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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纹样在藤制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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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传统纹样在藤制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策略。方法 基于当前的时代背景，结合藤制家具设

计的实际情况，根据传统纹样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部位和作用，如结构装饰部件、面层编织、中国结饰、

框体缠扎等部位，分析了传统纹样在藤制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细节，从直接引用、变形重组、美好寓意和

协调一致四个方面展开，并以具体的传统纹样为例，深入剖析了藤制家具的设计理念及方法。结论 传

统纹样与藤制家具的结合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要根据家具自身的特色进行合理简化、提炼，达到

与家具整体风格的统一。传统纹样在藤制家具设计中的应用，不但为设计者提供了广泛的设计灵感和创

作题材，而且增强了藤制家具中民族属性的审美特征，完成了对传统艺术文化的回归，为人们日常生活

增添了情趣，旨在为藤制家具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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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Rattan Furniture Design 

YUAN Ju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rattan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rattan furniture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parts 
and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furniture design, such as structural decorative parts, surface weaving, Chinese knot, 
and frame binding, the application details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rattan furniture design were analyzed. Starting from 
four aspects like direct reference, deformation recombination, beautiful mean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taking specific 
traditional patterns as an example, the design philosophy and methods of rattan furniture were deeply analyzed. The com-
bin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rattan furniture is not simply indiscriminate imitation, but should be reasonably sim-
plified and refined according to the furniture's own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achieve the unity with the overall style of the 
furniture.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rattan furniture design not only provides designers with a wide range of 
design inspiration and creative themes, but also enhance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attributes in rattan fur-
niture, completes the regression of traditional art and culture, and adds extra interest to people's daily life, aiming at pro-
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 for rattan furniture design. 
KEY WORDS: rattan furniture; traditional patterns; surface weaving; Chinese knot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一代

又一代的生产生活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纹

样，这些传统纹样是我国精神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产物。

它们不仅有着广泛的题材，内容上也十分丰富，并展

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魅力。依照不同的载体，中国传统

纹样一般会分成不同类别，例如彩陶上面绘制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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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布料的刺绣纹样、玉器纹样、青铜器纹样、漆器

纹样等。按内容和形象可分为植物纹样、文字纹样、吉

祥纹样、器物纹样、动物纹样和吉祥鸟兽纹样等[1]。历

经不同王朝的更替与文明发展，传统纹样自成体系，并

被人们赋予了文化意蕴，表达了人们对未来好运吉

祥、福寿安康的祈愿。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文

化产业的发展已然进入了一个极为迅猛的阶段。在这

种背景下，“中国风”设计风格受到了国内设计界的高

度关注，也让更多的设计者逐渐喜爱上文化意味浓厚

的传统纹样，并且期望通过对传统纹样内在理念和民

俗风情的挖掘，为当前工艺美术的创作提供更新颖的

思路及创作空间，从而打造出高品质的艺术臻品。以藤

制家具设计作为案例，对传统纹样的应用进行探析。 

1  藤制家具与传统纹样 

藤制家具与其他木质的家具有所不同，主要是采

用藤材料进行设计制作的家具，由线构成，线的曲折

盘旋和缠绕编结，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家具造型。藤制

家具中的传统纹样特征明确、别具一格。 
传统纹样是我国对于吉祥意识的物化表现，它将

人们对于吉祥的期盼与美好的祝愿，通过纹样的方式

呈现出来。传统纹样题材繁多，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

替代的，其背后的“意”是理解的关键。对传统纹样的

研究，能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理论知识，利于推动藤制

家具设计的发展。 

2  传统纹样在藤制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在藤制家具设计中，各种各样的传统纹样被广泛

应用。根据传统纹样在藤制家具中的部位和作用，主

要分为结构装饰部件传统纹样、面层编织传统纹样、

中国结饰传统纹样、框体缠扎传统纹样等。 

2.1  直接引用——结构装饰部件传统纹样 

藤制家具的框体有多种形式。在藤椅子、藤沙发

家具中，常见的框体形式有靠背、扶手、前腿脚一体

式、后腿一体式、扶手一体式和各自独立式等，形成

了不同形式的藤制家具，并且将藤条本身的易曲性质

以及柔韧性质进行了充分利用，反映出藤制家具产品

整体的艺术特色。藤制家具的架构比较充盈饱满，线

条柔和流畅，极具视觉张力。 
然而，藤条材料的柔性和较小的直径尺寸，会影

响框体结构的稳定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实际的

工艺制作过程中，经常利用结构装饰部件来加强藤制

家具框体部分的稳固性和强度，同时能够对家具外观

形态进行有效提升。结构装饰部件主要用于藤制家具

桌椅的扶手支架、桌椅腿和桌面的支架。扶手支架所

采用的传统纹样包括花瓣形、卷草纹、涡卷纹、M 形、

锁环等；框体支架所采用的传统纹样包括寿字纹样、

叶形纹、铜钱纹、波浪纹、S 形等，都是一些常见的

传统纹样。其中，涡卷纹通常与其他形式的纹样结合

使用。结构装饰部件的编织制作，一般都是采用薄一

些的藤条或者经过磨皮处理的藤条，从而满足所需要

的材料强度，同时易于弯曲成所需要的纹样图案。 
在传统纹样的选择上，有相当一部分的传统纹样

是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的，更容易被人们所认可和

接受，因此，在藤制家具设计中直接引用传统纹样的

案例比较常见。首先，依照结构装饰件自身的承重需

要，保留传统纹样的原有属性。比如，藤制椅扶手支

架采用花瓣形纹样，见图 1，设计者往往直接利用花

瓣图案的优美线条和深远的意蕴，在家具上进行装

饰，无需进行不必要的修饰和变动，便可产生强烈的

艺术效果，同时，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承重作用。其次，

采用创新的工艺方法。虽然扶手支架上直接引用了传

统纹样的样式，但是由于藤材料的直径尺寸较小的缘

故，容易使图案的造型形状稍显单薄，无法展现出家

具造型的厚重感和立体化的艺术效果。为了对这种情

况进行改善，很多设计者会在家具设计之初，对家具

的造型、色彩及细节等进行具体的考量，然后采用多

重缠扎或者图案装饰等方式，对家具的形式美感进行

强化，展现家具的审美品位[2]。 
 

 
 

图 1  花瓣形纹样 
Fig.1  Petal-shaped patterns 

 

2.2  变形重组——面层编织传统纹样 

藤制家具的亮点是藤料编织工艺的装饰美感，其

主要体现在面层编织的面状构成上。各种藤材料根据

纹理的不同和位置的变换，可编成不同的视觉效果。

面层编织采用的传统纹样主要有方胜纹、浮菊纹、人

字纹、福字纹、八角孔眼纹、菱形纹、松树纹等。 
面层编织设计中直接运用传统图案，操作起来比较

简单，而且图案效果出色，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直

接应用于装饰的方法，还是比较草率的，有些传统纹

样比较陈旧，用于面层装饰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为了

更有效地发挥传统纹样在面层编织设计中的作用，设计

师有必要将纹样与家具造型进行比较分析，合理地对

传统纹样进行变形和重组，从而让其外形更具艺术美

感，以满足当今人们的审美情趣[3]。首先，变形和简化。

大多数传统纹样的样式比较繁琐，限制了藤制家具工

艺制作的规模化生产，因此在实际应用时，设计者要

对传统纹样进行简化处理，去掉不重要的次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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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神韵精华的提取，注重细节的把握，突出传统纹

样的特性[4]。例如，方胜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传统纹样，

是由菱形压脚叠加而成的纹样，寓意吉祥。在方胜纹样

的运用上，一些藤制家具设计将其进行简化，方胜常与

盘长结合使用，形成方胜盘长变形组合的装饰图案，见

图 2。细节精致，层次丰富，在形式特征以及文化内

涵得到体现的前提下，凸显现代简约设计的精美[5]。

其次，重组纹样。要求设计者在保留传统纹样基本形

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构，并将其重组为一种全新

的形式。为了使原始传统纹样更生动，可以强化传统

纹样中的一些特征，改变其长短、高低的比例关系，使

纹样特征更鲜明，更富有魅力。例如，在面层编织设

计中涉及浮菊纹样时，大多数会对其样式进行重组，如

对称浮菊纹、二方连续浮菊纹、四方连续浮菊纹、浮

菊图案纹等，并根据实际效果，对浮菊纹的长短比例

进行调整，并利用藤材编织的特点加强纹样效果，采

用藤皮等材料编织出纹样的外形，圆形藤塑造出纹样

的凹凸错落效果，使这种浮菊纹样更加生动，见图 3。 
 

 
 

图 2  方胜盘长变形组合图案 
Fig.2  Square victory disc long deformation combined pattern 

 

 
 

图 3  浮菊纹样 
Fig.3  Floating chrysanthemum pattern 

 

2.3  美好寓意——中国结饰传统纹样 

中国结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样式丰富，结构精

巧，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同时散发着浓郁的

现代文化气息。中国结饰纹样种类繁多，在藤制家具

中经常用的有酢浆草结、平结、旋式花结、双线结等，

见图 4—7。中国结这种艺术形式一般用在藤制家具

的藤篾、藤皮的接长以及边角收尾的点缀上，如花架、

灯具、花篮、陈设装饰工艺品等的边角。中国结的运

用为藤制家具增添了高贵气质，丰富了家具的造型艺

术空间[6]。从形式上看，中国结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

传统纹样，它与面层构成的连续纹样相互辉映，起到

锦上添花的作用。 
 

 

图 4  酢浆草结 
Fig.4  Oxalis knot 

 

图 5  平结 
Fig.5  Flat knot 

 

  
 

图 6  旋式花结 
Fig.6  Rotary knot 

 

图 7  双线结 
Fig.7  Double knot 

 
从古代到现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经过

不断地揣摩和推敲，描摹出心中理想的纹样，这不仅

是它的优美外形和艺术价值，而且是这些纹样背后浓

浓的吉祥寓意[7]。在藤制家具设计中引入中国结饰传

统纹样时，设计师需要深层次地探求传统纹样的内在

意义。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出发，凭借构图布局、色彩、

质地等来表达出传统纹样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尽

显民族特色的优雅与自然[8]。在迅速发展的今天，许

多传统纹样的内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设计者应从时 
代发展的角度来考量传统纹样的艺术价值，并在先进

科技手段的协助下，进一步将传统纹样的内在涵义进

行外化和物化，使得吉祥美好寓意通过优秀的设计展

现出来[8]。 

2.4  协调一致——框体缠扎传统纹样 

在藤制家具框体长形构件的表面设计上，一般会

借助传统纹样对其缠扎装饰，不但有利于家具的整体

稳固性，而且还能够保障其纹理和质感的统一性。用

于缠扎纹样的材料通常是扁平材料，首选藤皮。常用

的缠扎传统纹样有箭矢缠、结花缠、花菱缠、雷文缠、

单筋缠等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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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体构件截面有方形、长方形或圆形等，因此，

缠扎传统纹样的样式也不同。例如方形截面的缠扎适

合选取箭矢缠等纹样，见图 8。这些传统纹样往往以

单体形式出现，有利于在正方形截面缠扎中展示完整

的构图；而单筋缠纹样外形简洁，见图 9，显示出连

绵不绝的持续感，整体效果丰富而不凌乱，适合圆形

截面的缠扎。框体缠扎有效地维护了家具形态、风格

的一致性，有益于家具总体结构的协调性，丰富了家

具造型的视觉效果，使其更加灵动清新。 
 

 
 

图 8  箭矢缠纹样 
Fig.8  Arrow binding pattern 

 

 
 

图 9  单筋缠纹样 
Fig.9  Single-rib binding pattern 

 

3  藤制家具传统纹样的形式美特征 

在当今社会，人们在追求时尚的同时，也会重视

传统的文化熏陶，尤其在藤制家具的设计与制作方

面，有很多的设计师及设计机构着手于对大量的传统

纹样进行整理、归纳和创新设计，剔除糟粕，深入探

析其内涵及韵味[9]。这一做法对当前藤制家具设计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有效拓展了设计师的创

作思路，而且还能为设计者提供丰富的灵感，让设计

出来的藤制家具更具有传统文化意蕴。通过对传统纹

样样式、肌理、质感进行提炼和简化，可以突出传统

纹样在藤制家具中的形式美特征。首先，传统纹样的

韵律。把单体传统纹样前后单元贯彻连通、相互连接

交织形成编织纹样。利用传统纹样的连续节奏感和交

错韵律的特点，使人感受到轻松自在的韵律美感。其

次，传统图案的对称均衡。在藤制家具设计中，应加

强传统纹样的对称性、轴对称性和旋转对称性的效

果，以获得安定而宁静的视觉效果。 后，传统纹样

的肌理和质感。藤蔑经过加工处理成的形状，会产生

不同的肌理和质感效果。根据藤蔑的这种特性，传统

纹样表现出来的肌理上的凹凸感，质感上的古朴性，

使藤制家具呈现出一种轻盈大气、厚重质朴之风。同

时，传统纹样样式的不同，质感和肌理的侧重点也不

同，有的纹样编织后造型效果具有雕塑感，给人以较

强的立体感；有的效果则精妙秀气，给人以轻巧感。 

4  结语 

丰富的传统纹样为藤制家具设计提供了许多值

得借鉴的元素，使藤制家具设计具有强烈的文化底

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主观形态也随之发生

巨大的变化，藤制家具设计要体现出差异化和个性化

的特点，因此，设计师在应用传统纹样设计藤制家具

时，要理解传统纹样的使用特征和审美特征，选择符

合个人设计理念的样式和意蕴，并与现代设计手法相

配合，实现藤制家具产品传统与现代相契合，而不是

受某些具体的符号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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