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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传统竹编在当代灯具设计中的活化传承探索有效的途径和思维方法。方法 分析传统竹编

日渐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为其新生之路提供借鉴。在发掘传统竹编的材性、材质以及工艺美学等潜能

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从工艺革新和产品创新 2 个角度着手探寻传统竹编的脱困途径，分析竹编材质

特性与灯具产品功能特征的协调性。从设计方法与生产工艺、传统基因与时尚潮流、多元材质结合 3 个

角度，探索竹编在当代灯具设计中的设计思路。结论 传统竹编的新生必须在产品类型、生产工艺、设

计思路等方面与时代发展的脉络相结合。灯具是竹编实现新生的理想载体，竹编的材质优势、工艺美学

以及文化渊源是当代竹编灯具设计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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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ife of Bamboo Weaving in Contemporary Lamp Design 

WANG Xi-bin 
(Zhaoqing University, Guangdong ZhaoQing 52606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effective ways and thinking methods for the acti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

tional bamboo weaving in contemporary lamp design. It also analyzes the basic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bamboo weaving,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ts new life.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material 

quality and craft 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bamboo weaving, this paper pursues the ways to extricate traditional bamboo 

wea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aft innova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nd analyze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ma-

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bamboo weaving and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amps. From three aspects of design method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traditional gene and fashion tren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materials,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design idea of bamboo weaving in contemporary lamp design. The new life of traditional bamboo weaving must 

be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 the aspects of product types, production craft and design ideas. Lamps 

are the ideal carriers for bamboo weaving to realize its new life, and the material advantages, craft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origin of bamboo weaving are the important breakthroughs in the design of contemporary bamboo weaving l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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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竹子资源 为丰富的国家，全世界现

有竹子共 1 225 种，其中 500 种出自中国。考古资料

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我国古人就开始使用竹

子制造竹器[1]。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竹子早就以多种

形态走进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其中竹编是 精巧、

富变换的表现形式，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人们的喜 

爱，曾经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传统竹编发展困境分析 

2008 年 6 月 7 日，竹编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2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表明传统竹编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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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的认可与重视。但遗憾的是，人们周围的竹

编制品越来越少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本来在身

边随处可见的竹编产品变得踪迹难寻呢？ 

1.1  后继乏人的传统竹编工艺 

传统竹编曾经在我国城乡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如今熟练掌握竹编技艺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他们

一般年龄都较大，从业人员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困局[2]。

传统竹编制作有着较为复杂的工艺流程，涉及选竹、

砍竹、剔丫、去节、刮青、削平、分块、分层、破篾、

三防处理、染色、分丝、编织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

都有讲究和窍门，易学难精。传统竹编是纯手工制作

的，生产耗时耗力，导致传统竹编制品失去了市场竞

争力，生产变得无利可图。年轻人宁可选择在外打

工，也不愿意去学这门手艺，直接导致了传统竹编后

继乏人。 

研究竹编在新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创新竹编产

品，提升竹编的经济价值，已经是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 

1.2  脱离时代的传统竹编产品 

传统竹编是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大部分产品均

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服务，如簸箕、箩筐等，

见图 1。然而，随着传统农耕社会逐渐远去，大量以

此为基础的竹编产品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逐渐淡出了

人们的视野。很多传统竹编产品已经是博物馆里的藏

品，如果没有文字说明，很多人甚至连它们的名称都

说不上来，对它们的功能和用途就更不清楚了。四川

省青神县是全国著名的传统竹编之乡，竹编产品誉满

天下，曾经大量出口，但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竹编产品的创新和发展却比较缓慢[3]。编满碗口的杯

子、粗编的熊猫花瓶、有简单图案的茶具曾经是青神

竹编的代表性产品，但如今这样的产品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图 1  竹制农具 
Fig.1 Bamboo farm tools 

 
由此可见，脱离社会发展的脉搏，不能根据当代

的社会生活形态进行积极调整，并设计生产出符合社

会需求的新型产品，是传统竹编衰落的一大原因。 

1.3  塑料制品的市场冲击 

随着新材料的兴起，给传统竹编带来了巨大的市

场冲击，其中 具代表性的材料是塑料。 

塑料结合“碰穿”等工艺手法，可以生产出具有

镂空特点的塑料制品，也可以使用塑料胶条进行简单

的编织，生产出与竹编效果接近的产品。尚且停留在

手工业生产状态的传统竹编在廉价的塑料制品面前

根本就没有市场竞争力，传统竹编制品市场日渐被塑

料制品所占领。即便在竹编制品非常流行的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常见的竹编背篓，也逐步被塑料背篓所取

代，见图 2。由此可见，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竹

编的新生之路已成为一个亟待探究的问题[4]。 

 

 

 

图 2  塑料背篓 
Fig.2 Plastic back basket 

 

2  竹编脱困途径之思 

针对传统竹编陷入发展困局这一问题，主要是因

为它的生产工艺、效率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快节奏的工

业生产需要，其基于农耕社会的产品类型也与当今社

会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代沟”。探寻传统竹编的

脱困之路必须基于当代的社会背景，研究和提炼竹编

的核心优势，对工艺革新和产品创新 2 个方面进行探

索，从而促进竹编的时代新生。 

2.1  回归本源提炼竹编的核心优势 

虽然竹子有着树的高度，但是却与树木的年轮结

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有着草一样的结构，细胞排列

呈明显的线状分布，正是这样的细胞结构，让竹子拥

有成为“线性”材料的先天优势。 

2.1.1  竹篾的材性美 

竹篾取自于竹子外层的竹黄部分，结构紧密，含

糖量低，经过浸泡或者水煮等简单处理之后，就有很

好的防霉、防蛀功能，可以保持长期不腐[5]。现有考

古研究发现， 古老的竹器就是竹篾垫子，距今已经

6 800~7 800 年，足见其优越的耐久性[1]。竹篾拥有坚

韧的材性，抗拉性能优越，且质轻高强，是较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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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传统竹质线性材料之一，在钢丝绳、尼龙绳尚未

普及的时代，常作为绳索的制作材料。竹篾刚中带柔

的材性，赋予了其良好的可加工性能，人们可以通过

编织等方法把它制成各种产品，满足人们的生产、生

活需要[6]。 

2.1.2  竹编的材质美 

竹编的用材有竹丝、竹篾等，以竹篾为主。竹篾

的种类、规格很多，从整体上可以分为带有竹青和不

带竹青 2 种，目前根据市场的需要又可以分为原色、

碳化和染色 3 种。不同种类的竹篾有着不同的加工特

性以及材料美感。一般而言，带有竹青的竹篾都比较

厚实，品相较为粗犷，受力能力良好，但由于有一层

竹青的存在，所以难以上色及深加工，因此常用于制

作农具、渔具等生产竹器；无竹青的竹篾一般较为纤

细，柔韧性特别强，适合生产制作精美的日用品及艺

术品，见图 3。用于灯具生产制作的竹篾一般都是无

竹青的竹篾，这种竹篾在比较薄的状态下还有着半透

明的效果，非常适合于灯光效果的营造和表达。与纸

张、塑料、金属、陶瓷、玻璃等常见的灯罩材质相比，

竹编在色泽、机理、形态等方面都拥有独特的材质美。 
 

 
 

图 3  竹篾 
Fig.3 Bamboo strips 

 

2.1.3  竹编的工艺美 

蔑用竹子的加工性能优越，可以生产出厚度为

0.5 mm、宽度在 1 mm 以内的纤细篾条，使竹篾制品

的精细化加工有了可靠的材料基础。竹编这种刚柔并

济的材料，既可以依靠自身的强度成型，加工单独的

竹编产品，又可以制作其他产品的零部件。 

竹编工艺被发明出来以后，古人就被它所带来的

美感深深地打动了，除了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编制品以

外，还有大量带有竹编压纹或者绘制有竹编纹样的陶

器。后人更是把竹编精细加工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

致，制作出大量精美的竹编产品，技术高超的竹编艺

人甚至可以用竹篾编织书法、图画作品。 

2.2  继往开来推进竹编的工业化生产 

竹编工艺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它之所以能够

生生不息地传承数千年，自有其内在的道理。传统竹

编是本着道法自然的理念，以充分理解竹子材质特性

为前提发展而来的，它沿着因材施艺的路线，把竹材

的材质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传统竹编又深刻地扎根于

社会，结合当时的技术基础，为日常生产生活制造了

大量的竹编产品，为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研究学习传统竹编，离不开竹编的工艺

技法，但更重要的是理解和传承竹编道法自然、扎根

社会的思想精髓。 

传统竹编的新生，同样需要在顺应竹材本性的基

础上，紧密结合当代的科学技术，开工艺之新，引导

传统竹编加工由纯手工状态向半手工半工业化再到

全工业化加工的方向转变，实现传统竹编的现代化转

型。主要的举措有以下 3 个方面。 

1）根据不同产品的需要，简化竹编工艺，以便

于机器加工。要以产品设计的思维而非工艺美术的思

维来理性地看待竹编工艺，避免片面追求工艺的精美

和繁复，而忽略了效率和成本因素。 

2）推广机器加工竹编原料。目前机器已经可以

生产出机制篾条、竹丝等编织用的原料，这大大减轻

了竹编的劳动力负担，但生产成本还比较高，限制了

机制竹篾的推广和普及。 

3）推广使用机制竹编及相关设备。目前机器设

备已经可以生产相对简单的竹编产品（见图 4），但

是智能化程度还有待提升，以满足更高的编织需求。 

在推广机制竹篾、竹丝、竹编时，除了提高生产

效率以外，更重要的是让竹编产品的标准化得以大幅

提升，为竹编与灯具、家具等产品的结合做好技术准

备。 
 

 
 

图 4  机制竹编 
Fig.4 Machine made bamboo weaving 

 

2.3  因势利导精准定位竹编产品新领域 

产品是竹编工艺走上货架、走进人们生活的 终

载体，脱离适合的产品谈工艺是空洞无力的。因此，

必须将竹编工艺与合适的产品类型相结合，才能让竹

编艺术在具体的产品上发挥应有的价值。然而，竹编

与哪些类型的产品契合度更高，是需要经过理性分析

的。但总的来说，这类产品既要将竹编的材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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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感充分地阐述出来，又要与当今社会的科技发

展、生活方式相适应。前者关系到竹编艺术的价值是

否得以彰显，而后者决定了这类竹编产品是否能在当

今社会生活中找到生存的土壤。根据以上的参考要

素，竹编与当代灯具产品的结合是传统竹编走出困局

的重要途径之一。 

2.3.1  竹编灯具材质之和 

竹子用于制作灯具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竹竿、竹

片、竹条、竹丝、竹编等，其中以竹编的表现形式和

效果 为突出，充分展示了竹子与灯具之间高度的契

合性。与其他常见的灯具制作材料相比，竹编体现出

的材质优势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1）质轻高强。竹编采用竹篾编织而成，竹篾取

自于竹肉中靠近竹青的一小部分，这是竹子 为坚韧

的部分。竹篾的材料特性赋予了竹编质轻高强的特

点。这一特点对吊灯、壁灯等灯具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大幅度地减轻灯具的自重，降低灯具安装的要求

和难度，还能提高灯具使用的安全性。 

2）电绝缘性佳。竹材在干燥条件下的绝缘性能

是很好的，竹编在电光源的热量影响下可以保持长期

干燥，因此竹编用于灯具制作时具有出色的电安全

性。 

3）通风散热性好。竹编具有孔洞结构，有利于

空气的自然流通，可以起到很好的通风散热效果。这

大大地避免了灯具在使用过程中的热量积聚效应，降

低了灯具的工作温度。既可以延长电光源的使用寿

命，又降低了火灾隐患。如今，在以 LED 光源为代

表的电光源时代，竹编与灯具的搭配更趋完美。 

2.3.2  竹编灯具造型之美 

对美感的不懈追求，让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竹

编艺术，并将其与各种生活用品相结合，让它们成为

了兼顾实用功能与装饰艺术的好产品，其中灯具就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 

竹编由竹篾编织而成，竹篾为典型的线状材质，

在理论上可以由线及面、由面成体，篾条之间的间隙

就是虚的“点”，从而形成了点、线、面结合的造型方

式。竹篾的柔韧特点，使竹编具备超强的造型潜质[7]。

竹编既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编织，表现出严谨的

秩序美，又可以根据艺术构思进行编织创作，表现出

自然优雅的生态美，又或者在严谨与自然之间任意切

换，形成张弛有度的有机形体。这些竹编形体还具备

一定的机械强度，可满足灯具在艺术和功能层面的双

重需要，搭配灵活多变的 LED 光源，可制成丰富多

彩、造型各异的竹编灯具，见图 5。 

2.3.3  竹编灯具光影之妙 

灯之所以能成为灯，是因为它有光源，能够提供

照明，因此光是灯具的核心，光影效果是灯具的灵魂

所在。一直以来，为了营造美妙的光影效果，人们一

直在寻找各种适合的表达材料。厚度在 0.5 mm 以内

的无竹青篾条具有一定的透光性，且竹篾越薄透光性

越强。使用薄竹篾进行编织时，竹篾的交叉点就相当

于竹篾的厚度成倍增加，透光性也就降低了一个层

次，竹篾之间的空间由于缺乏遮挡，会形成明显的漏

光现象，因此是亮度 高的部分。竹编灯具在透光与

不透光之间，形成了层次丰富的光影效果，为空间的

氛围营造提供了有力支撑，见图 6[8]。 

 

 
 

图 5  跃动灯 
Fig.5 Jump lamp 

 

 
 

图 6  蛰伏灯 
Fig.6 Dormant lamp 

 

3  竹编灯具设计探索 

光源是灯具提供照明功能的基础，是灯具设计的

核心要素。现在的灯具基本上都不再使用火焰作为光

源，转而使用以 LED 为主的电光源，光源的更新换

代让火焰所带来的困扰已大大减轻。如今，竹编优异

的材质性能、独特的艺术美感、深厚的人文底蕴等特

点依然突出，社会生活方式、照明技术的巨大转变给

竹编灯具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要走好竹编灯

具的新生之路只能依靠设计创新。竹编灯具的设计创

新既要从竹编工艺改革创新的角度入手，更要从灯具

设计的角度入手。为此，本文提出了以下 3 个创新思

路，并进行了相应的灯具设计实践探索。 

3.1  借设计之力舒工艺之压 

虽然如前文所述，部分竹编工艺已经可以用机器

替代人工，但是竹编工艺烦琐、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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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存在，妨碍着竹编灯具的进一步发展[9]。因此，

能否通过借用设计的力量，降低对竹编部件的工艺要

求，让竹编灯具走上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的道路，成

为了竹编灯具实现新生的关键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推行模块化设计，减少竹编部件规格数量。

每个竹编的零部件都有着不同的编织工艺要求，要尽

可能地减少竹编零部件的种类和规格。推行模块化设

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零部件的规格和数量，可以

有效降低竹编部件加工的复杂性，从而减少不同部件

编织工艺带来的生产压力，提高生产效率。 

2）坚持标准化设计，提升竹编部件的通用性。

标准化设计是竹编灯具由手工艺品向工业产品转变

的关键环节。标准化设计可以让竹编部件更适合于机

器加工，提高竹编部件的机器加工率，从而降低竹编

部件对手工编织的依赖性。标准化设计还能增加不同

模块之间的兼容性，通过标准接口既可以让不同的竹

编部件之间实现互通互换，也可以让竹编部件与其他

部件之间实现互通互换，为竹编灯具产品的批量化、

系列化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3）实施减法设计，提高机加工率。很多竹编灯

具结构复杂、弧面过多、编织难度大，不利于产品的

机械化生产。新型竹编灯具应避免过于复杂的结构设

计，减少双曲面等复杂的竹编造型，以降低生产工艺

的要求，提高竹编灯具生产过程的机器化程度。 

4）优化收口设计，破解竹编工艺难点。竹编收

口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艺流程，是影响竹编生产效率

的重要因素[10]。竹编由竹篾按一定的规律编织而成，

要让竹编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就要对末端的竹篾进

行收口处理，否则竹编将很容易散掉。如果收口问题

不解决，传统竹编制品就无法 终完成。然而，在现

代设计视野下，竹编不一定要独立成为完整的产品，

它可以只是整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是一种过渡状态的

零部件。竹编部件无需采用传统竹编制品那些复杂的

收口方式，可以根据生产需要采用临时性的压紧、卡

扣、胶粘等简易收口方式，甚至采用免收口等多样化

的处理方式，从而降低工艺难度。 

5）优化装配工艺设计，提高生产效率。传统竹

灯具主要采用竹篾缠绕、竹竿包接、竹钉锁紧等形式

进行装配。这些装配工艺的过程烦琐、工艺复杂、生

产效率低下，不符合现代生产的标准。在设计实践中

应优化装配工艺设计，提高生产效率，例如在固定框

架内安装竹编部件，充分利用竹编的弹性特点，采用

卡接的安装工艺，把竹编部件稍加变形嵌入框架内，

然后让其自然恢复原状，从而实现部件的固定和安

装。这种装配工艺生产效率高，且稳固性好，所生产

的竹产品具备良好的拆装性，有利于产品的维护更

新。 

本着“借设计之力舒工艺之压”的设计思路，笔

者团队设计制作了“方塔灯”，见图 7。该灯采用了

对称的整体架构，灯体呈现出四棱锥的造型，这种设

计方式的 大优势在于灯体的 4 个面都是一样的，且

主要框架采用了等边三角形，这样就大大增强了部件

的通用性，有效地减少了所需部件的规格数量。在此

基础上，该灯采用了插接、压边的装配工艺，可拆装，

易维护。更重要的是，采用这些装配方式以后，竹编

部件不再需要先收口再进行装配，可以在部件装配的

同时实现竹编部件的收口及固定。也就是说，在竹编

部件的生产环节可以绕开 为费工费时，且难以实现

机器生产的收口环节。竹编部件的生产只需直接在大

面积的机制竹编上“按需裁剪”即可。这将大幅度降

低竹编部件的工艺难度，提高竹编以及竹编灯具产品

的生产效率和工业化水平。 
 

 
 

图 7  方塔灯 
Fig.7 Square tower lamp 

 

3.2  传文化基因弄时尚之潮 

艺术风格是产品给人 直观的感觉，也是产品设

计创新的重要途径。当代竹编灯具设计既可以从传统

文化底蕴又可以从现代艺术思潮的角度切入，可谓

“传文化基因，弄时尚之潮”。 

竹编用于灯具生产制作的历史非常悠久，产品类

型也比较丰富，如三国时期就发明了孔明灯，后来又

出现了跑马灯、宫灯等。其中， 为普通的灯笼距今

已有 1 800 多年的历史，显示出竹编灯具长久的生命

力[11]。这些灯具无一例外，都传递出浓厚的东方人文

气息，带有典型的东方历史文化基因。随着我国综合

国力的提升，文化自信日渐成为社会的共识，深刻地

影响到审美的文化倾向性[12]。带有优秀文化基因的传

统竹编灯具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虽然竹子是传统的材料，但是却可以打造出非常

时尚的产品[13]。从时尚设计的视角来看，可以发现，

竹编拥有生态与环保、理性与轻奢、民俗与超脱等众

多光环，具备充分的时尚化潜质。设计师可以抛开传

统竹编灯具的束缚，充分发挥环保、轻奢等时尚元素

的作用，融入情感化要素，设计出全新的竹编灯具，

勇闯时尚之潮[14]。随着光源技术的发展，LED 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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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光源既能生动地模拟传统火焰光源的美学效果，又

不需要考虑防风要求，竹编灯具的形态不再局限于包

裹型结构，造型设计更加灵活自由，为新时代的传统

竹编灯具设计和制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为了更好地阐述以上的设计思路，笔者团队设计

了新式竹编落地灯“传旗”，见图 8。顾名思义，传

旗灯源于旗袍元素，具有传播旗袍的文化之意。旗袍，

起源于清朝满族女子服饰，20 世纪前期风行于有着

东方之珠美誉的旧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浓缩

着东方审美文化以及人文情怀。传旗落地灯的设计几

易其稿， 终将设计的焦点锁定在旗袍 具特色的盘

扣、领口和腰线等元素之上。灯罩的主体由一整段无

节的优质毛竹制作而成，一条连贯的曲线将领口与腰

线融为一体，如行云流水般流畅；领口处采用了旗袍

上经典的盘扣作连接，这也是整个设计的点睛之处，

让“旗袍”之意呼之欲出。灯罩的透光部分采用了精

致的细蔑竹编材质，竹篾的半透性让灯具透出的光线

更加含蓄和柔美，把温文尔雅又落落大方的东方女性

神韵表现得恰到好处。灯杆部分采用镜面金属材质，

不附着任何多余的装饰，显得简洁大方，充满了现代

气息，与充满人文情怀的灯罩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但又统一在一个修长的圆柱体之内。传旗落地灯

在传统与时尚、人文与理性之间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和

统一，如同一位有着良好传统素养的潮流女性亭亭玉

立于眼前。 
 

 
 

图 8  传旗灯 
Fig.8 Cheongsam lamp 

 

3.3  存竹编之本集万物之灵 

对创新而言， 为重要的并不是工具、设备等物

质因素，而是突破性的思维，这一点对历史文化的时

代新生尤为重要。传统竹编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自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它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由于思维定势的影响，

很多人一提起竹编就只想到落后的手工艺生产、落伍

的产品类型，在很多人心中，竹编就是廉价的代名词，

这对竹编产品的发展非常不利。 

作为设计师，必须突破这种固有的观念，抛开历

史的包袱，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新时代的竹编，才

能开辟竹编的新时代。从产品设计的角度而言，可以

把竹编看作是一种材料，它有着独特的材料特性，包

括物理、化学方、文化、美学、历史等各个层面的特

性。与其他材料一样，虽然竹编材料具有无可媲美的

材质优势及人文情怀，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

缺陷。对竹编灯具设计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知

材善用”，也就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竹编的优秀潜质，

把竹编 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同时对竹编的缺陷加

以回避。 

竹编灯具并不意味着全部都是用竹子制作的，更

不要试图用竹编解决所有的设计问题。对于竹编不擅

长表达的部分，不要拘泥于使用竹编，而是要使用其

他更为合适的材料[15]。竹编与其他材料的综合运用，

既可以避免单一材料兼顾多方要求给设计制造带来

的困难和挑战，又可以充分发挥不同材料之间的互补

性，有利于设计方案在生产成本、工艺难度、产品质

量等方面的深度优化。 

以设计制作台灯为例，一般的台灯由灯罩、灯柱、

灯座 3 个部分组成，各个部分都会有透光率、重量、

强度等不同的要求。受材质性能的限制，单纯使用竹

编来制作整盏灯具可能会出现不少问题，但是如果把

材料的使用范围扩大，这些问题就可能会迎刃而解，

有利于设计方案的 优化。例如将竹编与陶瓷相结

合，轻盈的竹编非常适合用来制作灯罩等部件，经过

竹编过滤或者反射，光线会显得特别柔和，赋予了空

间更有生命力的光效；陶瓷沉稳厚重，更适合用来制

作灯具的底座和支柱，陶瓷部件形态丰富，材质可光

洁晶莹亦可质朴粗犷。竹编与陶瓷在功能、质感、形

式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两者结合可为灯具带

来极为丰富的质感体验。同理，竹编与塑料、竹编与

金属等结合方式，都可以激发不同材料之间的意趣，

丰富灯具的艺术形式以及表达效果。 

为此，笔者团队设计制作了吊灯“跨越”，以此

验证材料的综合运用给竹编灯具带来的新风貌，见图

9。在设计这款吊灯时，虽然用到了竹编，但是并没

有局限于竹编的束缚，而是以整体设计的角度考虑各

种材料的综合应用，力求在保证整体装饰照明效果的

同时彰显包括竹编在内的各种材质的美感。此吊灯共

有 3 个灯头，笔者希望每个灯头传达出来的灯光效果

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分别选择了竹编、麻布、磨砂亚

克力作为灯罩材质。这 3 种材质的透光度、色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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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均不一样，所营造的光效也各有特色。磨砂亚克力

灯罩的透光度 高，因此安排在较低的位置，主要发

挥照明的作用；竹编灯罩的机理形式 丰富，艺术感

强，主要用于空间氛围的渲染，因此放在较高的位

置，以降低环境灯光对它的影响；麻布灯罩居于两者

之间，起到平衡过渡的整合作用。得益于多种材质的

综合运用，此吊灯很好地满足了装饰与照明的双重需

要。 

可见设计师心中既要有竹编，更要有万物，只要

是对灯具设计有利的材料都应该纳入使用的范围，做

到“存竹编之本，集万物之灵”。多元化的材料设计

视角，除了赋以设计师更为丰富的设计解决方案之

外，还为竹编灯具的系列化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图 9  跨越灯 
Fig.9 Stride over lamp 

 

4  结语 

曾经辉煌的传统竹编在当今社会中逐渐被边缘

化，主要原因在于其繁复低效的编织工艺以及脱离时

代需求的产品种类。因此，如何让竹编脱离手工化，

让竹编产品跟上社会的发展步伐是传统竹编走向新

生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打破人们对竹编固有的印象

和观念，立足于当下的时空环境，以设计的思维研究

竹编的时代新生。对竹编的材性、造型、光效等方面

进行分析可知，竹编与灯具是一组绝佳的搭配，通过

工艺创新、艺术设计等途径，可以开发出符合当代社

会需求的新型竹编灯具产品，从而为竹编探索出一条

在当代社会背景之下的新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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