结合竹材的不同

色彩纹理进行功能拓展，或制成具备日常生活新功能

的用品，或结合地域特色文化创造一些新产品类型，

例如结合永州当地的旅游业开发竹材文化旅游产品，

或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出符合现代人使用功能和审美

需要的产品，例如对传统的竹具外观结合现代技术进

行创新，例如具有现代功能的台灯结合竹编材料隐约

透光的效果做成的中式竹灯见图 2，亦或结合当地的

永州八景文化，制作出备受现代人青睐的折扇，这些

都是对功能进行拓展得到的设计构思。 

3.2  注重产品深加工及工艺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永州由于地理位置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竹
产品以实用的生活器具为主，工艺上形成了编织制作
特色，尤其是在提花竹编工艺方面，采取的是提花编织
原理和多种不同的挑、压、破、拼等编织绝技。要想改
变传统竹产品产值低和附加值不高的状况，可以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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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竹灯 
Fig.2 Bamboo lamp 

用编织技术方面的优势，将其延伸到现代竹产品的设计
中来，扩大应用范围，做出拳头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 

2016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将湖南永州列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当地政府可以以建设“古城零陵”为契

机，实行引导和奖励政策，积极引导相关人员进行学

习，引进先进的设计理念和高科技设备，奖励掌握先

进技术的人员。在进行竹产品的加工制造时，首先，

着重提高竹材利用率，从单纯的重视毛竹的利用到重

视各种中、小径级竹材的加工利用；从原竹直接利用

发展到竹丝、竹条、竹篾、竹板材、竹片、竹簧甚至

是竹纤维、竹炭等竹子全身的利用，进一步克服竹材

本身梯状有节、霉蛀开裂的材质局限；其次，探索深

度开发和其他产品材料的替代，如开发装饰微薄竹，重

视竹材的化学加工，关注竹材陶瓷，把竹材加工利用由

初期的手工、机械加工拓展到化学加工，通过工艺技术

的提高和地域文化的植入来提升竹产品的附加值，将竹

子的应用领域进行纵深拓展，为竹产品的形态创新提供

无限可能[5]，例如根据现代技术设计的竹凳见图 3。 

3.3  进行符号归纳，运用产品语意来提高竹产品的

文化和价值内涵 

自古以来竹就被赋予成东方文明的象征,代表了

中华民族的品格和情操。它的淡、清、幽、秀等视觉

形象赋予了竹产品一种独特的气质[6]。竹材制作的产

品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器具，其背后渗透出来的还是一

种人文印记，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设计师也可

以将情感化设计的因素融入到竹产品的形式与功能

等方面，以赋予其情感、个性与生命[7]。在强调可持

续发展的今天，竹材作为低碳环保材料的先行者，因

其生长周期短、生长能力强、材性中和、适用范围广

等绿色环保的特性，能更好地促进环境友好型竹产业

的发展[8]。此外，在高科技时代下，高技术的产品给

人以给冷冰冰感觉，缺少一份人情味和回归感，而采

用竹材的现代产品则被赋予了一层自然质朴的气息。 

竹产品的设计既不是单纯的艺术设计，又不是纯

粹的技术设计，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把竹材创

新制作工艺和地域文化结合在一起，依靠材料特征来

提升产品文化品质，增加产品的高附加值，更符合现

代产品设计的需求[9]。在设计方面较为落后的永州地

区想要提升竹产品的文化和价值内涵，可以进行一些

尝试。首先，从中国传统纹样入手，让一贯停留在平

面上的纹样在竹产品上呈现出鲜活的立体结构[10]。例

如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永州江华瑶族传统图案八角

花纹、山水纹、叉型纹、凤鸟纹等，可根据这种平面

图案立体化方法进行传承与创新，例如根据瑶族经典

的八角花图案构思而来的糖果盒见图 4。其次，可以 

根据符号学原理将永州地区影响深远的舜文化、柳文化、

理学文化、碑刻文化、瑶文化以及具有千古奇字之称的江

永女书文化等进行符号化归纳，分解和提炼更多“文化符

号”因子，汇总成素材库以备用，例如竹书签见图 5，其

外观造型是概括的柳宗元官帽符号，装饰图案是永州八景

中的朝阳旭日景色，夹在书中有出人头地之寓意。再次，

竹产品的内涵设计可以通过产品语意学理论进行提升，对

动物、植物、山水、人物、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传统纹

样以及节日等内容作全方位的挖掘和解析后，通过产品的

视觉形态、文化形态、意境形态等形式加以运用，让设计

体现出一种意境美感[11-12]，例如置物架设计见图 6，其

灵 感 就 来 源 于 对 当 地 传 统 建 筑 外 观 的 提 炼 和 借 鉴 。 

 
图 4  糖果盒 

Fig.4 Candy box 

 
图 5  竹书签 

Fig.5 Bamboo book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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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置物架设计 
Fig.6 Shelf design 

4  结语 

竹材作为承载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材料，应该在

传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新，不论是从功能造型的拓

展、加工技术的深入还是文化内涵的提升等方面，对

我国竹产业，尤其是竹资源丰富的湖南永州地区，都

是一种创新和尝试。融入地域文化设计出来的竹产品

能够承载更多的历史文化印记，更具有归属感和认同

感，为打造地方特色文化，使竹产品走出国门、走向

国际打好了基础[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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