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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famous anci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 lot of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mong them, Ruichang bamboo weaving i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has been inherited for more 

than 3000 years and belongs to traditional handicraft prod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nova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combination of Ruichang bamboo weaving traditional skills and modern design. For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dustry, 

even if it become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also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ow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better 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with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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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作为世界闻名的四大古国之一，具有很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瑞昌竹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至今已经有 3000多余年，属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本文主要在研究瑞昌竹编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结

合的创新性与思考。对于传统手工业来说，即使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去注重自身的传承与发

展。因此就需要去通过与现代设计结合来去进行更好的创新与传承，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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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昌竹编的介绍 

1.1.瑞昌竹编的概况 

从瑞昌的地理位置上来说，所处的地理位置在

长江中下游南岸，这里也被称为长江的黄金水道。

在江西省管辖区之内有九江市代管，本身的气候温

和，其范围内有着大量的植物资源，其中以竹林资

源所占比例最多。根据数据表明，竹林面积可以占

整个九江地区的八成左右，因此丰富的自然资源，

导致瑞昌的竹编即广为流传，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周

时期。 

瑞昌竹编最早进行竹子加工并之后进入市场

的，在 3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情况下，其中以瑞昌竹

编三宝最为出名，其中就包括丝箩、斗笠、米筛。

在 80 年代以前，在当地颇有盛名。后来由于经济发

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出现很多新材料的日

用品，逐渐替代了竹编生产的日用品，相比于竹编

生产的日用品更加耐用方便而且不易腐坏。 

所以瑞昌竹编的产品类型重心也逐渐开始由日

用品转向艺术品发展，所以发展到现在传统技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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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竹编商品在现代市场上仍旧面临着相应的挑

战。 

 

1.2.瑞昌竹编的特点 

瑞昌竹编在制作过程中一些细节上的工艺技

巧，显示着瑞昌竹编匠人的巧妙思维，所以即使从

表面上看与别的地方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仔细

观之却有大量的不同。比如在编制斗笠的过程中，

瑞昌竹编就需要在斗的中间放一层叶子称为斗笠

叶，这种叶子具有叶面宽大，韧性好以及耐用而不

透水的特征。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材质的原因，导致

瑞昌竹编的斗笠与别的竹编斗笠有着一定的不同。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需求不断上升，瑞

昌竹编从最早的植物为主到现在，以动物为主开始

围绕动物来进行开发制作。以动物为主题的开发制

作，在其他江西竹编工艺厂产品中也有着相似的存

在，但是只有瑞昌竹编的动物主题产品不仅仅拥有

一定的实用性，还能够在保证实用性基础上加强观

赏性和装饰性，所以说瑞昌竹编的特点也可以算是

兼顾实用性的同时也把艺术性做好的代表。 

1.3.瑞昌竹编的发展现状 

伴随着国家的进步，经济发展逐渐迅速起来，

导致无论是日用品还是工艺品，在材料的制作方面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于传统的手工业制

作。新型的手工业制作不仅仅有着更方便使用的材

料，而且还有着能够进行批量生产的机械，大大降

低了人工制作的成本，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所

以瑞昌竹编在制作过程中，就已经面临着现代工业

化生产批量制造所带来的挑战。 

不仅如此，这也是目前很多传统手工业制作普

遍所面临的挑战有问题。因此对于传统手工业发展

来说，就需要去考虑如何在目前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进行生存和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只是需要去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进行认知，还需要对自身

传统手工业的产业进行转化，从而顺从经济市场发

展。 

2.瑞昌竹编传统技艺可“再生”的要素 

2.1.瑞昌竹编材料方面 

瑞昌竹编的编织材料，主要以当地的毛竹为

主。当地的毛竹具有韧性好耐用的特点，并且一根

竹条一般可以切为八层篾片，别的地方的竹子一根

竹条一般只能开四层篾片，所以本地毛竹就有着先

天的优势。而且瑞昌本地的毛竹所得到的主材，无

论是逐条还是图片都可以在制作过程中保障整个编

制过程中不会呈现断裂的情况。 

而且从色泽上来看，当地模组所编织出来的头

层青篾光往往表现为顺滑耐磨，青翠欲滴，整体上

的竹子质量都是属于上品以上，因此瑞昌竹编所采

用的毛竹品质，不仅仅对现代产品中的材料有着更

高的要求，而且还可能影响未来现代人对颜色受众

方面有着更大的扩展方向，这就使得瑞昌竹编具有

很大的应用性。 

2.2.瑞昌竹编编织技术方面 

从瑞昌竹编的编织技巧方面来看，其主要的编

织手法主要有平行编、方孔编、六角孔编等等。其

中平行边主要应用于绝大多数的模具编制上，平行

边的主要技巧在于需要敷在模具的表面上进行编

织，这种编织手法可以更好的把握整个编织物品的

形状，所采用的材料也是比较细的篾条。而且在编

织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模具形状的走向模具是什么形

状，最终编出来的产品也是什么形状。所以根据日

常竹编的模具编织法以及简单的编织手法的形态摸

索，可以了解到单一功能的产品和高超的编织技艺

结合能够更好的挖掘出更有实用和观赏价值完美结

合的产品。 

2.3.瑞昌竹编造型方面 

在生产过程中瑞昌竹编主要分为生活日用品以

及工艺品两大类造型来进行后续的生产。瑞昌竹编

的生活日用品，主要产品有储物小篓子、簸箕、晒

筐、食盘（盒）、果盘（盒）等，同时在保证使用系

统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去提高产品功能性的美观度

啊，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去增加更多复杂的周边文

件，这样不仅仅有更好的观赏价值，还可以加强生

活日用品的质量与质感，同时这也是区别于机械工

业化批量生产的一个不同点。 

工艺品主要是以动物题材为主，因此这方面的

造型也都是以动物的造型体现出来。虽然是动物的

形态，但也会根据功能的不同有所区别：可分为单

纯的工艺欣赏和附加实用功能的工艺品。 

从大多数手工业产品的再生角度来进行观察，

不然发现瑞昌竹编的产品中主要还是以功能性产品

为主。这样的功能性产品主要是去添加更多的产品

技术和艺术含量。倘若是以工艺产品为主，就需要

去考虑产品当中能够附加的更多价值文化价值或者

是地域价值，都有可能成为更好的发展方向。 

3.现代竹产品的运用情况分析 

3.1.现代竹产品的类型 

随着当前我国竹编市场的不断发展，竹编类的

产品造型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人造产品虽然本

身就有着很多的优点，但由于其并不是天然材料制

成的，而传统手工业的主要材料多选用纯天然材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15

1097



料，这也就成为了传统手工业与机械制造业相比所

具有的优势。 

因此，现代竹产品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同时根据不同材质的特性以及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制作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产品，例如可以制作一

些体积较大的如茶叶篓、茶席、茶垫、竹编果篮、

收纳盒等，还可以制作一些小型的如杯垫、茶具、

茶托、点心零食碟以及小饰物等各种竹编类产品。 

3.2.现代竹产品的特点 

根据现代竹产品涉及到的不同类型，可以看出

竹类产品的特点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竹类产品的造型更符合现代社会消费者对

产品不断变化的功能需求，消费者不再只是注重以

往对产品功能的使用，现在更加关注的是新产品能

不能符合自己对慢节奏生活的需求，而这就需要在

进行产品设计时多从生活细节以及生活必需品等方

面来寻找灵感； 

二是竹类产品的外形也更符合消费者对时尚、

简洁这类形态的偏爱，消费者也不再只是以往单纯

根据产品的不同功能来进行相对应产品样式的选

择；三是竹类产品的色泽可以更多的体现出“复

古” 

色，而这种较为厚重的颜色可以带给消费者更

多的年代感以及温暖感，在现代社会消费者不再只

是追求与“求新”相关的产品理念，而对于这种

“做旧”技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喜爱。 

3.3.现代竹产品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竹类产品大多还属于“小众产品”，

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一是因为消费者对使用新型材料的产品目前还

很依赖，同时由于价格上的优势，消费者更多的看

到了这类产品的便利，但忽视了这类人造材料长期

使用有可能会带来的危害； 

二是因为竹类产品现有的市场类型大多是与休

闲娱乐相关的生活类产品，而这类产品的消费群体

本身就比较少，因此在竹类产品一开始的功能定位

上就缺乏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 

三是因为从竹类产品更长远的发展来看，现有

的竹类产品缺乏相应的设计内涵，关于产品的艺术

和技术都并没有得到更好的结合以及展示，使得现

有的竹类产品既不满足实用性，也不符合高雅性。
 

4 瑞昌竹编与现代设计结合的可行性分析 

4.1.材料特性的现代体现 

从瑞昌竹编的现有条件上来看，其实可以更好

的去利用多方面的拓展，来增强它的现代体现。比

如在材料选用方面可以去培养更好的竹子材料来增

加材料的韧性，同时也可以去对材料的颜色进行可

塑性增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材料去影响整个产品

的设计因素，从而客观整个产品造型的延展性，打

通更好的产品功能与造型，创新性的去发展瑞昌竹

编的联动性。 

4.2.瑞昌竹编产品的功能拓展 

从瑞昌竹编的传统产品功能上来看，主要可以

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单纯实用功能的编织物，二是

通过造型来进行动物模仿的使用功能工艺品。两个

方面都可以根据当前市场的需求来进行功能上的拓

展。例如可以通过当前瑞昌主病的发展情况，将以

前单一的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去附加更多的观赏价

值，同时也可以根据消费者日常生活的行为特征结

合人们的生活需求，把功能更加的余墨进行结合，

在满足人民需求的同时，做好美观上的设计。 

新的产品也可以去借助现代工具机器去提高整

个昨天产品的制作效率，当然是在保证整个质量的

基础上进行。 

瑞昌竹编动物造型的工艺品可以说是十分重要

的发展主题方向，所以必须延续下去，在技术上去

附加更多的发展途径，打好自己的品牌效应，走更

好的质量道路，明确自身在市场上的定位，更好的

去促进卫星主场的发展。 

4.3.设计形式美法则在竹编造型中的运用 

瑞昌竹编与现代设计结合的可行性中主要有三

点。第一个是材料特性的现代体现；瑞昌竹编产品

的功能拓展以及设计形式美法则在竹编造型中的运

用。这三点使得瑞昌竹编与现代设计结合提供了可

能性。 

瑞昌竹编作为传统手工业的代表之一，能够一

直从历史发展到现在，不仅仅会受到现代技术的影

响，同样也离不开现代设计的相对渗入。好的现代

技术和现代设计思维，能够引导日常周边往好的方

向发展。例如竹编的造型往往可以根据目前现代艺

术设计中很多形式美法去进行应用，将当代的工业

理性塑造美的方法，用于竹编造型，将竹编的古朴

气息与现代的工业继续进行碰撞，产生装饰与实用

性的统一，这样不仅仅可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还

可以更好的附加瑞昌竹编的审美价值。 

5.结论： 

对于瑞昌竹编来说，现代产品的设计往往可以

融入到传统的民间工艺当中，将传统民间工艺当中

值得发扬和传承东西，更好的附加到现在的产品

上，不仅仅能够更好的去适应市场的发展，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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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出更适合现代的产品生产模式。瑞昌竹编可以

更好的将现代产品设计当中出现的传统民间再生性

进行结合。将传统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更好的

继承到民族文化传统和弘扬文化精神的宏伟目标当

中，更好地去推进瑞昌竹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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