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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传统竹制家具是川渝人日常必需品，其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实现了由物质功能向精神诉求的

审美转换。方法 以传统竹制家具的体量、造型、色彩、结构和形式等为依据，深入分析竹制家具在现

代室内设计中的创新原则、设计方法和精神诉求。结论 竹制家具自身材质的可塑性、兼容性和可转换

性，足以彰显其材质美感、文化内涵、地域归属、生态环保等物质功能和精神诉求。因此，无论在创新

理念上还是在设计方法上，竹制家具都可以将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人性化设计需求以及现代多元化审

美文化融入新产品的研发，在日新月异的家具市场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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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Sichuan & Chongqing Traditional 

Bamboo Furniture in Interior Design 

WANG Gang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bamboo furniture is a daily necessity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nd has realized the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from material function to spiritual appeal in modern interior design. Based on the volume, shapes, colors, 

structure and forms of traditional bamboo furniture, the innovation principle, design methods and spiritual appeal of 

bamboo furniture in the field of modern interior design were deeply analyzed. The reproduction, compatibility and 

changeability of bamboo furniture are enough to express its aesthetic feel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regional ownership,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tc. Therefore, bamboo furniture can integrate certain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umanized design needs and modern diversified aesthetic culture in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in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or in the design method, thus expr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foresight in the 

ever-changing furnitur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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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制家具作为一种特殊的绿色环保工艺品，素以

其清新温润又自然质朴的品质被现代都市生活所接

纳并为市场所热捧。其独具的天然装饰性和材质可塑

性，成为近年家具市场的宠儿。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

竹材在家具中运用已不再受强度和硬度等物理限制，

且因其自身在形态和造型方面所蕴含的兼容性、变通

性和可转换性，使其在日新月异的家具市场中表现出

鲜明的时代性和潮流性。 

1  川渝民间竹制家具的创新设计原则 

1.1  地域文化传承的原则 

如何使一件竹制家具在整个室内空间视觉上和

谐平衡而具有新意，这是地域竹制家具传承的关键。

因此室内竹制家具的创作不应只停留在其本身的大

小、体量和颜色等表现层面上，更需要通盘考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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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室内其他陈设的色彩、尺度和材质等环境因素的相

互协调和整体呼应，从而在整个室内空间上考量和把

控其所呈现的功能性和审美性，以及营造出的整体艺

术氛围，使其造型、颜色、工艺和纹理等品质与室内

设计的整体风格相得益彰，在彰显出地域文化特色的

同时又不失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1.2  彰显竹家具的美学特性原则 

竹制家具本身的结构形态符合 基本的形式美
法则，既符合整齐排列的秩序美、又具备均衡、比例、
对比、和谐统一的艺术美[1]。传统的川渝竹制品在造
型结构上多是以对称、旋转、轮口等形式出现，具有
其独特的艺术美学特性，同时符合现代人们的美学标
准。即使在川渝传统竹制家具中，个别非对称结构的
品种，其造型特点也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所以在传
承发展竹制家具时，无论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对称
的还是非对称的，其造型都应符合形式美的基本法
则，整体表现出和谐统一的艺术美。 

1.3  人性化设计的原则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竹制家具也应遵循“人性化
设计”理念，从人的多层次需求出发来多角度、全方
位考虑人的需求和使用体验[2]。始终坚持“自然的”
“生态的”和“为人服务的”原则，在发挥个人主体
性同时，深入思考人们的生活方式、生理特性及心理
需求，从而顺应人们的个性化期望和市场规律。从这
个意义上说，竹制家具设计不仅仅是家具本身的设
计，而且在改变和倡导舒适生活方式的同时，进一步
创造和引导品质生活的理念。 

2  竹制家具创新设计方法 

2.1  以川渝传统竹制工艺品体量上的创新转化 

“体量”是指事物的规模，物品所占的空间。“体
量转换”是指对物体所占空间大小的转换[3]。川渝传
统竹制工艺品主要是作为实用功能而产生和传承发
展，伴随传统农耕技术的消失，人们为了留住那一抹
乡愁，传承记忆的同时营造出独特的艺术空间，这时
竹制工艺品更多体现出来的是装饰精神层面的审美
功能，所以需要将竹制工艺品的体量进行再次设计，以
满足竹制家具的具体需要，使其与室内环境完美融合。 

首先，需要根据室内空间尺度的大小、用途等需
求设计竹制家具的体量关系。使竹制家具的体量关系
与竹制家具形态完美统一。将传统川渝竹制工艺品的
形态设置于竹制家具中再设计时，在保持室内的整体
设计风格的情况下，选择适宜的川渝民间编织技艺，
进行再次创作。通过对竹制家具的大小体量、形态特
征以及比例的改变，使其设计出的竹制家具与室内环
境整体艺术特征相适宜，创造出和谐的、独特的艺术
风格，展现出应有的艺术魅力。使其在传承地域文化 

的同时，在室内行为与情感上达到完美互动。 

 
 

图 1  全竹编沙发组合 
Fig.1  Bamboo woven sofa set 

 

其次，体量是 具视觉冲击力的。传统的立体竹

编多以围合的三维结构呈现，其围绕形成空间，是一

种构成，也具备一些“雕塑性”[4]。充分利用川渝传

统竹制工艺的这种“雕塑性”，使其在体量上的大小

变化与室内空间相协调统一，让川渝竹制家具的立体

性样式作为一种工艺风格而存在室内陈设之中。既能

产生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又赋予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和

艺术气质。或以多种组合的竹制家具，或以少胜多，

或以小成大，从数量之多转换到体量上之大，见图 1，

也会使室内空间生发一定的气场和秩序感。 

2.2  竹制家具造型上的创新设计运用 

“塑造物体的形象，也指被塑造出来的形象”是

现代词典中对“造型”一词的解释。造型也是指一种

现代的创作过程，是对某一事物、物象的再次塑形过

程；或是直接所指某一事物、物象所呈现出来的外部

特征[5]。同时，也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观念和精神的

物化表现。 

在川渝传统的竹制家具中，人们使用的绝大多数

竹制器物是以对称、旋转、向心为主的造型。这种造

型特征受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四平八稳的视觉

平衡美学；同时也很好地吻合了竹制家具的内部支撑

特性。由于对竹制家具精神层面的需求改变，需要在

传统的川渝竹制工艺的基础上创新，改变传统的竹制

家具的思维定式。要使竹制家具的形态造型与现代室

内完美契合，首先就需要认真考究现代人的审美需

求，把握好整个室内设计风格和精神塑造，在竹制家

具造型上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突破以给人们带

来独特的视觉享受。从具象到抽象的表现，也是突破

川渝传统家具造型理念的过程，突破并非完全摒弃传

统，放弃对称、旋转、向心、轮口等造型形式；而是

要根据家具整体艺术造型的诉求，进行合理选择。在

表现圆满、温润、凝聚时，轮口、向心就是 好的竹

制造型语言。设计师设计出的表现语言一定是简洁且

富有极强表现力的工艺手法。借鉴现代的室内木质工

艺品或其他金属材质的工艺品也能有效地突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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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造型新颖的竹家具 
Fig.2  Creative bamboo furniture 

 
竹制家具思维定式，借鉴其他现代室内工艺品的造型

特征见图 2，足以使竹制家具在现代传承中发挥出一

定的独创性和新颖性。 

2.3  竹制家具色彩上的创新设计运用 

色相、明度、纯度是色彩的三要素。川渝竹家具

的青、黄、赤、白、黑是传统“五色”。不同的色彩

会带给人产生不同的心理及生理的影响[6]。在现代室

内竹制家具设计中，受业主的主观要求，以及室内整

体风格的限制、以及房间功能和室内主题的影响，对

色彩的要求也会不一样。合理的色彩应用对室内整体

意境的表达是基础中的基础，对室内空间的个性情感

获得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在具体应用时要充分考

虑到地域文化的限制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考虑到

人们对色彩的个体敏感和心理接受以及情绪反应。趋

于潮流色，但又不失地域“本色”。 

川渝传统民间竹制家具，多以粗犷、质朴、自然

形态呈现，就地取材、全手工技艺。颜色上多选用竹

子自然的本色，因制作的需要也对竹材进行烘烤、漂

色等或保留一些特殊竹材上天然生成的斑纹。处于生

长期的竹子多以青绿色为主，成熟期的竹子则表现出

黄色或中黄色。通过人工技术改变后的竹材颜色，赋

予了更多的时代元素，但同时也降低了竹材原始的温

润感，呈现出如玉一样的洁白，亦或更加古朴，在今

天看来这些竹制器物色彩的改变，都应符合现代室内

设计的整体需要，从属于人们视觉心理及触觉心理的

需求，真正保证满足人性化需求后的个性色彩设计理

念。由此看出，无论是原始竹材本身的质朴美，还是

现代工艺作色后的竹家具，都能较好地传承和延续地

域竹制工艺文化。 

2.4  竹制家具结构上的创新设计运用 

结构是支撑器物外部特征的内在形式，是承受重

力和外力的内部构造。内部的结构受竹材物理性能和

现代竹材处理技术的发展制约；外在的结构是体现在

器物外部造型特征的外在形状表现，是竹制器物的外

在造型直观体现[7]。传统的川渝竹制家具结构相对单

一，内部多以竹片来支撑，已不能满足现代竹制家具 

 
 

图 3  竹制沙发组合 
Fig.3  Bamboo sofa set 

 

的发展需要，需要在传统竹制家具的造型基础上对结

构进行突破创新，从而设计出具有独特的竹制家具造

型形态，展现出丰富的现代竹家具艺术效果。 

1）需要将传统竹制家具平面的和立体的相互转

化。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利用立体的手段，将平面

的肌理穿插编织出立体的视觉效果；将立体三维的竹

界面尽可能处理出二维平面的视觉特征。这些无疑都

需要结构上的创新。 

2）在竹制家具内部结构的创新过程中，可以在

内部空间中设置多个结构节点的形式，由其所呈现出

来的多个界面围合组成，在整体效果上表现出一种多

变的、灵活的、自由的非对称式造型样式。 

3）置换竹制家具的内部材料。由于竹杆、竹片

的承重受限，不如金属、石材等受重能力强，根据竹

制家具的结构承重需要，用金属或者其他物理性能更

优的材质来替换其内部的结构支撑。 

4）打散和重组。将竹制家具的头、腰、底等部

分分离，打散内部结构，根据需要重新组合排列其内部

结构，从而得到一个新的造型，并形成新的视觉形态见

图 3。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突破传统思维桎梏的方法。 

2.5  竹制家具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设计运用 

形式是指器物表现出来的 终方式，是综合所有

要素以后 后的呈现[8]。川渝传统的民间竹制家具，

是结合了艺术、工艺和技艺的多种艺术手段展现的。

较为突出的是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结合竹制家具来

展现的，如自贡“龚扇”、荣昌“折扇”、梁平“竹帘”

等，都是将传统书画用于竹制器物之上，增强其装饰

性和艺术性；在突出其功能性的同时展现出来极强的

艺术性。如将这些艺术品植入到竹制家具中，它本身

的这种艺术形式，就是现代家具很好的装饰效果。川

渝传统的这部分工艺品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大批量工

业化生产，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更新来突破这一生产

瓶颈。在现代竹制家具上，以装饰美化环境的形式，

包括竹床以及各类家具界面围板、家具立面等。可以

将川渝传统竹编的篮筐等生活、生产器具的造型借鉴

到现代竹制家具中，如将川渝民间竹编的图案集中到

家具立面上。将川渝传统的竹编图案编织在竹椅的靠

面上，见图 4，同时将竹椅陈设于室内空间中，装饰

现代室内空间环境。 



第 42 卷  第 2 期 王钢：川渝民间竹制家具的创新设计 289 

图 4  竹椅靠面 
Fig.4  Bamboo chair backrest

 

图 5  斗笠装饰功能转换 
Fig.5  Decorative function  
conversion of bamboo hat 

 

图 6  造型理念融汇的茶艺桌 
Fig.6  Tea table integrated with  

modeling and concept 
 

 

3  竹制家具精神层面需求的创新方法 

3.1  将川渝传统竹制工艺品转换成具有审美功能的

竹家具 

功能是器物带给人们在使用方面的实际用途和

功用。这种功用就是帮助人们满足学习生活和生产工

作等诸多功能中的某一项作用，这种功能足以解决人

们物质层面或者精神层面的基本需要和特定需求。这

些器物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以实用功能为主的器物，以装饰审美为主的器

物，认知功能为主的器物[9]。经过仔细研究，川渝传

统竹制家具的产生和发现大多都是从实用功能出发

的。但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都会不断改善、完善其

功能和造型，这种完善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地修正形式

美学的过程，所以很难将竹制家具的美学性和实用性

割裂开来。在古川渝人看来，没有实用功能的，再美

的竹制家具都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例如成都的瓷胎

竹编，其产生也是为了保护脆弱的瓷器而生的；自贡

“龚扇”、荣昌“折扇”、梁平“竹帘”更是从其实用

功能出发创作而成，这种实用主义长期存在于川渝劳

动人民的生活创造之中。 

然而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

使川渝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地发生了改变，大部分

具有实用功能的竹制工艺品也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

们的视线，失去了传统的存在意义。如“龚扇”和“折

扇”，由于电扇、空调的普及，其功能性已完全被替

代，转而以强化其装饰性和审美性为需要的存在。如

将“龚扇”或者“折扇”悬挂于隔断上，突出展现它

的装饰性。甚至把传统的斗笠、竹筛、箩筐等器物悬

挂于竹制隔断家具上，为室内环境赋予一种古朴的怀

旧情结。这原本的、具有极强实用价值的竹制工艺品，

成功地实现其功能性转变，由使用功能向装饰功能做

出了华丽的转身，既是一种延续、也是一种传承。 

在实际的应用设计过程中，使用竹制工艺品的隔

断家具，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传承，也是时代发展具有

地域审美特色的需要。研究川渝地区传统的竹制家具

特点，传承那质朴的民风，在情感上让竹制家具与室

内空间对话，让心灵与室内环境产生共鸣，从而营造

出特有意境和氛围，如那质朴的一抹乡愁亦或是那精

致典雅的温润，如传统实用性极强的斗笠（见图 5）

悬挂于竹制隔断家具上作为装饰。 

3.2  多种造型理念的融汇变通 

理念就是人们的想法与看法，就是人们的思想活

动[10]。在川渝地区，传统的竹制家具的造物理念就是

实用功能这一种理念。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现代

室内装饰中的竹制家具多是艺术性和装饰性为主的

新的竹制产品，除部分传统竹制家具还保留着实用功

能，其他新型竹制家具多以装饰功能为主，亦或是兼

而有之。因此，在设计与制作理念上要颠覆传统概念，

注入新的设计理念，创造出全新的竹制家具形态与功

用。理念上的转变，在竹材的选用上和加工技法上都

需要作出较大的调整与改变，因而在色彩、造型、体

量大小上都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就需要突破传

统，转换观念，创造出个性化的竹制家具装饰人们的

室内空间。如创新室内设计的竹制家具艺术形态，可

由几种传统造型样式融合转换创造出新的造型样式，

使其从家具的物质功能文化向精神文化强化的过程。

如束腰鼓造型与书桌结合见图 6，创作出新的竹制茶

艺桌。 

4  结语 

川渝地区的天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给人们深入发

掘竹制家具自身材质的可塑性、兼容性和可转换性提

供了想象的空间和原创的可能。作为一种与人们朝夕

相处的客观实体，竹制家具无论在自然特质和材质美



290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1 月 

感方面，还是在文化内涵、地域归属和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都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诉求，在某种

意义上也寄托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审美理想。在传承

巴渝文脉和张扬主体精神的过程中，川渝竹制家具的

每一个创意和每道工序都深深地铭刻了地域文化的

印痕和时代变迁的胎记，同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既富有

人性化又极具诗意化的审美体验和创新品质，足以赋

予其鲜活生猛的时代精神和深情隽永的人文情怀。因

此，无论在创新理念上，还是在设计表达上，川渝竹

制家具都可以将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人性化设计需

求和多元审美文化融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中，在日新月

异的家具市场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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