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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实现黑竹材料在家具设计中的创新运用。方法方法 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基于黑竹材料特

性，从功能要素、形态要素、色彩肌理要素、结构要素方面详细论述了黑竹家具创新设计。结论结论 分析

了黑竹家具设计的创新途径，并归纳出黑竹家具创新设计的基本原则，为创新黑竹家具提供科学指

导，以期提高黑竹家具的市场竞争力，拓展黑竹生态家具市场前景，满足人们的需求。

关键词：黑竹家具；创新设计；设计元素；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4）18-0047-03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Smoked Bamboo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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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realiz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smoked bamboo in the furniture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the property of black bamboo materials，it analyzed the furniture design in ways of function，morphology，color
and texture from a art design perspective. Conclusion At last，it analyzed the innovative ways of black bamboo furniture
design and concluded the principle of design，which provided a scientific guide for future design，in order to en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expand the prospect of black bamboo furniture，which will meet people′s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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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竹是将适当尺寸的毛竹或其他种类的竹材，利

用竹炭窑进行烟熏热处理而得的一种生态材料，经处

理的竹材整体外观呈黑褐色。烟熏热处理后的竹材

具有抗霉变、抗虫蛀、不翘曲、不裂变等性能，力学性

能佳、耐候性强、有竹香味释出等特点，满足家具用材

的要求[1]。如今，我国从提倡“以竹代木”到如今的“以

竹胜木”，利用黑竹制作家具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

发展潜力。目前，从设计艺术学角度研究黑竹家具的

文献尚未出现，为实现黑竹材料在家具设计中的创新

运用，提高黑竹家具的市场竞争力，这里以黑竹的材

料特性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如何从功能、形态、色彩、

肌理、结构等方面进行黑竹家具的创新设计。

1 创新设计途径

1.1 功能要素方面

功能是产品设计的目的和出发点，新产品的开发

也重视产品的形态应符合为人服务的功能美内容。使

用功能是对家具创新设计的基本要求，是决定家具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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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基本因素，开发黑竹生态家具新产品首先应满足

家具的基本使用功能。精神功能是建立在使用功能

上，更高层面的人的需求，而且是家具产品整体形象所

激起的人们对自己所创造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喜悦。我

国具有优秀的传统竹文化，竹子空心代表虚怀若谷的

品格，生而有节、竹节必露则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其枝

弯而不折，是柔中带刚的做人原则[2]。结合传统竹文

化，利用黑竹进行家具设计符合现代人注重人性本真

且适应时代形式潮流的生活理念，因此，对黑竹家具进

行创新设计，可在满足家具基本使用功能的同时，从满

足使用者“一物多用”和精神需求两方面作为设计关注

点。利用黑竹设计的玄关柜见图1，有基本的使用功能

外，将穿鞋凳的功能也融入其中，这样既可以满足家具

的多功能使用要求，又可以唤起使用者高度的文化共

鸣和情感共鸣[3]，以提升家具产品的附加值和品味。

1.2 形态要素方面

形态美感的产生直接来源于构成形态的基本要

素：点、线、面、体所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以及对

形态要素意蕴及其组合的理解[4]。黑竹具有与生俱

来的线的造型要素，黑竹横截面是点造型要素，将几

根黑竹平行排列得到面的形式。由于黑竹的弯曲性

能不好，其造型适用于简单大方，横平竖直的家具形

式。黑竹客厅家具设计见图2，黑竹横截面形成的点

要素，黑竹干形成的线要素和黑竹片形成的面要素，

三者结合形成了完美的体，整体形态简洁明快，给人

一种回归自然、落落大方的感觉。值得关注的是家

具形态美感与功能的关系，家具的形态设计必然是

以满足基本使用功能为前提的，最终的家具设计应

是“形式依随功能”和“形式表现功能”的有机结合，

因此，黑竹家具创新设计时还要注意黑竹家具造型

与功能的有机统一。

1.3 色彩、肌理要素方面

色彩和肌理是互为补充、不可分离的，色彩不管以

何种方式被实施在材料表面上，都会产生相应的肌理效

果，反之，肌理出现的同时也是会伴随着色彩的产生[5]。

色彩能够率先引起消费者的关注，是产品最显著的外

貌特征，人对色彩的审美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

和时代性。竹的表面呈黑色，黑色在我国古代是备受

尊重的色彩。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绘画

中“墨色思想”就是炫黑这种超越生死两界颜色的最后

演变，黑色成为了个体精神同大自然精神的契合。在

中国传统经典的配色方案中，红色与黑色的搭配是永

久的经典配色。红色与黑色总让人产生生与死、正义

与邪恶、喧哗和沉寂的感觉，它们虽然极端对立，却又

相互对比、相互衬托，将这对互相矛盾的色彩同时运用

到产品中是无可非议的经典搭配[6-7]。在进行黑竹家具

创新设计时，可以以黑色和红色的创新配置来达到吸

引眼球的效果。黑竹单体沙发见图3，主体黑竹框架的

碳化色给人一种传统与典雅、深邃与充实的感觉，使人

沉稳、安静和坚强，红色软垫的融入使家具的黑色更深

沉，红色更鲜亮，形成丰富的色彩效果，产生了刚柔并

济的中庸经典美。由于黑竹是竹材经过烟熏热处理而

形成的，受加工条件影响其肌理具有不可避免的独一

性，因此，利用竹材烟熏后的天然肌理来设计家具，细

观每一件黑竹家具都是唯一的艺术品。

1.4 结构要素方面

结构要素是指家具构件之间的组合与连接方式，

是依据家具特定的使用功能和材料属性而设计的一种

组织系统，也可以理解为连接后的样式。结构美主要

在于它的构成方式。黑竹茶几见图4，采用多线对称支

撑结构，既实现相应的力学要求，又构筑了美观整齐的

图1 黑竹玄关柜

Fig.1 Porch ark made of

smoked bamboo

图2 黑竹成组沙发

Fig.2 Sofa set made of smoked

bamboo

图3 黑竹单体沙发

Fig.3 The sofa made of

smoked bamboo

图4 黑竹茶几

Fig.4 The tea table made of

smoked bam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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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形式，而且采用铜连接件连接，起到画龙点睛的装

饰作用。由于圆状黑竹家具很难实现批量化生产，因

此黑竹可先加工成黑竹集成材或黑竹重组材，其家具

的结构形式可实现标准化、可拆卸等，对结构连接件的

选择，无污染但不失装饰性的连接件最优。

2 创新设计原则

黑竹家具的造型、功能、色彩肌理和结构等要素

是进行设计创新的重要途径，这些要素互为补充，互

为影响。然而市场、政策、科技等大环境对黑竹家具

创新设计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基于此，提出以下

基本原则来指导黑竹家具创新设计。

2.1 3R原则

黑竹的原材料是竹材，竹材的生长速度快，是人

类公认的环保型用材。黑竹在其制作过程中不添加

任何的油漆、胶粘剂、化学污染物、防腐剂，不仅不会

释放有毒气体而且会释放出竹香味，可以净化室内空

气，改善室内环境，无任何毒副作用，因此，黑竹既符

合国家绿色环保的号召，又符合如今低碳生态的潮

流。在进行黑竹家具设计时，选择其他的搭配材料要

尽量绿色环保，结构配件无污染，工艺方面因材施工，

尽量减少材料的浪费和能源的消耗。

2.2 民族性原则

设计的民族性是指在设计中引入特定民族文化，

它反映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文化心理、审美情趣、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追求等本质特征，表现民族风

格与个性[8]。利用黑竹进行家具设计的最大价值不仅

在于它是一类生态绿色家具，还在于它所包含的竹文

化内涵给予人的心灵慰藉，因此，黑竹家具的创新设

计要想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就必须继承传统文脉，

使产品与民族环境以及地域消费群体和谐共生，相得

益彰。从黑竹的材料特性出发，吸收并运用国内外先

进的生产工艺与设计理念，融入我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使黑竹家具走上超越传统、充满本国特色且富有

时代精神的创新设计之路[9]。

2.3 人性化原则

人性化设计是在设计中对人的心理、生理需求和

精神追求的尊重与满足，是设计中的人文关怀，是对

人性的尊重。过去宣扬设计的广泛性，通过设计的理

念引导消费者，而今转化为尊重消费者，尊重个性，使

设计适应消费者情感上的要求。真正好的设计可以

满足人内心的需求，而不受潮流趋势和低价的影响。

进行黑竹家具创新设计时，必须切实关注人们的生活

习惯，真正了解其内心需求，形成基于需求的设计创

新，真正满足人们的要求。

3 结语

这里从功能、造型、色彩、结构等基本设计要素出

发，详细探讨了黑竹家具创新设计的途径。从功能要

素来说，不仅要注重家具的基本使用功能，而且要满

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造型要素方面来说，对黑竹的

点、线、面、体进行合理设计，从而达到造型与功能的

和谐统一；从色彩肌理要素方面来说，可充分利用黑

竹的黑与红色进行色彩搭配设计；从结构要素方面来

说，可将黑竹加工成集成材或重组材，以提高家具结

构设计的自由度，并建议选用无污染且具有装饰性的

连接件。最后归纳出黑竹家具创新设计的3个基本原

则：环保性、民族性和人性化原则，以期为黑竹家具创

新设计提供科学指导，实现黑竹在家具中的创新运

用，提高黑竹家具的市场竞争力，满足人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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