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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论证文创产品设计对促进造物文化传承的潜在作用，寻找以促进造物文化传承为目的的文

创产品的设计研究着力点。方法 运用分析和推理指出传统造物文化的价值，工艺传承对造物文化传承

的意义以及文创产品设计对工艺传承的潜在作用。以竹编文化传承为例，依据文创产品的定义和特点提

出竹编文创产品设计的关键点，并结合竹编产品的特点，围绕关键点展开讨论。结论 融合传统工艺的

文创产品设计可促进造物文化的传承；其设计需要重点关注人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要注意与现代市场

发展接轨，重视用户体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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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y Bamboo Weaving Craf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WANG Ya-ming, WU Ping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rol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promot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creation and find out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focu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creation.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reative cul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
cal inheritance to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potential rol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to technological in-
heritance were pointed out through analysis and inference. Taking the inheritance of bamboo weaving culture as an exam-
ple, the key points of bamboo weav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weaving products, and then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weaving 
products. Th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ith traditional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cre-
ational culture. The design needs to focus on people’s cultural life,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rket and 
focus on user exper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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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文化意识的增强，文创产品设计近些年

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新的文创设计赛事不断出

现，数量持续增多。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

的重视，传统工艺的传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扶

持。不少传统手工艺人受邀走进高校，或者院校师生

来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的作坊接受培训，也有院校教

师、设计师或艺术家主动找手工艺人合作。 

上述两个现象都与文化传播或文化传承有关，这

引发了本文对文创产品设计与传统工艺传承的关系

的思考。是否可以通过文创产品设计促进文化传承？

如果可以，那么以促进传统工艺传承为目的的文创产

品该怎样设计？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进行分析和推

理，并以竹编文创产品设计作为讨论对象进行相关问

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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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创产品设计对传统工艺的意义 

1.1  传统工艺的价值及工艺传承的必要性 

文创产品[3-7]，即文化创意产品，扮演着文化传播

媒介和地域文化对外宣传使者的角色。传统工艺[8-9]，

即具有百年以上历史和完整的手工艺流程，原料多为

纸、布、竹、木、石、皮革、金属、面、泥、陶瓷、

草、柳、藤、竹、漆等丰富多样的自然材料。传统工

艺包括工具器械制作工艺，传统饮食加工工艺，传统

建筑营造工艺，雕塑工艺，织染工艺，编织扎制工艺，

金属冶煅加工工艺，髹漆工艺，家具制作工艺，文房

用品制作工艺，印刷术，刻绘工艺等种类繁多的手工

制作工艺。 
工艺与材料材性、材形、材质、手工艺技术、流

程、工艺品的形态、功能等各种因素相关。工艺品是

否具有美感，要看其内部各要素之间是否和谐。传统

工艺品是上述各因素相互协调的典范，是经典的实用

艺术品。而传统工艺则是经由历史沉淀下来的成熟工

艺，是方便将科学、技术、艺术、审美整合到一起的

成套技术和流程。 
传统工艺和传统工艺品中都凝结着各代手工艺

人的智慧，并蕴藏着广大劳动人民朴实的造物理念、

哲学思想和审美、情感。这些蕴含在传统工艺和传统

工艺品中的造物智慧、造物理念、造物思想等构成了

民族造物文化的底层逻辑，决定了民族造物文化的根

本特征，是民族造物文化的根基所在。它们对全人类

的造物有着永久的启示和指导价值，是值得人们传承

和传播的文化本体[10]。而与此相对应的，传统工艺品

是承载上述文化内涵的物质形式的载体。传统工艺则

是承载和传播上述文化内涵的非物质形式的载体，也

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 
由于造物文化本体是一种非物质的、无形的存

在，所以其存在需要依附于载体或媒介，其传承实际

上需要依赖它所对应的文化载体来进行传播和发展。

工艺传承对于传统造物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价值。 

1.2  文创产品设计对工艺传承的潜在作用和价值 

工艺的传承离不开对工艺传承人的培养。在手工

艺品市场环境遭受到现代工业冲击的状态下，工艺传

承人的培养还能否继续，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传统工艺的传承近几年已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但是从行业发展可持续性的

角度考虑，提高手工艺品在当代市场的适应性也非常

关键。 
手工制品在历史上曾是民间广为使用的生活日

用品或生产劳作工具。但现在，这种角色受到了现代

工业品的颠覆。因此，传统造物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亟

需能够在当今市场继续存活的手工艺品。 

当下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的文创产品设计目前大

多将注意力偏向于传统图案、文化符号或文化元素

上。其实，从文创产品的目的和作用看，它应该可以

对工艺传承发挥重要作用。文创产品以文化传播为目

的，以当代人的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出口，可以为

地方旅游业带来生机，促进地区文化的传播和经济的

繁荣。这与工艺传承的文化传承使命高度契合。 
基于文创产品在促进文化传播和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方面的优势推断，融入传统工艺的文创产品的设

计可以具有以下潜在的作用和价值：（1）设计品的销

售可以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带来经济回报，有利于传统

工艺的价值实现；（2）促使传统工艺从地方手工作坊

或博物馆走入寻常百姓家，有利于造物文化的传播；

（3）商品流通和文化传播将经受市场的考验，这个

过程可以刺激工艺创新，有利于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4）传统工艺品是科学、技术与艺术、审美的结合

体，任何一件传统工艺品都是一件实用的生活艺术

品，融入传统工艺的文创产品设计将生活与艺术有机

地结合，有利于生活品质的改善；（5）运用了传统工

艺的文创产品可以增进当地人对本地造物文化的了

解、认知和认同，有利于培养地方文化认同感和民族

情感。 
由此可见，文创产品设计有利于传统工艺的价值

实现，对工艺传承具有积极的意义。将传统工艺融入

文创产品设计，或以文创产品的目的和作用定位手工

艺品，其前景相当广阔，且社会意义不容小觑。 

2  竹编文化与竹编工艺的传承   

2.1  传统竹编工艺的合理性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竹编文化是我国的重要的造物文化，蕴含于传统

竹编工艺和丰富多样的竹编工艺品中。竹编是对竹材

的一种科学合理的利用方式。圆竹竿中竹纤维小角度

错开，几乎平行排列。竹纤维与周围间质结合力有限[11]，

同时由于表里的干缩率存在差异，圆竹竿在环境过于

潮湿或过于干燥等情况下比较容易开裂[12]。顺着竹纤

维方向开出竹篾，绕开了竹竿由于内外应力而易于开

裂的问题，可以很好地发挥竹纤维的韧性，非常适合

于编织。并且，竹篾的截面尺寸比较灵活，具有比较

大的变化空间。与藤编、草编相比，竹编方法可以更

为多样，形式也可以更为丰富[13-15]。 
实践过竹编的人会知道，用圆竹粗加工出来的竹

片并不具有多少美感和价值感。可是经过手工艺人精

心的加工和独具匠心的编织，一个个美轮美奂的竹编

工艺品便跃然而生。在盛产竹的地方，当地的手工艺

人用这种最为普通的可再生天然资源制作各种生活

用品，甚至能做出各种令人惊叹的具有高附加价值的

实用艺术品，将竹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在他们超凡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中隐藏着的是他们积极豁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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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竹编工艺中含有合理利用材料的科学意识，材

美工巧、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还有文质彬彬、整体

和谐的审美观念。这些蕴含于传统竹编工艺中的精

神、态度、审美观、朴素的哲学观和科学观构成其独

特的文化内涵。 
在如何利用竹材这个问题上，传统竹编工艺中有

宝贵的经验，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细细品味，代

代传承。 

2.2  竹编文化及竹编工艺的传播与传承 

2.2.1  竹编文化的传承 

作为一种造物文化，竹编文化依靠竹编工艺的发

展而得到传承。经过师徒间的传授和继承，竹编工艺

会获得发展，竹编文化可以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我国的竹编文化历史悠久，明清以前，竹编产品

基本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用具或农具，设计偏向

实用。明清时期，由于竹编工艺的充分发展，其可以

被运用于形态更为复杂的产品中，同时具有赏玩价值

的竹编产品应运而生。此外，我国各地的竹编工艺做

法都有所不同。竹编工艺品因工艺的不同而具有个

性，因需求的不同而灵活多变。 
竹编工艺的传承意味着竹编工艺者要结合时代

特点、地域特色和当代人的具体需求进行竹编产品的

创造。在传承的过程中，竹编工艺自身会得到发展，

竹编文化也在新时代的竹编产品中发扬光大。 

2.2.2  竹编文化的传播 

竹编文化的传承发生于师徒之间。因此，虽然竹

编文化如此丰富，却不一定被所有人所了解。但是竹

编文化和竹编工艺可以通过媒介得到广泛的传播和

分享。传播竹编文化的媒介可以是竹编产品，也可以

是与竹编文化内容相关的非竹编产品。 
上述的第二类媒介可以通过增加人们对竹编产

品的好感来对竹编产品市场产生积极作用。因此，它

们可以作为竹编文化传承的外围辅助手段。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当前常见的文创产品设

计，它们基本上都运用了文化符号或形象鲜明、识别

性强、获得广泛认可的文化元素，通过设计使消费者

对文创产品中的文化符号或文化元素产生深刻的印

象，同时感受到产品的文化感或价值感。 
竹编文化和竹编工艺缺乏所对应的文化符号或

文化元素，因此按照上述的文化传播方式进行传播会

遇到困难，但如果可以通过设计产生类似文化符号的

可视化内容，那么就可以进一步为其寻找和匹配适合

的产品载体和设计创意，设计出具有竹编文化传播功

能的文创产品。 

2.3  以竹编文化传承为目的的竹编文创产品设计 

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把融合了竹编工艺和传统

竹编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简称为“竹编文创产品”。

竹编文创产品与人们常说的文创产品一样具有文创

产品所应该具有的文化感和价值感。因此，常见文创

产品设计会有值得竹编文创产品设计借鉴的地方。 

2.3.1  常见文创产品的设计特点与分类 

目前的文创产品丰富多样，文化符号或文化元素

的运用是文创产品设计的常用方法。根据它们和产品

的关系，文创产品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 
1）利用印刷、转印等技术手段将文化符号、文

化元素等文化载体的图片运用于产品表面，使其成为

产品表面装饰或产品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芝加哥

艺术博物馆出售的纪念品和波普艺术博物馆出售的

纪念品，见图 1—2。 
2）从文化符号中提取出可以反映相应文化特质

或文化风貌的视觉元素，然后在保证协调的前提下，

将该元素与新的设计创意相融合而产生的设计作品，

如运用杭州的地域文化元素和西湖元素设计的，体现

杭州特色、江南韵味、中国气派的杭州 G20 峰会餐

具，见图 3。 
 

 
 

图 1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出售的纪念品 
Fig.1  Souvenir sold in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图 2  波普艺术博物馆出售的纪念品 
Fig.2  Souvenir sold in Museum of Pop Culture 

 

 
 

图 3  杭州 G20 峰会餐具 
Fig.3  Hangzhou G20 summit table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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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清朝肖像厨房系列产品 
Fig.4  Portrait kitchen series of the Qing Dynasty 

 

 
 

图 5  莫干山旅游纪念品“竹制独轮车” 
Fig.5  Moganshan tourist souvenir “Bamboo Unicycle” 

 

 
 

图 6  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神武貔貅摆件” 
Fig.6  Palace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Shen Wu PI Xiu Pieces” 
 
3）基于文化元素创作出的带有文化气息、具有

时代特点、紧随时尚潮流的文化创意产品。如由阿莱

西公司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设计的清朝肖像

厨房系列产品。产品将厨房用品与清朝服饰特点和标

志特征巧妙融合，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体现设

计的来源，见图 4。按照产品是否具有实用性，文创

产品可以被分为以下两类。一是以赏玩为目的文创产

品。如莫干山旅游纪念品“竹制独轮车”和故宫博物

院文创产品“神武貔貅摆件”，见图 5—6。二是与功

能相结合文创产品，如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福禄吉

祥香插”、“海棠蝶舞盘”，见图 7。对现有文创产品 

  
 

图 7  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福禄吉祥香插”、“海棠蝶舞盘” 
Fig.7  Palace Museum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Fulu  
Auspicious Incense Insert” and “Begonia Butterfly Dish” 

 
设计进行分类整理后可以发现，现有文创产品设计偏

向于使用图形化的文化符号或文化元素，并通过它们

为产品带来文化感。常见文创产品拥有以下重要的设

计落点：（1）文化符号或文化元素的选择和确定；（2）

设计创意的选择和确定；（3）文化载体与设计创意的

匹配和协调；（4）基于文化元素或文化符号的视觉元

素提取；（5）基于文化元素或文化符号的文化衍生形

象创作。这些设计落点与文化传播的目的相协调，对

以竹编文化传播为目的的文创产品设计具有更多的

借鉴意义。 

2.3.2  竹编文创产品的设计特点 

对于以竹编工艺传承为目的的竹编文创产品设

计，传统文化遗产中丰富多样的竹编工艺和竹编形式

应是其不可或缺的设计要素。经典的竹编工艺及竹编

纹样可以被看作文化符号，需要设计者为其寻找与其

相协调的设计创意。竹编文创产品需要依靠含有竹编

要素、功能因素和形态因素的竹编产品整体形式来给

消费者带来文化感。 

3  竹编文创产品设计相关问题讨论 

根据文创产品的定义和特征，竹编文创产品设计

需要在文化感、消费者需求以及市场效果等方面进行

分析和研究。 

3.1  竹编文创产品的文化感 

文化感应该是竹编文创产品的主要特征。然而，

由于竹编工艺自身仅仅是一种技艺而不具有形态，虽

然竹编工艺蕴含深厚的造物文化，竹编产品的文化感

表达却具有不确定性，即它不一定能够让人感受到文

化感。关于这一点，通过观察现有的各种竹编产品就

可以理解。那么，从设计层面考虑，如何保证竹编文

创产品的文化感就成为其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这

一点上目前可以参考的理论还非常有限。从日常观察

看，文化感可以来自外观，也可以来自行为方式。由

此类推，对于竹编文创产品而言，其文化感可以来自

其竹编纹理、质感、色泽和整体品质，也可以来自其

使用方式或功能、用途，例如琴棋书画、节日传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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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化生活中的竹编文创产品就属于文化产品，这种

“身份”可以为竹编文创产品带来更多的文化感。文

化感相关问题应该是竹编文创产品研究的重点内容。 

3.2  竹编文创产品的功能 

现有的文创产品都具有满足一定用户需求的功

能，可以是实用功能，例如容纳食品等，也可以是赏

玩功能。传统竹编产品几乎都具有实用功能。实用性

与艺术性相结合是竹编文化中的一个传统。竹编产品

的赏玩功能始于明清时期，在当代的竹编艺术创作中

也很常见。因此，竹编文创产品设计需要重视当代人

的需求，从中挖掘出可以用竹编产品满足的功能。对

于传统竹编产品中的功能，设计者需要分析这些功

能所对应的需求是否是当代人的需求，然后有选择

地继承。 

3.3  竹编文创产品的市场 

作为竹编文化的产品载体，竹编文创产品可以在

竹编文化传承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上的竹编文创产

品还承担着地方竹编文化对外宣传使者的角色。考虑

到竹编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竹编文创产品设计需要

依托于良好的竹编文创产品市场。这一点可以借鉴日

本在手工艺品设计领域的做法。日本一直保持着在该

领域的研究传统，并力求使手工艺品设计与现代市场

发展接轨。 
竹编文创产品的设计需要仔细、深入地研究当代

人的生活形态、文化生活方式、审美偏好，甚至技术

进展状况，以实用新型或外观新型产品为努力方向。

传统工艺品的功能和形式产生于过去的生活情境，它

们不一定与当代人的生活情境相协调，也不一定符合

当代人的审美。见到做工精良的传统竹编产品时，人

们或许会觉得它们很美，但不一定愿意把它们买回

来。如果设计跟不上生活形态和人的审美变化，那么

竹编产品市场的萎缩就会是一种必然现象。 
此外，竹编文创产品设计还需要重视用户体验研

究。文化感、价值感、品质感都是竹编文创产品设计

的重要评价因素，同时也属于感性因素，需要根据消

费者的体验结果进行评价。消费者在长期、近距离的

用、赏、玩的过程中总会形成对产品的真实感受，产

生嫌弃或喜爱、反感或认同等心理。用户体验研究可

以帮助设计者及时发现消费者对产品的负面评价及

其背后的原因，对稳定竹编文创产品市场具有积极的

建设性作用。 
综上所述，竹编文创产品设计需要在当代人生活

形态、生活方式、审美偏好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拓展

产品种类，开拓创意空间，向实用新型或外观新型的

方向发展，同时也需要通过用户体验研究确保产品的

文化感、价值感和品质感。竹编文创产品设计和竹编

文创产品市场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研究和设计

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3.4  本章小结 

竹编文创产品的设计和研究可以立足于以下要

点展开：（1）当代人的生活形态、文化生活方式，以

及其中的各种需求；（2）当代人的审美偏好，以及传

统审美与当代审美的平衡点；（3）当代技术进展状况，

以及传统技艺与当代技术的结合点；（4）文化感、价

值感、品质感等影响因素。 

4  结语 

由于竹编工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竹材的绿色环

保属性、自然属性，竹编文创产品设计具有多重积极

意义。在竹编文创产品设计中，设计者除了需要以研

究带动设计，还需要与手工艺人建立有效的合作机

制，密切合作，共同创造符合当代人需求和审美的竹

编文创产品。 
本文的观点和论述来自理论分析和对当前文创

产品资料的分析，其正确性还需要经历实践检验，目

前可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更多与竹编文创产品

有关的设计调研、设计探索和进一步的设计研究。希

望本文能够触动更多人去思考文创产品设计与造物

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并从造物文化传承的角度思考

文创产品设计策略和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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