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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绳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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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绿色家具视角和纸绳家具设计实例出发，探究纸绳家具的设计原则和方法，旨在为实际

应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方法 通过对纸绳材料优势的深入分析，结合实例和现阶段绿色家具的设计要

求，分析“6R”“以人为本”设计原则在纸绳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并指导设计实践。结论 “6R”和“以

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对纸绳家具设计具有指导作用，所设计的纸绳家具不仅能够避免复合纸板家具不耐

水、不耐久等不足，也赋予纸家具产品温馨的人文主义气息，达到功能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与此同

时，在充分了解材料属性的基础上，赋予纸绳家具可回收、再循环和再利用的环保属性，拟满足当代消

费者对产品实用性和环保性的双重要求，这对纸材料在家具设计中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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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aper Rope in Furniture Design 

LI Guang-jun, SUN De-lin, ZOU Wei-hu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furniture and paper rope furniture design exampl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aper rope furniture, aiming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of paper rope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examples and the current design 

requirements of green furniture, the application of “6R” and “people-oriented” design principles in the paper rope furni-

ture design is analyzed, and the design practice is guid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6R” and “peo-

ple-oriented” has guiding effect to the paper rope furniture design, and the designed paper rope furniture can not only 

avoid the shortage of composite paperboard furniture, such as water resistance and indurability, but also endow paper fur-

niture products with warm humanistic atmosphere, achieving the perfect unity of functionality and artistry.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the paper rope furniture can be recovered, recycled and 

reus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perties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consumers on the product practicality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dual requirements, which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aper materi-

als in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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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国家环保要求的

提高、环保技术的开发和新材料的出现，“绿色”设

计理念逐步出现在了当代家具产品中。2017 年我国

颁布了 GB/T 35607-2017《绿色产品评价家具》标准，

制定了关于绿色家具的具体指标[1]，在生产、使用和

处置过程中对与绿色相关资源、环境、产品品质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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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出了要求，并且在 2019 年 ICMETE 会议上更进

一步详细阐明了“绿色家具”与“绿色设计”理念，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2-3]。

自 1949 年，丹麦四巨匠 Hans Wegner（汉斯·瓦格纳）

的“Y 椅”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后，纸绳以其环保、

易加工的优点被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应用于家具设计

与生产当中。本文基于“6R”和“以人为本”设计原

则，从研究、保护、减量化、回收、再循环和再利用

6 个方面出发，将纸绳应用于家具设计之中，对绿色

家具的推广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纸绳与家具 

1.1  纸绳的种类与制作工艺 

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绳材料也越来越多样化。目前

市场上常见有单股纸绳、多股纸绳、防水纸绳、并排绳、

拉菲草纸绳和纸绳笪等，依照其特性将其应用于家居包

装和其他工业设计。常用纸绳的分类和性能见表 1。 

 
表 1  常用纸绳的分类和性能 

Tab.1 Commonly used paper rope class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序号 名称 材质状态 制作工艺 

1 单股纸绳 

 

利用纸绳机将一股纸绳沿着同一个方向扭转而制

备而成的纸绳。其内外材质相同，规格、尺寸可

根据使用的要求进行定制，因此使用范围也较广，

常用于表面编织和装饰。 

2 多股纸绳 

 

利用纸绳机将多股纸绳扭制而成，形似麻花，且

极具立体感，比单股纸绳更加牢固，常用于大幅

面经纬编织，整体效果非常工整、精美。此外还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配色。 

3 防水纸绳 

 

绳表面经防水处理，包芯为普通不防水绳材[4]。

因其耐水的特性常用于家具制造当中，防水三股

纸绳是著名的 Y 椅编织用料。 

4 并排绳 

 

需要多少股便用几根单股纸藤并排粘合，并排绳

具有韧性较强、密度大等优点。一般用于较大幅

面的产品设计中。 

5 拉菲草纸绳 

 

拉菲草纸绳由原产于非洲的拉菲草制成，属于进

口材料，价格较高。具有很强的韧性和优良的耐

水性，表面光滑且手感柔软，形如丝带，有多种

颜色可供选择。宽度为 0.3~1 mm，广泛应用于各

类工艺品上。 

6 纸绳笪 

 

纸藤笪是指厚度在 2 mm 以上，宽度为 1.2 m 经编

织而成的纸绳席，弹性强且安全无毒，常用于窗

帘，餐桌椅等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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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纸材料的不足和纸绳的优势 

纸张由纤维素组成，其表面有大量亲水性的羟

基，因此它的表面不能长时间地留有液体，一旦液体

渗入到纸板中，它们就会变形、破损，强度严重下降[5-6]，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纸张老化也会削弱纸材料的性

能，这两大致命缺陷也是目前复合纸板家具没能取得

国内市场认同的根本原因，即它们无法满足消费者对

家具产品坚实耐用的要求。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通

过改性的纸绳完全可以克服上述不足，且成本比竹藤

低廉，环保性远胜于塑料藤。同时纸绳作为一种亲肤

材料，经编织后可以很好地贴合人体曲线，在减轻了

家具本身重量的同时，还使其显示出轻盈灵动的趣味

和清新淡雅的风尚。中国椅见图 1，Hans Wegner（汉

斯·瓦格纳）设计的 The Round Chair 是纸绳家具 为

成功的典范，设计师从明式圈椅当中提炼元素，只保

留了明式圈椅 基本的结构，去除了一切雕刻装饰，

简洁、流畅的结构突出了其功能特征与结构特点[7]，

利用丹麦当地生产的天然纸绳作为编织椅面的材料，

整体显得明快灵动。其材料易得价格低廉也折射出大

师融入作品中的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赋予了家具

“以人为本”的人文气息，整体给人以亲切舒适的感

觉，富有浓郁的人情味，流露出一种温馨的气息[8]，

达到了力学性、环保性、经济性、耐久性和舒适性的

完美统一。 

 
 

图 1  中国椅 
Fig.1  Round Chair 

 

2  纸绳家具的特征 

2.1  精美的编织技艺 

纸绳家具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美的编织技艺，

不仅可以揉入现代化元素，也可以融入传统纹样。根

据预设计的纹样使用压挑的手法进行编织，通过调节

纸绳的粗细、疏密程度和编排方式，将不同的图案纹

样呈现给使用者。同时也可以用近色、对比色、同色

渐变等规矩表现出丰富的图案形状，还可以根据掌握

的编织技法运用抽象或具象的造型方式来变换图案[9]。

常用纸绳的编织图案与技法见表 2。 

 
表 2  常用纸绳的编织图案与技法 

Tab.2  Commonly used paper rope weaving patterns and techniques 

编织手法示意图 编织方法 

 

1. 一挑一编法 

以经纬线为基础，将纸绳一上一下交替编

织而成。其特点是纹理工整，简单易制作。 

 

2. 斜纹编织法 

将纸绳每隔一条经线进行两上两下交替

编织即可得到这种纹样，因其酷似“人”字，

故又叫做人字编织法。 

 

3. 四方形起底编法 

以中点为轴心，通过压三挑三的方式将纸

绳做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的对称循环编织。 

         

4. 圆口编织法 

4 条纸绳为一组，按照螺旋状均匀重叠整

理成圆形，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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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编织手法示意图 编织方法 

         

5. 六角孔编织法 

以 3 条纸绳起头，依次交错编织而成，这

种编织方法可以形成均匀的六角孔，极具空间

感。 

       

6. 菊底编 

先将 8 条纸绳按照放射状排列，另用一根

纸绳绕圆心编织，从第二圈开始向外侧做压一

挑一的绕编。 

 

2.2  简洁轻盈的结构设计 

纸绳家具的结构简洁轻盈，其支撑部分精巧牢

固，多使用榫卯连接，并且通过纸绳的编织缠绕来制

作承重部分，打破了传统家具的设计思路。竖琴式纸

绳椅见图 2，其以 7 个实木零件构成外骨骼，用一整

条蓝色纸绳通过木框架上的孔洞穿插缠绕制成承重

部分，极具层次感，颇有古代欧洲竖琴的意象，奇幻

轻盈的结构令使用者倍感愉悦，虽然摒弃了传统家具

的结构设计样式，但并没有破坏椅子的实用价值，更

为纸绳家具的结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2.3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环保 

绿色家具不仅要求在使用过程中绿色环保，其产

品的全生命周期也要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而纸绳家

具在全生命周期中也都符合绿色家具的标准，纸绳家

具环保的生命周期见图 3。首先其造型结构简洁，木

材消耗量少，具备轻质化的特征，可降低运输成本。

其次纸绳自然淡雅、极具亲和力的色泽和触感可以与 

 

 
 

图 2  竖琴式纸绳椅 
Fig.2  Harp paper rope chair 

 
 

图 3  纸绳家具环保的生命周期 
Fig.3  Life cycle of paper rope furniture 

 
廉价裸色的实木完美融合，浑然一体，不显突兀，这

使得纸绳家具一般不施加油漆，在生产过程中避免了

设计生产人员与可挥发性有机物的接触，同时在使用

过程中也维护了消费者的健康。 后废旧的纸绳家具

可以回收再利用，用于再生纸的生产，使资源得到了

充分的利用。总而言之，从原料的采伐、设计生产、运

输、室内使用和回收再利用这 5 个方面，纸绳家具皆显

示出价廉物美、低碳环保以及可循环利用的优异特性。 

2.4  温馨的人文主义情调 

绿色家具的内在精神要求使得一件产品必须具

备人文主义情调，将设计和生产人员的人文情怀融入

家具生产中去不仅会令消费者产生油然而生的亲切

感和精神上的放松，更能贴近自然，有效地避免工业

生产所带来的生硬气息。纸绳手工编织工艺的引入无

疑会为家具产品带来一些温馨的人文主义元素，为家

居生活增添些许温情。当人们在座椅上休息时，极具

弹性的纸绳编织座面柔软舒适，令使用者立马联想到

传统手工业者制造椅子时所付出的勤劳，用以慰藉疲

惫的身心。除此之外，纸绳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的氧

化，显出厚重的年代感，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历史积淀

感。总而言之，富有人文主义的纸绳家具不仅流露出

对人的个性关怀，同时也传承了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
[10]。Malab 编织凳见图 4，国内 先进的木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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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Malab 编织凳 
Fig.4  Malab weaving stools 

 
“Malab 木艺实验室”的主打编织凳，其常使用 2 种

不同颜色的纸绳进行编织，将中国传统图案自然流畅

地呈现出来，让平凡的凳子透露出不平凡的质感，用

自然主义的文化气息调和了“国际式”中的刻板与单

调的冷漠[11]，为家居生活带来了人文主义思潮和韵味。 

3  纸绳在家具中的应用原则与方法 

3.1  应用原则 

3.1.1  6R 设计原则 

纸绳应用于家具中时应当遵循 6R 设计原则，即

研究、保护、减量化、回收、再循环和再利用[12]。在

设计阶段充分研究新产品全生命周期对自然环境和

人的影响， 大限度地保护环境，避免污染，减少原

材料和资源的使用，在结构设计上力求做到简洁，不

繁复，在结构安全稳固的前提下去除一切不必要的附

加结构，降低加工难度，降低运输成本，追求减量化

的设计。纸绳家具的框架部分尽量避免使用塑料制品

和油漆，忠实于天然木材的本色，只有做到这两点，

才能便于再循环和再利用，将纸绳家具打造成一件真

正的绿色家具。 

3.1.2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任何产品都要秉持着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纸绳

家具也不例外。遵循人体工程学和艺术的和谐统一，

将安全舒适作为整个设计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因素[13]。

把握设计中的主要矛盾，简化出抽象的造型，紧随时

代发展，不断包容吸收新型环保材料和世界各国的优

秀文化，并合理运用它们，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纸绳家

具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并获得广阔的市场。 

3.2  应用方法 

针对纸绳材料的特点，家具的设计中常用打结、

经纬编织与缠绕 3 种方法。这些方法各具特色，不但

可以单独使用，还可以综合使用，呈现出不同的视觉

效果。 

3.2.1  打结 

将选好的纸绳一端进行固定排列，再对其进行排

列重组，运用不同的打结手法固定出不同造型的绳

结，再将绳结按照制作者的想法排列组成新的绳编图

案[14]。此方法具有排列方式多种多样、图案丰富多变

的优势，但是因其对纸绳材料长度有所限制，无法应

用于大幅面产品，故只能局限于墙饰、地毯等室内陈

设和装饰当中。 

3.2.2  经纬编织 

将一定数目的纸绳有序排列固定作为经线，并通

过纬线对其进行挑压编织而成。在编织的过程中可以

通过改变挑压方式产生丰富的图案。在实际生产中经

线不仅可以平行排列，通经织纬，也可以按照放射线

状排列，再沿着固定好的经线穿插缠绕，使线与线之

间产生叠压关系，从而形成整面。按照编织而成的平

面外观样式，又可细分为人字型编法、梯形编法、挑

一压一编法、斜纹编法、长方形编法、四方形底起编

法、六角孔编法和圆口编法等多种手法[15]，并可通过

使用不同颜色的纸绳和调节纸绳间隙的大小，给予编

织面极强的空间层次感。 

3.2.3  缠绕 

通过有序或无序的缠绕，将纸绳附着到家具主体

框架上的一种方法，绷紧的纸绳极具弹性和张力，为

设计师的创新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当

代缠绕式坐具的设计，很多作品单独看外框架也许并

不像一把椅子，但是经过纸绳的穿插缠绕之后，一件

件玄幻美观的坐具便呈现在世人眼前。此外这种方法

也为 DIY 爱好者提供了自己设计家具的可能性，通

过不同的穿插缠绕方法和纸绳色彩地更迭，获得多样

化的家具审美体验，为家居生活增添了趣味性。 

4  纸绳在家具中的设计实践 

按照纸绳家具设计的“6R”和“以人为本”设计

原则，笔者对纸绳椅进行了设计实践。从产品定位出

发，综合考虑了结构安全性、成本、产品与环境、回

收、再循环和再利用等方面，力求将设计的纸绳椅打

造成一件名副其实的绿色家具。 

4.1  设计策略 

将椅子的使用环境定位于家庭。家庭使用追求宁

静祥和的氛围，因此椅子整体以北欧风格设计为主，

这种极简的设计风格在确保结构安全性的前提下也

能很好地把握“减量化”的设计宗旨。在成本控制方

面，选用简单易得且可再生的材料来控制生产成本，

通过综合分析，建材市场常见的杉木方材刚好满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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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设计实践流程 
Fig.5  Design practice flow chart 

 
要。为了便于回收、重复使用和再利用， 终选用中

国传统的榫卯连接方式制作框架。 

4.2  制作过程 

在明确好设计策略之后，按照 CAD 设计即可进

行样品制作，设计实践流程见图 5。首先将购买的长

宽都为 4 cm 的杉木方材按照设计要求开榫卯，接着

进行手工打磨并将突出的榫头切除，然后磨圆棱角，

避免使用过程中对人体的磕碰，组装完毕后使用直径

4 mm 的防水纸绳对椅面进行压挑编织。 

4.3  使用性 

柔软的纸绳编织座面使得这件纸绳椅具备良好

的舒适性，经过榫卯连接的速生杉木骨架安全可靠。

其次在设计之初，笔者考虑到了零部件的损坏和再利

用问题，故以榫卯连接方式为整件椅子的所有零部赋

予了拆分能力，一旦有损坏，可以立刻更换受损部件，

简单灵活，降低了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废弃率。 

4.4  回收再利用 

整件纸绳椅仅由实木和纸绳构成，保持了其纯天

然的属性，也为回收和循环使用带来了便利。例如可

将废弃的木材和纸绳集中处理交付造纸厂进行再生

纸张的生产。废弃的纸绳还可以进行一些手工艺品的

制作，例如纸绳篮、纸绳笔筒等，除此之外，还可以

应用于时下兴起的宠物玩具领域，例如猫爬柱的制

作，就可以使用废弃纸绳来完成。总而言之，木材和

纸绳回收处理方式不胜枚举，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会

有越来越多的回收利用方式相继出现。 

5  结语 

将纸材料以纸绳为载体，在“6R”和“以人为本”

的设计原则指导下应用到家具设计生产中，不仅能够

很好地避免纯纸质家具耐久性差、防水性弱等缺陷，

同时也可对绿色家具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通过纸

绳编织和缠绕的方式形成家具的线与面，使得纸绳家

具坚实精雅，满足了当代消费者对实用性和环保性的

双重追求。在现今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蓬

勃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纸绳家具作为一种结构简

单、经济适用、安全舒适且富有人文情怀的绿色家具

将得到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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