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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绿色设计的角度探讨佤族中一种无意识的绿色设计理念思维。方法方法 通过分析佤族竹

的特色，从材质、造型、功能和色彩肌理等方面着手，提炼出佤族在绿色设计理念方面的设计方法。利

用建筑结构转为产品结构，并结合佤族特色材质——竹，运用竹在造型和色彩肌理上的特点，研究其

在绿色设计中如何体现，并在实际产品设计中如何运用。结论结论 佤族的民族思想符合绿色设计理念的

设计思想，对佤族生态观、思维方式、环境保护、文化和对自然的崇拜等民族特色思想在绿色设计原则

中如何运用进行了论述及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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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reen Design Concept in Wa Bamboo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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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kind of unconscious green design concept of Wa is discussed from the angle of e green desig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Wa bamboo characteris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s，shape，function and color texture，it extracts
the design methods of Wa green design concept. Using the building structure into product structure，combined with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Wa bamboo materials，the features of bamboo modeling and color texture are used，how they are manifested in
the green design is studied，and how to apply in the actual product design. Wa national thought is in line with the design
thought of green design concept，the ecology，the way of thinking，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ulture and worship of nature
etc. ethnic thoughts are discussed and proved in green desig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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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是中国西南边陲的古老民族之一，有着本民

族独特的文化和民族习俗，地理位置较不便利但有着

天然的自然环境，植被茂密，盛产竹子，有着全国最好

的一片竹林。为了生存佤族居民从巢居发展到了现

在的山地杆栏式建筑，干栏建筑大致分为3个阶段：

“依树积木”、“埋柱造屋”、“立柱造屋”，当发展到第3

个阶段时房屋的结构出现促进比较成熟的榫卯结构，

目的是加强建筑结构的整体性。民族文化中有很多

先人留下的宝贵设计哲学，其中不乏绿色设计理念，

应挖掘出来让它传承并发扬光大。

1 绿色设计概述

1.1 绿色设计概念

在《绿色设计》一书中有对绿色设计这样的定义，

绿色设计，也称生态设计、环境设计、环境意识设计
[1]。主要是从产品的寿命即整个生命周期，着重考虑

产品的环境属性中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利用性、可

维护性等，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在满足环境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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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保证产品应有的功能、质量、生命周期等要

求。力求产品在材料、功能、质量等物理性能不变的

前提下，对人们生活的环境污染降到最小，是现代社

会文明的另一种方式——生态文明。

1.2 绿色设计原则

绿色设计的原则大体分为6个方面：（1）资源利用

最佳原则，避免过度消耗非再生资源或者需要成百上

千年才可形成的资源，建议使用可再生资源，并在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让材质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2）能源利用最佳原则，首先选择可再生能源同时优

化能源结构，比如太阳能就是既干净又可再生的能

源，其次在设计产品时，尽量让产品的耗能达到最小；

（3）污染最小原则；（4）人性化原则；（5）技术先进性原

则，绿色设计理念是一门综合交叉性设计思想，技术

创新也是绿色设计必须的前提条件；（6）综合效益最

佳原则[2]。

2 佤族竹子的特点

沧源县的佤族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条件适于竹

子生长，竹类资源表现为多样性特点形成了当地佤族

多姿多彩的竹文化。沧源县佤族地区分布竹种达35

种以上的竹亚科种，是国内外区域性竹种较为集中的

地区之一，以巨龙竹为代表。

由于佤族崇拜自然，再加上地理因素和气候因素

的适宜，使佤族有着全国最好的竹林。佤族的文化生

态科学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处，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态

文明理念[3]。佤族村寨文化特色中竹文化随处可见，

如寨子里随处可见的竹楼，吃的竹笋，睡的竹席，还有

生活中的日用品竹碗、竹勺、竹凳、竹筒和生产工具

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得知竹子对于佤族

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巨龙竹是佤族

特有的珍惜物种，它具有生命力旺盛，竹秆高大通直

并且是最粗的竹子，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竹材可用

作日用产品、工艺品、雕刻、造纸、椅子等方面的设计

应用。竹子本身具有良好的吸引隔热性，也有一些自

身的缺陷，但经过烟熏工艺处理后可以防止霉变和龟

裂等现象的产生。

常年以来人类对原始森林乱砍乱伐，森林资源遭

到严重破坏。经研究表明，在物理学性能方面竹材要

优于一般木材，在科学技术开发的介入下很多领域已

经可以完全取代木材。在我国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的

规划中，竹子作为可再生性强又干净的绿色环保资

源，竹子是林木培育中最快的植物之一，竹子的特点

是生长周期短、见效快等特点。利用其特点可采取以

竹材取代木材[4]并以竹林去养护木林，可以达到保护

森林资源和大幅降低木材消耗的保护措施。

2.2 可回收再利用

竹子[5]在回收再利用方面优点也很突出，它不仅可

以简单的回收进行加工，如一些编制品可拆了重新作

为材料加工使用，还可以作为纸的原材料进行回收再

利用。在设计阶段，不仅要选择天然材料，还要考虑材

料本身的可再生性和回收利用方面的因素，若是材料

可再生或者可回收性强，就会比不可再生或很难降解

的有机材料具有成本低、无污染、循环快等特点。近些

年，经过设计师大量的设计经验表明，可回收材料经过

简单的现代科技的处理和简单的加工，会得出很好的

效果，这也是设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3 结构及造型在绿色设计中的体现

3.1 拆分和组合结构

在拆分和组合结构方面，主要研究两方面内容：

一是建筑上的榫卯结构，没有多余的工业用料的参

与，只靠材质本身的拆分与组合的形式，可回收再利

用性高；二是编织工艺，佤族竹艺编织技艺有着悠久

的历史，也是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在制作产品上主

要是以组合的形式产生。这里主要就其具有榫卯结

构特色的建筑来分析，在建筑结构发展的第3个阶段

为“立柱造物”阶段，出现了整体框架结构体系，这也

促进了榫卯构造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有些少数民族由

于竹材不适合于开凿榫卯结构，也有其地势的特殊条

件限制，因此很多地方用栏杆。

佤族的建筑按用途大体分为3种：草房、住屋、仓

房。佤族的草房与瑶族的查查房很类似，都具有一种

简单的造型且具有易拆易建的特点，柱和梁都是用的

十分简单的技术连接方法——捆扎，即在两个构件上

围绕绳子即可，材料方面使用竹子，由于用途上不是

很重要，所以在技术和材料上都不复杂，这就会造成

一种草房要经常维修的局面，草房结构见图1（图1-3

均摘自中国知网）。佤族的住屋比起草房复杂很多，

在连接结构房同样也采取了榫卯结构，屋顶、地板和

墙体仍然采用比较简单原始的捆扎技术，佤族的墙体

比较简陋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它是由竹子编制后直

接放到地板边缘捆扎固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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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2。粮仓房对于佤族来说是很重要的建筑，仓房

的面积大概只有三四平米，为整体框架体系，整体架

构为木结构，上方用草和混有牛粪和碎叶的稠状物覆

盖，用竹子作为支撑的结构材料，地板和屋顶上的梁

都采用榫卯结构，而与住的连接则完全体现了“立柱

造物的特点”，见图3。

利用建筑的结构特点，转化到现代产品设计之

中，好好研究并体会先辈留下来的智慧，将其传承下

去并为现代社会所用，将其发扬光大。石大宇设计的

《八仙桌》沿用“八仙桌”的榫卯结构，并创新地采用了

竹材代替木材，富有文人感情且环保低碳，见图4（图

片摘自360导航图片）。

3.2 造型简单

绿色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节约资源[7]，降低成本，提

高经济效益。佤族的设计造型简单而且具有浓郁的

民族风味，在产品上讲求实用性，如佤族水酒只是用

简单的竹筒盛放，没有加任何修饰，再如佤族木鼓，造

型上是由简单的几何形构成[8]。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

给产品加上一些附属功能，这样不仅延长了寿命也节

约了资源。

4 色彩和肌理在绿色设计中的体现

在产品设计中，材料的色彩和肌理是不可或缺的

组成要素，色彩[9]与肌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缺

一不可的关系。产品的色彩是产品视觉形象表达的一

部分，也是最为突出和鲜明的部分，在产品的形象中处

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产品的肌理触感一是让产品在视

觉上有变化、层次，不单一；二是显得与众不同有档次，

提升品位。色彩本身的层次变化也可以视为肌理，只

是它是平面的，但在视觉上是有变化的，而不是单调、

压抑的感觉。总之，色彩和肌理这两种元素虽然在产

品中占有的地位不高，但它们是对产品造型的补充，是

消费者对产品第一印象好坏的重要元素。

在回收产品[10]材料时，变向地也在回收产品的色

彩和肌理。在回收时可以采用原有的元素以组合创

新的方式，进行回收再利用，这样可以产生很多变化

从而达到设计产品的多元化，在设计时设计师可以

直接采用天然的颜色和肌理，这样的处理可谓别具

特色。

5 结语

佤族人爱竹并用竹作为身边产品的材料，这不仅

体现了佤族人的崇尚自然的思想，也符合现代社会中

绿色设计理念中的设计原则，具有低碳、环保、可持续

性等特点。从佤族竹子探讨绿色设计思想中，寻找到

天然材质竹子可替代木材的使用方法，减少了对森林

的破坏，丰富了绿色设计在民族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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