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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竹材作为包装的一种环保材料，蕴含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探究竹元素的设计美，

并提炼出相应的设计理念，为包装设计提供一定的设计方法。方法 竹元素的设计美即为功能美，就是

利用竹材或竹元素的某些特性来合理搭配、改造、创新，从而达到设计产品包装的最终功能。分别对质

美、形美及技术美 3 个部分来论证分析竹元素包装的设计之美。“质美”即为竹材包装的物理、化学等

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形美”即为竹元素包装展现出来的结构美、形态美、形式美，这三者之间相

辅相成；“技术美”即为对其材质、结构、形态的精心加工的工艺美。并分析阐述了竹元素包装设计中

功能美的作用。结论 随着生态绿色理念的纵深发展，设计产品包装时应关注新的高端技术与创新设计，

要以人为设计中心，贯穿“物为人用”的设计原则，同时兼顾生态环保及可再生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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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Beauty and Application of Bamboo Elements in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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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hejiang Tongji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1231, China;  

2.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As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terial for packaging, bamboo contains its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eply explore the design beauty of bamboo elements and extract the corresponding design concepts and 

methods to provide certain design methods for packaging design. The design beauty of bamboo elements is the functional 

beauty, which is to us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or bamboo elements to reasonably match, transform and innovate, 

so as to achieve the final function of designing product packaging.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and analyzes the design 

beauty of bamboo element packaging from three parts: quality beauty, shape beauty and technical beauty. "Quality 

beauty" is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packaging; "Form beauty" refers to the structural beauty, 

morphological beauty and formal beauty displayed by the packaging of bamboo elements,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Technical beauty" is the craft beauty of careful processing of its material, structure and form. The function of functional 

beauty in bamboo element packaging design is analyzed and expounded.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deep ecologi-

cal green concept, when designing product packagi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new high-en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design, focus on human design, run through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hings for human use", an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newable desig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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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竹作为一种便于加工的材料，广泛运

用于生活之中。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包装

逐渐成为包装设计的主题之一。而竹材作为纯天然绿

植，竹材包装自然也得到设计师们的关注与发展。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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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始于仰韶文化，经数千年的民族发展与文化沉

淀，中国的竹文化已经蕴含了独特的魅力，并且有深

远的影响力，它不仅丰富、发展了竹的衍生功能，而

且还能赋予竹材浓郁的自然美、艺术美、功能美，促

使其与社会流行趋势和时代精神相互交融、渗透。迄

今为止，随着科技、工艺的突飞猛进，文化的不断变更、

积淀，人们将竹材及竹元素包装的运用推上了一个全

新的高度，使其既注重实用功能，又兼顾审美功能[1]。 

1  竹元素包装设计美的本质即功能美 

美的本质和根源就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

一[2]。合规律性就是物体自身所体现出来的特性、形

式、规律等，合目的性就是人从主观目的出发，按照

客观规律去实践得到预期效果。设计之美即为设计师

利用实物的某些特性来合理搭配、改造、创新从而达

到设计的最终目的，也就是通过设计来体现产品的功

能美，并吸引用户的关注，激起用户的使用欲望，以

此来完成美的一种转化。 

竹材具有较多的自身特性（中空性、韧性、弹性、

不规则性……），正是由于这些自然特征，造就了竹

材比木材有更高的可塑性，也方便设计师合理利用竹

材质本身的特性，在结构、色彩、造型等方面做出适

当的形式处理，促使产品更加蕴含浓厚的自然韵味和

文化韵味，同时也保留了材质本身的结构美和质感

美。如武夷山竹娘酒——衍公系列，见图 1。该系列

酒直接采用竹材作为包装容器，该案例“合规律性”

的体现就是采用的竹中空有节且拥有良好的密封性

这一特征，“合目的性”则主要表现在选择一定比例

的竹材（见图 2），对其进行初步的切割打磨，去其

毛刺、锋利的边缘和竹节，如此加工、存储，既保持

了酒的原始醇香，同时也渗透着清淡的竹子清香，让

饮酒者回味无穷。配合在竹子上雕刻的祝福字及纹样

图案[3]，让酒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历史底蕴，从情

感路线悄然感动消费者，从而使之潜移默化地产生消

费行为。这就很好地融合酒原始醇香、竹子清香和动

情的文案，让商品与包装巧妙地融合一体，完美地契

合了竹材包装的功能美这一特征。 
 

 
 

图 1  衍公竹酒图 
Fig.1 Yangong bamboo wine Fig. 

 
 

图 2  竹酒造型比例 
Fig.2 Modeling scale of bamboo wine 

 

竹材作为包装的一种载体，其设计的最终目的就

是让消费者使用竹材包装的产品，并使其在使用过程

中得到愉悦的满足感，从而体现出该产品带给消费者

的实用功能即功能美。此过程中消费者所产生愉悦感

的心理变化是从善转为美的形式体现，即产品包装

“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实际上，消费

者并不一定认为具有实用功能的竹材包装就是美的，

其合目的性应注重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的相互和谐

统一。既要体现实用功能的最大价值，又要在设计理

念上寻求精神上的愉悦意境。 

2  竹元素包装中的设计美 

人类社会在经历漫长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从简单

地利用自然界的物体，到逐步有意识、有目的地去改

造物体，这种“造物”的过程，也是一种“造美”的

过程[4]。竹作为自然界的原始物体，有其自身的规律、

特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先民们根据竹的特性及自身

的需求，不断地改造、创新出各式各样的产品，如竹

篮、竹椅、竹扇等。而竹材包装则是人们为了满足自

身需求逐渐产生的，它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也就是

竹材包装的功能，此过程也是功能美的转化。法国某位

美学家曾提出：功能美就是实用功能和美的结合。诸葛

铠老前辈也曾指出：功能美是有用性在一定条件下转

化而成的，这里的“有用性”就是实用功能，“一定

条件”也就是指改变、创新物体的加工工艺即技术[5]。

竹材质包装的功能美则体现在其质美、形美、技术美，

这三者的相互统一与相互融合，使竹材包装更具活力

和生命力。 

2.1  竹元素包装的质美 

“质”包括材质的肌理、色彩、物理与化学性能、

文化规律等。设计之首，在于选材。也就是根据“合

目的性”来选择恰当的“合规律性”的材质，方能有

效地体现、烘托、融合出所包装产品的实用功能，即

功能美的最终体现。 

竹，色翠而青，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质地坚韧，

易于加工成形、成品。这就是竹材自然美的一种体现。

上文所提及的竹筒酒，就是直接采用竹材本身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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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香的质地特征，再结合酒的醇厚香气，使所包装的

产品本身韵味拔高一筹，再加上所刻纹案蕴含着深厚

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审美价值，直接为该产品的包装设

计提供了自然、亲和的设计语言。 

竹，自然且茎直，有柔与韧性，竹节有韵律地分

布在竹竿之中，富有自然的艺术韵律美和节奏感。同

时，竹节具有节节升高、意志坚定等精神文化内涵。

在进行不同产品包装设计中，竹节肌理可体现淳朴与

自然的感觉，如竹筒饭、竹筒酒等。竹叶同竹节一样

易降解，具有温暖与亲切的特性，其表面肌理给人朴

素与清新之感。 

选材之初，设计师需要对其本身特性有足够的了

解。竹材的“质美”既要表现自然肌理美，又要考虑

到它所体现的物理、化学等规律，以及人们地域、文

化、情感等审美因素[6]。如食盒篮（见图 3），古人用

其盛放食物，需质坚而稳。利用竹受热易加工变形固

定这一特征，将 3 根定长且两窄一宽的竹片，经火烤

受热后弯曲固定成流线型“M”状曲线，处理后的提

手不仅牢固性增加，而且美观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中间提手处采用柔软的竹藤依次绕圈缠绕，既固

定了 3 根竹片，也使把手提握的舒适度得到提高。提

手的两端均彼此分开，呈“爪”字形，采用三角形稳

定原理分别与底层篮筐固定。该提手在外观保持原有

的竹材质的固有肌理，又采用“审曲面势”，在满足

其精巧实用功能的同时，给人以典雅庄重的格调之

感，见图 4。 
 

 
 

图 3  食盒篮 
Fig.3 Food box basket 

 

 
 

图 4  食盒篮造型分析 
Fig.4 Modeling analysis of Food box basket 

 
 

图 5  食盒篮比例 
Fig.5 Scale of food box basket 

 

 
 

图 6  食盒篮编制技法 
Fig.6 Weaving technique of food box basket 

 

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竹材的“质美”会对人的

嗅觉、视觉、触觉等产生刺激，尤其使人的心理产生

不同的反应，可平静情绪、释放压力，且身心得以放

松。此时的心理反应是舒适的，促使人产生美的感受

功效。然而，竹材包装的产品比例、人工肌理（即竹

雕刻图案，竹编花式纹样、竹板材图案等）也可影响

其材质美，见图 5—6。合理的比例设计使食盒篮在

视觉上显得稳重，顶盖和把手弧度的设计也增加了使

用者的亲和力。三层食品置放层采用斜纹“回”字形

编织法，兼承着一种民族文化的体现与传递，而顶盖

则采用经纬一挑一编法，即使其拥有一定的透气性

能，也使该食盒篮在视觉上富于变化。此编织的肌理

特性可给包装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之处，以便

符合人的需求[7]。 

2.2  竹元素包装的形美 

“形”包括形状、结构、形态以及包装所采用的

文字、绘画等。它不仅包含选材本身的形状、结构，

还囊括产品包装后的形态、结构，即通过某种加工工

艺后所产生的包装形态[8]。形美就是指结构美、形态

美、形式美。结构奠定了形态的基础，一定程度上也

决定了相应的形态，反之，形态是结构的外延，形态

也支撑着结构的多样化，它们相辅相成，满足了实用

功能的目的。 

结构美，是指设计的产品所呈现出来的结构满足

设计之初的产品功能美。竹材包装的结构直接影响包

装的功能与审美 [9]。包装功能的实现不仅需要竹材

料，更要依赖相应结构来支撑，有时还需要其他材料

来配合完成。两种或者多种材料之间的相互拼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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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通过一定的结构来达到设计时所需要的预期实用

功能，可拓展产品的领域。既有能人巧匠的匠心独运

的心境，又有一种天然般的鬼斧神工。如前文所述的

食盒篮，主体采用层叠式、套装式的结构，完成隔层

之间的相互拼装，不仅能保证每层之间相互稳定，也

使食盒篮内部空间更加的严密。食盒篮的提手两端采

用“爪”状三角形结构与底层连接和中部的流线型

“M”结构，进一步增强了使用过程中主体的稳定性，

这一系列的结构设计完美地契合了“结构影响的功能

与审美”。斗榫茶盒是用来盛放茶叶包的，茶盒采用

成型的竹板制作，其 6 个面的拼装全部采用传统工艺

“榫卯结构”。每块板材开槽后，以底面为基础，分

边将周围四面的板材按卡孔对接拼装，最后将盖子利

用卡扣原理，对准位置推进盒体，整体拼装严丝合缝，

浑然一体，结构牢固紧密，简约美观，经久耐用。该

茶盒包装将传统的工艺运用得自然和谐，所体现出来

的结构美是不言而喻的，配以阴刻“茶”字，彰显出

外形的简洁大方，古朴自然，见图 7[10]。 
 

 
 

图 7  斗榫茶盒 
Fig.7 Bucket tenon tea box 

 

形态美是结构美的外延，其作为一种审美功能，

在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审美功能所体现出来

的产品形态也是以满足产品实用功能为目的。为了满

足生理、情感需要，并且通过设计某种相应形态产品

来实现这一目的，比如口渴了想喝水，人们就设计创

造出能装水的简单器具（碗、杯子等），后来为了提

高喝水时的体验感，便设计出各式各样、各种场合下

使用的碗、杯子……从陶具到瓷具，再加入各式花纹、

图案。从简单过渡到复杂的结构，随着制作工艺、设

计要求的提高，产品的形态也跟着多样化、细分化。

包装的设计同样离不开这样的发展规律，起初也只是

为了解决产品搬运、盛放等功能性的问题，后来逐步

发展为推广、美化、升华其包装产品的衍生功能，成

为了产品销售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阐释了所包装产

品本身所表现不出的意境，升华了消费者和产品之间

的精神文化共鸣[11]。某品牌的“玉研竹萃”系列护肤

品的瓶体包装设计是从竹中萃取的精华而做成的护

肤品，故其包装设计自然地从“竹元素”入手，见如

图 8。竹萃精华水的瓶体采用仿生设计，以“一节竹”

作为造型基础，为了突出女性的“柔和”之美，以流

畅的线条勾勒出竹的基础造型，配以“一叶”作为点

睛之笔，完美地描绘出了女性形态柔美之感，简练明

了。其瓶体多处采用“竹节”这一造型元素，整体采

用凹凸的“竹形状”设计，使消费者在使用产品时不

易脱落，也体现出了竹林的韵律之美，瓶口处一圈金

色的装饰“竹环”作为点睛之笔，展示了《玉研竹萃》

可信赖的品牌特质，同时给消费者带来直观的视觉冲

击。该设计虽然采用原材竹子做包装，但其所体现出

来的设计文化彰显着“竹”的风采和意境，阐释着其

产品的独特韵味。 
 

 
 

图 8  “玉研竹萃”护肤品 
Fig.8 "Yuyanzhucui" skin care products 

 

形态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结构来辅助、支撑。同理，

包装的形态就是包装结构的一种外延，是满足相应实

用功能下表现出来的包装外形特征。不同的实用功能

决定了千姿百态的包装形态和文化内涵，也带给消费

者不同的审美感受[12]。某品牌的香水瓶造型形态就打

破了众多香水的一贯设计，它采用竹的一节弯曲形态

作为造型形态基础，在瓶盖和瓶身的衔接处也同样设

计出竹结形态，形象地演绎出风中劲竹的造型基础，

见图 9。总体形态摒弃“竹直”这一特征，而采用曲

线造型，优美且富于变化，再配合颜色深浅的流动水

墨风格和竹子抽象浮雕的刻画，生动地展现出了风中

劲竹的文化内涵，让消费者无形之中产生精神文化上

的共鸣。此设计很好地抓住竹的形美这一特征，传递

出该香水的淡雅、清香，满足了消费者的情感需求。 
 

 
 

图 9  香水包装 
Fig.9 Perfume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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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材包装中的文字、图案、传统纹饰等传达出包

装产品的特性，它作为一种形式符号，蕴含着各民族

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加形象地表达出所包装产品

的精神层次的意境，这就是包装的文化功能体现[13]。

通过书法艺术、吉祥图案、传统绘画等表现手法，诠

释包装产品的文化内涵（如图 1 竹筒酒），在表现手

法上可以借鉴艺术书法、水墨绘画的造型准则与规

律，将其留白、虚实、错落疏密的韵律充分运用于竹

材包装上，增强产品的文化韵味，传递给消费者有关

于产品的精神文化信息。 

设计师也可以将竹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进行

直观的信息输出，见图 10。该产品是一款竹汁饮料

罐装设计，设计师直接采用一节竹的外形作为罐身，

再配合外面的印刷图案，让它看起来就像一根实际竹

子的一部分，如果将其堆叠在一起，会更加形象地展

现出竹汁饮料的功能部分。它们有序的摆放于货架上

就会脱颖而出，将会第一时间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该设计很好地采用了其品牌标志的设计符号，关联了

自身包装产品的品类。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很好地运

用了节奏韵律美，提高产品与竹文化的识别度，增强

了视觉审美[14]。 
 

 
 

图 10  竹汁饮料瓶包装 
Fig.10 Packaging of bamboo juice bottle 

 

2.3  竹元素包装的技术美 

材料、结构、工艺是设计核心三大永恒的主题。

这里的工艺是指设计师在处理材料和结构时所采用

的处理技术，所以工艺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技术

美，它是连接材质（如肌理、色彩与结构、形态选择）

的桥梁，从而实现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统一。它们

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彼此不可分开进行探讨，也

不可能产生脱离物体的材质、结构和形态而独立存在

的技术。竹材包装的美感不仅源于材料的材质形态的

合理选择，还源于对其材质、结构形态的精心加工的

工艺美即技术美。竹材加工工艺通常有竹编、竹板材、

竹纤维、竹雕等[15]。 

竹编工艺是自古以来使用最为广泛的编织工艺，

见图 3。食品篮的制作就是采用竹编工艺，利用竹子

柔韧性强的这一特征，对竹丝篾片采用穿、插、绕、

弹等多种技巧，围绕产品的内胎进行细致精密的十字

形编织，经纬疏密十分得当。此工艺也常被用于产

品设计之中，竹材经加工技术处理后所产生的肌理

效果，结合其他材质的特征，取长补短，造就出的

产品及包装，别有一番风味，这就是技术带给产品

的特有形态美。 

3  竹元素包装设计中功能美的作用 

竹材包装设计的目的就是通过一定的工艺技术

处理，让目标产品利于保存、运输、销售等。在包装

产品设计之初，要充分理解与运用竹材质包装的功能

性要素，考虑消费者的文化背景因素，充分地将产品

的审美功能融入包装设计之中[16]。故竹材包装的功能

美就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竹材包装不仅要

满足包装基本功能，还要在包装设计中体现出人、物

与环境的和谐之美。 

1）功能美可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和刺激商品

流通。在需求多样化的当下，随着工艺技术的蓬勃发

展，竹材包装不但能够满足不同人的审美需求，创造

设计风格迥异，也能传递出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价值，

使之成为新的一种营销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功能设

计，可以达到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2）功能美通过竹材质包装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

一种生活方式，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功能美受社

会生产力的影响，但其对社会生产力又具有反作用，

这是由于功能美的社会性所决定的。由单一功能需求

的竹材包装设计方式，向多元化、复杂化功能需求转

变，既引领科学与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开拓创新设计

思维。 

3）功能美能使竹材包装和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和

谐，体现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在进行竹材包装设计

时，考虑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巧妙灵活的运用、细

节处理的精湛，充分展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内

心世界深层的审美，促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

的关系更加和谐。 

4  竹元素包装中功能美的价值与启示 

4.1  竹元素包装中功能美的精神价值 

使用者通过感觉器官如触觉、视觉等来对竹材包

装产品感知，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觉，竹材包装的目的

不仅需要满足使用者的物质需求，还要对其提供一定

的精神追求。而竹材包装更倾向以产品的实用功能为

主的设计理念，其需要高度关注人与产品的精神功能

境界的感知。同时，将艺术性的传统竹材包装与现代

审美需求相结合，强调产品功能美与美的融合，大胆

使用新工艺，使其更容易被消费者识别，从而刺激消

费欲望，积极探索新的表现技法，尽可能使用设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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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进行精神上的实质性渗透。 

4.2  竹元素包装中功能美的生态价值 

竹材材料利用率高，生长周期比较短，其成本低，

使用此种环保材料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在合理利用

竹材资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包装设计中的生态设计

要求，争取使竹资源可持续利用，且效益最大化和，

最大程度地节约材料成本，符合“制天有为，顺天无

为”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最终体现“器以载道”的

造物思想[17]。  

4.3  竹元素包装的功能美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通过探究竹材质包装的功能美，得出其对现代设

计的启示包括 4 个方面：其一是材料方面，设计包装

时必须考虑竹材的生态理念性与环保性，低能耗、可

再生，以及其材料工艺技术的发展，切忌人为主观地

超越时代。其二是构造方面，设计包装时适当关注主

次功能美观模块化的设计，使产品利于销售和可循环

使用。其三是使用方面，设计包装时应主要以人为设

计中心，并考虑与人机工程学相结合的操作设计。其

四是技术方面，设计包装时应关注新高端技术的应用

与开发创新包装设计的新功能，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设计。 

5  结语 

随着生态绿色理念的纵深发展，以产品为依托来

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功能美可引导人们更好地

改变生活方式，它将功能与美完美融合，赋予美以功

能的同时又将功能达到美化，体现设计创作领域的原

动力，为生活增添情趣。为了让传统的竹材可持续发

展，就要合理地处理好材料、造型、文化和功能美之

间相互融合的关系。同时，更需拓宽包装设计的可持

续性发展道路，研发新技术、新材料，让人们的生活

方式更加美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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