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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竹类资源，是世界公认的竹类植物的起源地和现代分布中心之一，也

被誉为“竹子王国”。竹类植物具有成材时间短，生长适应性强等优势，因此在中华大地上分布广泛，

几千年来，东至台湾、南至海南、西到雅鲁藏布江下游、北到黃河流域，历史上均曾为竹类分布区。

时至今日，包括浙江、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是中国竹子分布的主要区域，

而在四川宜宾、江苏宜兴、贵州赤水等地，漫山遍野生长的竹子还形成了一片片壮美的竹海景观。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竹子的国家之一。竹子拥有速生丰产、质地坚韧、弹性好、耐磨损等优异

的材料属性，其嫩芽——竹笋则从殷商时代开始就是餐桌上珍馐佳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竹子与

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不仅在衣、食、住、行、用、娱等方方面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角色，还逐渐衍生出精彩纷呈、魅力独特的中国竹文化。诗词之外，心灵手巧的中国工匠们在处理竹

材料和开发竹子生活生产用品的过程中，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技艺，并经过历代发展，逐渐演变为一

类独特的专门工艺，其中，部分代表性技艺已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竹纸、竹刻、

竹编等等。

中国竹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近 7000 年之久的河姆渡文化，并在千年岁月里发展成为兼具实

用功能和审美属性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竹器之美，不仅精于器型，更在神韵精气。尽管竹编技艺已

经不再是现代社会中日常器物的主流生产方式，但它作为人类从远古以来合理利用自然智慧的结晶，

直接反映出中华文明人与自然和睦共处、和谐互动的自然观。因此，在本图册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将

中国竹编作为了重点介绍对象，以期读者能够在了解中国竹编相关知识，感受中国传统竹编魅力的同

时，以发展的视角启迪竹编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竹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竹编创新知识图册》通过图文并茂、逻辑明确、通俗易懂的方式，

以中英双语书就，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不仅便于竹工艺传承人、从业者作为常备的

参考资料使用，也值得海内外众多中国竹文化、竹技艺爱好者的科普读物一观，丰富的图文内容对读

者加深对于中国竹编技艺的了解和提高对于竹工艺品的欣赏能力很有帮助。

本图册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国家级竹类非遗项目、中国竹编发展、竹编图纹解析、竹

编的现代设计与产品创新、产品编织讲解系列等 6 节内容。第一节介绍了全球和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界定；第二节系统性梳理了中国传统竹类技艺的历史、分类模式以及当代发展现状；第三节着重

对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技艺深入剖析；第四节则以编写团队在中国丹霞贵州赤水世界自然

遗产的所在地，贵州省赤水市所采集到的 12 种平面编织纹样为例，介绍了其纹样特点及编织方法，

并提供图片和视频版本的详细教程，供读者动手编织时参考；第五节竹编的现代设计与产品创新由编

前　言



写团队与数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合作完成，不仅详细介绍了当代竹编产品创新设计体系，还通

过亲身参与设计和收集国内外独特的创新竹编产品来进行案例展示。第六节通过视频教程的方式，向

读者讲解了制作常见竹编制品方法。

《中国竹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竹编创新知识图册》是中国丹霞贵州赤水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生计“竹

乡碳计”试点活动产出成果之一。该试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梅赛德斯 - 奔

驰星愿基金《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目四期（2021-2024）的示范项目之一，由国际竹藤组织

牵头实施，赤水林业局在地支持。本图册的编写工作由国际竹藤组织发起并统筹，文本撰写由国际竹

藤组织全球项目部高级项目官员李艳霞、技术顾问刘晨歌、国际竹藤组织项目官员王任飞完成，插图

绘制工作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敬文萱、杨姝完成。成书还要特别感谢包括赤水市林业局、赤水

市竹产业发展中心、赤水市大同镇极竹堂非遗竹编产学研基地、赤水市神雕竹艺厂、卢华英竹艺大师

工作室及相关非遗传承人的大力支持，感谢明渡设计、Silvia Furmanovich 品牌、玩竹公社提供图册案

例，国际竹藤组织项目官员刘清晖收集部分资料。诚挚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文化部

门主管 Duong Bich Hanh、文化官员卢叶为本图册的编写所给与的帮助。此外，对国际竹藤组织宣传

部门同事对文稿校对和出版等所提供的帮助，以及其他所有提供帮助的朋友们一并感谢。

本图册第一版仅选取了竹编一个中国竹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展开介绍，期待在再版时能够补充

更多技艺品种，呈现给国内外读者更多面、更丰富的中国竹工艺面貌，提振中国竹技艺与竹文化的影

响力。受到篇幅、水平、时间所限制，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专家和读者对本图册批评指正。

著者

202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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