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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傣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家具设计中运用的方法，为少数民族设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

实例参考。方法 分析傣族文化和傣族家具的特点，根据傣族家具创新不足的现状，借鉴傣族文化中的

典型形象，通过材料变换、简化、调整、重构等方法，设计出一组有浓郁傣族风情的现代家具。结论 傣

族传统家具注重实用，贴合习俗；粗犷朴素，简洁明快；就地取材，竹编精美；舒展流畅，轻便空灵。

傣族家具的现代设计可采取功能调整与改造、材质替换与搭配、局部直接利用、元素简化与重构等方法。

少数民族家具的创新设计应摆脱原有形式的束缚，借鉴当地 有典型意义的造型样式，充分利用现代材

料、工艺和设计理念，创造出既有民族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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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Design of Traditional Dai Furniture 

HUANG Sheng-you, XU Jun-hua, HE Rui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on methods of using Dai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and 

provide an exampl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minority design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Dai culture and Dai 

furniture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hortage of Dai furniture innovation in reference of the typi-

cal image of the Dai culture. A group of modern furniture with Dai style was designed through the material transforma-

tion, simplification, adjustment, reconstruction and other methods. Dai traditional furniture is practical, in line with cus-

tom, simple and concise, using local materials and exquisite bamboo weaving, stretch and light. The modern design of Dai 

furniture might be achieved by function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material replacement and coordination, partial 

direct use, simpl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lements, etc. Innovation design of minority furniture should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he original form, take advantage of the most typical local style, make full use of modern materials, technol-

ogy and design concept, to create national style products suited the modern aesthetic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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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光辉
灿烂的文化，而家具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然而随着
社会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家具已经无法完全
适应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对产品的高品质要求。任
何设计都离不开传统文化和艺术元素的合理吸收[1]，
只有应用现代工业设计的理念，对传统的少数民族家
具进行功能、造型、技术等方面的改造，在融合中求

同存异，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经典而不失去自我[2]，才
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1  傣族家具与傣族文化 

1.1  傣族文化简述 

傣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跨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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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曾多次在云贵高原建立政权。傣族有旱傣、水傣

和花腰傣之分，在我国境内人口约 126 万，主要分布

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

县，其余散居云南省的新平、元江、金平等 30 余县。

傣语属汉藏语系，傣族的文学、历法、医药、舞蹈、

戏剧、音乐和织锦、乐器、家具、剪纸、陶器等手工

艺都有很高的成就。傣族几乎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

教，佛教对傣族人民的思想、心理、行为都产生了深

远影响，每个村寨都有佛寺，是村寨中 雄伟壮丽的

建筑。傣族民居 典型的当属西双版纳地区的干栏式

建筑——竹楼，竹楼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用

来饲养牲畜及堆放什物。 

1.2  傣族家具 

傣族传统家具可分为普通民用家具和寺庙用家

具[3]。寺庙家具主要有床、诵经桌、佛龛、供案、椅

凳等，承载着傣族人的精神信仰，外形稳重肃穆、富

丽堂皇，其数量不多，使用范围也有限。民用家具与

傣族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是傣族家具的主流。傣族人

民长期以来保持席地坐卧的生活习惯，家具大多为低

矮型，轻便易挪动，主要有凳、桌、箱柜等种类。傣

族人民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因地制宜，创造

出了古朴典雅、自然实用的乡村风格家具。这些家具

造型简洁、随物赋形、毫不夸张，体现着人与自然的

和谐，而这恰好迎合了现代人返璞归真的心理[4]。总

体上看，傣族传统家具有以下特征。 

1.2.1  注重实用，贴合习俗 

傣族人长期生活在山区，以务农为生，生活简单，

家具的配置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造

型简洁，注重实用，品类也较为单一，以桌凳、箱柜、

竹编容器为主，傣族桌凳见图 1，民间家具的另一特

色是多功能的有机结合，即多功能家具[5]，这些外形

简朴的家具往往一物多用，如轻便的竹凳围绕火塘四

周，充当就餐、休息、待客的坐具，也常被搬到卧室、

室外使用。竹桌不仅是餐桌，而且还可以用于陈设、

晾晒，或用作赕佛的供桌。竹箩除了被当做生产用具，

还可以装盛谷物、碗碟、工具等。 
 

 
 

图 1  傣族桌凳 
Fig.1 Table and stool of Dai ethnicity 

1.2.2  粗犷朴素，简洁明快 

傣族家具以功能实用为第一目的，外形简洁，通

过木、竹的天然色泽和竹编的纹理展现出清新自然、

粗犷质朴的田园风貌。傣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大自然当

中，形成了欣赏自然、尊重自然的观念，同时受南传

佛教清心寡欲、避世修炼的教义影响，傣族家具很少

有额外的装饰。尽管有些傣族桌椅有着巧妙的曲线结

构，那也是为了充分发挥竹藤材料特有的弯曲性能，

保证家具的牢固性。 

1.2.3  就地取材，竹编精美 

傣族聚居的滇西南地区，由于独特的湿热气候和

高山河流环境，竹木资源异常丰富。受经济发展水平

的局限和交通阻隔，当地人在制作家具时，通常选用

成本低廉的当地竹藤材料。种类繁多的竹编生活器具

几乎承载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全部需求 [6]，这些竹

桌、竹凳、竹箩等家具结构合理，编织纹样有着特殊

的节奏和韵律感，没有冗余的附加装饰，既有艺术性，

又有实用性。从竹器具在生活中广泛应用的典型性来

看，傣族竹文化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1.2.4  舒展流畅，轻便空灵 

傣族家具大多以竹条或木材为框，竹编围合、轻

便通透，由于圆竹的弯曲性能和竹编的造型能力，这

些竹编家具都有着舒展流畅的外形，曲线和曲面构件

十分常见。这种通透空灵的家具不但便于搬动，适应

滇西南湿热的气候，而且还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1.3  当前傣族家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3.1  生产规模小，效率低 

传统的傣族竹编家具生产大都是由单个的手工

艺人独立完成，除了自用外，还在集市上售卖，尽管

现在出现了一些合作社、手工艺传承工作室等组织，

但仍难以摆脱规模小、效率低的状态。由于手工编织

效率低，不足以获得应有的回报，同时竹编家具在生

活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许多手工艺人放弃了竹编生

产，年轻人更不愿意费时费力参与，传统的竹编工艺

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 

1.3.2  功能跟不上需求变化 

社会的发展给傣族地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而傣族家具的创新却没有跟上时代的需要。一方

面，普通的傣族群众有不少已经搬离了原来的竹楼，

有的还住进了城市的商品房，相应地，他们的生活方

式也发生了变化，而原来低矮的传统桌凳等家具已经

无法满足新生活的功能需要。另一方面，外地游客和

各类人员大量涌入，他们虽然欣赏傣族家具，但是也

对家具提出了舒适性、符合现代审美、高品质等要求。 

1.3.3  款式老旧，创新不足 

在长期的发展中，傣族家具演化出了许多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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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桌、凳、箱等家具都有若干固定的款式。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人们的生活习惯和

审美偏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希望家具既保留

传统的民族韵味，又符合现代家具时尚化、个性化的

特征。然而在大多数傣族地区，市场上的家具有的保

持着一成不变的样式，有的干脆被外地的现代家具取

代。近年来，这些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借用傣族装饰元

素的产品，但这种运用工艺、材质变化结合传统家具

形式元素的家具设计总是给人一种拼贴的感觉[7]。 

1.3.4  工艺粗糙，品质不高 

傣族家具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大都

由民间匠人手工制作，对工艺细节并不重视，一些编

织精美的高档家具也受到外地大量涌入的现代产品

的冲击日渐式微。经济能力的提高以及眼界的开阔让

傣族地区的人们对家具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粗 

糙的傣族民间家具已经满足不了他们对精致生活的

追求。 

傣族家具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受传统思维

的束缚，没有脱离原有的款式、材料、工艺形成的惯

性。新式家具的创新应与时俱进，不拘泥于与传统产

品的相似以及材料和工艺技法的照搬，找出 能代表

傣族形象和内涵的元素，将之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

合，创造出既有民族韵味，又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  

家具。 

2  傣族传统家具的创新设计 

2.1  功能调整与改造 

傣族传统家具是基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创作的，由

于新时期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习惯逐渐发生了变化，因

此部分传统家具的功能已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

如火塘边低矮的桌凳、竹楼中的地铺在城市中越来越

多被高型的桌椅和床所取代；竹藤沙发更多地利用软

包材料提供舒适的体验。对传统产品的功能进行调

整，使之更适应现代家庭空间，满足现代人特别是年

轻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传统家具永葆活力的必然 

选择。 

傣族人民世代以稻谷为主粮，大量使用一种稻草

编织的草凳。这种草凳以稻草编成粗绳，卷成实心圆

柱体而成，轻巧透气、冬暖夏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草凳逐渐被塑料凳、椅子、沙发取代。傣族

草凳一般很低矮，草凳见图 2，在传统草凳下方加设

了金属脚架，增加了凳子高度，更符合现代的生活方

式，同时银色的金属架与稻草形成了鲜明的材质对

比，粗犷与精致在一张凳子上和谐相融。 

傣族都普遍有嚼食槟榔的嗜好，宾客来时，人们

将拌以烟草、石灰的槟榔和其他果品装盛在果盘中待

客。果盘通常为圆形，盘面四周上翘，通体施以红漆

或黑漆，有时盘面会有精美的彩绘图案，显示出待客

的诚恳和隆重。在现在的傣族家庭中，沙发和茶几越

来越多地成为厅堂中的主要家具。例如椭圆茶几见图

3，借鉴了傣族果盘的造型，加大了尺寸，并将圆形

拉长为椭圆形，采用傣族传统的黑漆，四周用圆木柱

支撑围合，茶几面周围凸起防止东西掉落，中间绘以

傣族传统图案，透出浓浓的民族味道。 
 

 
 

图 2  草凳 
Fig.2 Straw stool 

 

 
 

图 3  椭圆茶几 
Fig.3 Oval side table 

 

2.2  材质替换与搭配 

傣族传统家具受竹木材料特性和手工制作的制

约，有时细节上略显粗糙。塑料、金属、玻璃、新型

木质材料等新材料的应用不但能赋予新产品外表上

的精致性和时尚感，而且使得造型、结构、工艺、功

能等各方面创新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竹筒是对竹子 直接的应用，傣族人民利用竹子

特有的竹节结构，创造了大量的背水筒、饭菜筒、茶

筒等器具，随着金属、塑料等现代材料的普及，这些

器具的使用也逐渐减少，但它们利用竹筒的方式仍然

值得借鉴。竹家具的设计应该考虑当前自然、经济以

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趋势[8]。例如竹筒灯见图 4，就是

利用竹子的中空结构，在内部放置灯泡，并将竹筒两

端进行曲线切削，形成精致的圆筒造型，用现代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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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竹筒漆成银色，展现现代材料的时代感，多个竹筒

灯的组合更能装点出梦幻般的空间。 
 

 
 

图 4  竹筒灯 
Fig.4 Bamboo lamp 

 

竹桌是滇西南各族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竹编

制品，在一些仪式性很强的神圣场合，如节日祭神、

长街宴等，竹桌还代表了正统文化的传承[9]。其中

典型的是一款圆形矮桌，竹编的桌面四周翘起，桌底

为一圈粗藤围成， 为显著的特征是中间围合的篾

条，上下弯曲折返，支撑着桌面，再以一圈竹条拉紧

加固，起伏的曲线带来强烈的节奏感。本次设计的圆

休闲几见图 5，用厚竹条作几面的外框，增加工艺精

致性和牢固性，简化支撑的篾片并用金属替代，既保

留了韵律感，又使整体结构更加稳固。 
 

 
 

图 5  圆休闲几 
Fig.5 Round side table 

 

2.3  局部造型直接利用 

傣族人民因为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和生活情趣，

在生产生活中为了适应环境形成了各种奇特的风俗

习惯，创造出了大量的各式器具，并形成了一些成熟

稳定的造型样式。这些家具、炊具、采摘工具、乐器、

服饰等无不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反应了傣族人民的审

美偏好，具有极强的文化象征意味。形式上的沿用也

是内涵和精神的再现，把传统造型中的局部形态提取

出来用于新式家具的设计中，不但可以开发造型新颖

的产品，而且还可以营造出民族地区的独特氛围。 

傣族人煮米饭时，要先把大米浸泡，再滤掉水蒸

煮，用来滤水的竹编工具呈元宝形，上大下小，曲线

优美，造型特点鲜明。书报篮见图 6，借用了米滤的

漏斗形状，运用更精细的竹编工艺，加上银色的支撑

金属架，既便利了生活，又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傣族

家具经常一物多用，这个书报篮不但能放置书报杂

志，而且还能充当果篮或放置杂物。 
 

 
 

图 6  书报篮 
Fig.6 Newspaper basket 

 

傣族人的生活与佛教密切相关。傣族的宗教建

筑、家具虽然典雅富丽、庄严肃穆，但是并不像其他

宗教建筑那样神秘威严。孔雀是傣族人民心中民族精

神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美丽、幸福和善良。傣族地

区自古以来栖息着大量孔雀，傣族人民对它们倍加爱

护，从不随意捕杀。彩绘床见图 7，床屏直接采用南

传佛教寺庙中间凸起的重檐歇山顶，人字形骨架采用

竹筒外形，上方装饰有抽象的孔雀羽毛，床屏中间雕

刻的雍容华贵的孔雀图案同样取自寺庙建筑，整体以

金色为主色调，既有民族特色，又契合了佛教地区的

氛围。 
 

 
 

图 7  彩绘床 
Fig.7 Painted bed 



第 39 卷  第 20 期 黄圣游等：传统傣族家具的现代设计 301 

 

2.4  元素简化与重构 

傣族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精美的装饰元素，如编织

纹样、彩绘、雕刻、镶嵌等。佛教文化、象文化、孔

雀文化、花草图案在器物装饰题材中 为常见，这些

典型形象的应用 容易引起人们对傣族文化的共鸣。

在新产品设计中通过归纳、简化、变型、夸张等手法

应用这些装饰元素，能使他们在呈现新面貌的同时保

留传统神韵，从而更契合时代特征，被更广泛的人群

所接受。在应用传统元素时，一方面要大胆改变，不

强求与原型形似，更不能完全照搬堆砌；另一方面要

有节制，保持装饰元素的基本形态，以唤起人们对美

好事物的联想。 

大象象征着五谷丰收，与傣家生产生活关系密

切，是吉祥的象征。象脚鼓是傣族重要的民间乐器，

傣语叫“戛光”或“烦光”，传说是两名傣族驯象驼

手根据象腿的样子创造的。象脚鼓有长有短，造型上

可分为鼓首、鼓腰和鼓尾，形似象足，鼓面蒙牛皮、

麂皮、羊皮或虎皮，用麂皮条或牛筋条绷拉。象脚鼓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彰显着傣族地区

音乐舞蹈的独特魅力。象脚鼓与休闲桌见图 8，休闲

桌模仿象脚鼓的造型，作了一些简化处理，并加大了

鼓面和底座，造型更加优雅舒展，整张休闲桌散发出

了浓郁的边疆民族风情。 

 

  
 

图 8  象脚鼓与休闲桌 
Fig.8 Elephant-foot drum and table 

 
云南十八怪中有“摘下草帽当锅盖”的说法。傣

族地区常用竹编或草编的锅盖，这种锅盖顶端稍小，

方便手拿，透气保温，生态环保，蒸煮出来的饭菜带

有植物的清香。由于这种锅盖与斗笠或草帽外形相

似，因此就有了草帽当锅盖的讹传。正是参考了草编

锅盖的曲线收腰，并以三层重叠构成基本框架，整体

轮廓仍然保持曲线收腰的外形，配以金属吊绳，构造

出一种结构精巧，又有傣族吉祥韵味的装饰吊灯，锅

盖与草帽灯见图 9。 

  
 

图 9  锅盖与草帽灯 
Fig.9 Straw cover and lamp 

 

3  结语 

民族民间工艺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锤炼，高度浓缩

了的民族文化[10-11]。从家具设计入手进行民族工艺的

传承探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有很强的借鉴

意义[12]。傣族家具质朴自然、造型独特，是傣族文化

的典型代表，也是新式傣族家具创新的源泉。傣族家

具的设计要跳出“与传统相似”这个误区，大胆采用

新材料、新工艺，适应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创造出

既符合现代功能、品质和审美，又保留浓郁傣族风情

的现代家具[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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