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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与现代的碰撞

日前，2024 年国际桥梁大会（IBC）奖项完成
相关评审工作，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西入口、光泽
县寨里镇境内的“玲珑”竹桥摘得亚瑟·海顿奖。

国际桥梁大会奖项设立于 1988 年，分为 7个
小项，在桥梁界颇具影响力，被誉为“桥梁界的诺
贝尔奖”。其中，亚瑟·海顿奖侧重于表彰特殊用
途桥梁，如人行桥、旅客捷运系统、非传统机构等
方面的创新突出成就。

“奖项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很高兴为
福建桥梁又增添了一张名片！”20 日上午，记者
在福州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玲珑”竹桥的设计
师邵长专。这位“80 后”青年设计师戴着黑框眼
镜，介绍起他与竹建筑的不解之缘，端方的脸上
难掩自豪。

早在 2010 年，还在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的邵
长专便开始了对竹结构的关注。“那时在学校做
志愿者，经常去西南山区修建公益性便桥。有一
回，云南绿春县的一座石拱桥坍塌了，村民请我
们前去帮忙，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竹结构的魅
力。”邵长专说。

原来，在邵长专到来前，村民就凭借经验先
建设了一座临时的竹桥。

“这座桥其实修得特别好，用十几根竹子，就
实现了 20 多米的跨度。”邵长专介绍道，桥旁边
正好有一棵树，村民仅用几根竹竿和几条铁丝，
就做成了一个类似斜拉桥的结构，还用竹筐和石
头做了“锚碇”，这样可减少行人带来的晃动，实
现过河的基本功能。

从这座简易竹桥，邵长专认识到村民们代代
相传的古老智慧。不过该桥毕竟是临时搭建，安
全性不足，使用寿命也较为有限。

“如果利用现代技术把村民自己设计的竹桥
改良一下，是不是可以更安全、用得更久一些
呢？”竹子这一古老而独特的建筑材料，在修建山
区便桥时兼具取材方便、廉价环保、风貌适配等
优势，邵长专畅想着竹结构的更多可能，并以此
作为主要课题，攻读了由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
学联合培养的建筑学博士。

随着对竹结构的“上瘾”，邵长专手中的竹设
计屡获大奖，如获得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RICS）2018 中国年度大奖的“一心桥”、2019 北
京世园会国际竹藤组织馆“竹之眼”等一批竹相
关项目。2019年，光泽县与邵长专建立了联系，希
望他以竹建筑助推乡村文旅发展。怀着对“竹乡”
的期待，邵长专欣然来到闽北。

在光泽县鸾凤乡饶坪溪上，木制的古廊桥“承
安桥”与一座崭新的竹桥遥遥相望，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景点。“新桥上部结构采用三跨竹拱，主跨 25
米，边跨15米。”鸾凤乡乡长曾陟峰介绍道，竹桥提
取古廊桥的文化元素和传统工艺，是对闽北廊桥
文化的一种致敬，该竹桥的设计者正是邵长专。

“在建造竹桥的过程中，我发现福建的竹子
比省外的竹子，拥有更厚实的外壁，是更为优质
的建筑用材。”邵长专告诉记者，竹子在用于搭建
竹桥前需经过一系列特殊处理，当时因当地缺乏
相应配套，该竹桥使用的是浙江运来的竹材。获
得成功后，当地政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武夷
山国家公园西入口打造一座真正就地取材的竹
廊桥。

武夷山国家公园西入口的“玲珑”竹桥长
168 米，为国内同类桥梁之最，左右两幅桥由竹
结构连成整体，共计使用竹材约 25100 根，是鸾
凤乡竹桥的 5 倍以上，相当于近 45 公顷竹林，为
其提供竹材的周边 8 个村庄的农民因此人均增
收 2700 元。

伴随着“玲珑”竹桥的建设，邵长专也将竹子
用于建材的加工工艺带到了闽北，相继谋划开工
了邵武二都国有林场的礼堂屋顶、建瓯云际山公
园天桥等竹建筑项目。福州、漳州等地的竹产区
也陆续与他联系合作事宜。如今，邵长专每次来
福建出差的时间越来越长，有关部门也在邀请他
在福建成立一处新的工作室。

“我曾经对我国农村地区所需的竹建筑进行
测算，仅小型便桥需求就在 10 万座以上。”邵长
专表示，以建筑业的大体量而言，竹建筑对于降
低碳排放、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他期待
着竹建材加工的网点、供应链在福建尽快完善，
推动八闽大地上“长”出更多的竹建筑。

刚柔并济彰显中国美

竹子用于建筑、家居材料的历史有数千年，
远早于钢铁、混凝土、塑料问世的时间。这不仅为
竹制品、竹建筑戴上了一层古朴典雅的“文化滤
镜”，设计者不得不对这一特性加以考量；同时也
指向着涉竹设计中的一大富矿——传统工艺。

为了让竹桥还原中国建筑的传统结构，再把
这些结构运用到竹桥设计中去，邵长专团队跟着
来自南方多地的工匠学习了半年的木工活，这些
老工匠都已是 50岁以上的年纪了。

“安徽的吴师傅高空作业能力好，切复杂的
断面技术高一点，浙江的汪师傅力学概念相对好
一点。在老工匠的巧手下，竹子像木头一样，轻轻
一挖就成型了。我们在请教中对中国建筑的博大
精深也有了重新认识，可以让他们的手艺更好地

传下去。”邵长专说。
传统并不意味着简单。邵长专告诉记者，钢筋

混凝土或钢材的弹性参数只有两个，而竹子因为
生长方向、环向和半径方向都不一样——术语上
称为各向异性，因此有 9个参数，大大增加了其受
力研究的复杂性。团队一度面临规范空白、无专业
辅助计算软件等困难，只有以实验结合多种结构
计算软件相互配合计算，才能完成设计方案。

邵长专团队也将老师傅们的传统技艺进行
改良升级，如“玲珑”竹桥上成千上万个连接点，
就采用传统榫卯结构与现代钢构节点连接相结
合的方式。相比传统的用竹签或捆绑的连接方
法，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实现了构件标准化制作
和全预制快速拼装，不仅减少了人力成本并缩短
工期，也使桥梁的稳固性得以保证。

“经过千万年的进化，竹子是大自然里最‘聪
明’的植物了。”邵长专风趣地说，圆形中空的结
构，再配合上一层层竹节，使其拥有植物界中最

大的强重比。竹子不仅是物理性质优异的材料，
“刚柔并济”的属性也十分符合中国传统美学。

谈及竹产品设计与其他材料的区别时，福建
省竹里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天平也对“刚
柔并济”一词深表认同。无独有偶，在他的设计生
涯中，传统工艺也给他带来了许多启发。

20年前罗天平从部队转业后，开始接触竹家
具设计。那时，他将竹子看成与木材相似的材料，从
仿制木家具开始做起，按照木家具的版型去打造竹
家具，虽然样式很好看，但一度“叫好不叫座”。

“竹子成材快，但若不善保养，便容易发霉、
虫蛀、开裂，也不保值，给人以廉价的印象。”罗天
平告诉记者，经过反思，他决心增加竹家具的创
意含量，挖掘竹子的自身特性，开展设计。

罗天平走访了多家拥有仿古家具制作技艺
积淀的仙作企业，他借鉴仙作企业的做法，瞄准
竹材仿古家具这个领域，还吸收了福建传统工艺
美术常用的生漆技艺，解决了竹材保养不易的问

题。公司开始跳出竹具厂家常有的“流水线思
维”，朝着设计型企业转型，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家
居解决方案。

“不拘于古，不囿于今。我们开发出的仿古家
具，并非只是在泥古不化地亦步亦趋。”罗天平介
绍道，以一款卖出 2 万多套的仿古座椅为例，与
类似的木制座椅不同，借助竹子的韧性，它的靠
背板只有 8毫米厚，坐板只有 1厘米厚，十分符合
当今家居轻量化设计的潮流。座椅后脚的弯曲度
也是由竹材直接塑形变弯，而非传统上用更厚的
木材切削打磨形成。

如今，竹里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近半数产品为
设计定制型，原材料供应链和厂区分布在永安、
罗源等产竹重镇。与该企业一样，不少我省竹制
品企业将“设计+文化”作为转型的主攻方向，诸
多文旅场所、历史文化名城成为竹制品企业竞渡
的市场蓝海。

在政策推动下，政和县茶竹旅文化一条街、

邵武“竹立方”等集竹产品体验、竹文化展示于
一体的竹产业体验基地先后落地。永安、邵武、
政和分别连续多年举办“竹天下杯”“张三丰杯”

“政和杯”等国际性竹产品设计大赛，累计征集
国内外创意作品 4.46 万余件，以竹企业为主体
的创新体系正加快形成。

在匠心独运的设计里，竹子或成为建筑的骨
架，支撑起屋檐的飞翘；或化为家具的灵魂，演绎
出椅子、桌子、床榻的温润与雅致；或在雕刻师的
刀下，化作山水画中的一抹灵动；或化为绕指柔，
以竹丝编织的篮筐、扇面，轻巧而又实用，透出生
活的巧思与智慧。

竹生活并不遥远

来到邵武“竹立方”生态科创馆，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竹制外立面，其高度 16.86米，采用重组竹
装配式装饰，是目前全球最高、跨度最大的单体
结构竹建筑外观。“竹立方”曾荣获 2023 年法国
设计奖和美国缪斯设计奖，步入其中，诸多新潮
的竹室内设计、竹制日用品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宛如置身林间，尘意顿消。

竹躺椅、竹灯具、竹隔断……在众多时尚的
竹制品中，一辆摆在展厅中央的竹自行车分外显
眼。“这辆车确实很酷，可真的能在市面上买到
吗？消费群体有多大？价格实惠吗？”面对记者抛
出的问题，“竹立方”运营负责人黄志勇详解前沿
竹设计的特征。

原来，这辆竹自行车的定位是“概念车”，目前
并未实现量产。实际上，竹材的强度相比常见自行
车使用的材料不遑多让，但多数消费者在欣赏之
余，心理上还无法接受如此前沿的设计。因为缺乏
规模效应，故而成本居高不下，难以走向大众。

不仅是竹自行车，竹保温杯、竹键盘、竹灯等
带有鲜明文创色彩的竹产品设计，同样面临尴尬。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潮的竹产品没有销
路。”黄志勇话锋一转，“同样以竹自行车为例，众
多旅游景区的租用自行车、共享自行车完全可以
选择这款产品。在提升景区魅力之余，也能潜移
默化地改变大众观念，使其摆脱‘新奇’的标签，
真正向日用品领域迈进。”

近年来，我国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
竹代塑”倡议，国家发改委印发《加快“以竹代塑”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到 2025 年

“以竹代塑”产业体系初步建立，产品质量、产品
种类、产业规模、综合效益进一步提升，重点产品
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我省龙竹科技、青山纸业
等多家上市公司纷纷布局，一个竹设计市场的蓝
海日渐浮现。

“新的竹消费已脱离了早期日常刚需的属性。”
在黄志勇看来，设计师要及时洞察消费者需求，将
健康、低碳、环保等新消费理念与竹材料结合，实现
对全球竹消费的引领，做大竹产品市场增量。

2023 年 4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竹乡
碳计——2022 年世界遗产地减碳和低碳发展创
意与实践入选案例集》，由竹木产业工业设计研
究院（福建）有限公司提交的《“生活场景”下的竹
设计应用研究》成功入选。

该应用研究展示了一系列将竹子与各生活
情景中物品和环境元素有机结合的设计样本，如

“竹+独立女性”“竹+宠物”“竹+儿童”“竹+健
身”等。该应用研究还展示了部分已完成打样、试
产的成品，并就生产、营销等全产业供应链方面
提出了展望。竹木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福建）院
长姜臻炜结合该研究，向记者分享了其对竹产品
设计的理解。

“受宜家等大型跨国企业的引导，竹制品在欧
洲颇受欢迎，但实际上其产品设计并不复杂。”姜
臻炜表示，中国是竹子的主要产地，全球的竹产品
供应链、工艺积淀也主要在中国，未来竹产品设计
的市场潜力巨大，只是需要逐步培养消费习惯。

《福建省加快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2023—2025 年）》明确，提出要强化竹制品企
业与旅游、电商、家居、酒店等跨界融合。对于符
合政府绿色采购政策要求的竹质建材、竹家具、
竹制品、竹纸浆制品等产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
目录，加大政府采购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对
竹产品进景区、民宿、酒店、馆所、商超、街区按使
用量给予补助，推动全竹场景运用。方案也对提
升竹文化影响力、拓展竹文化推广渠道作出了一
系列支持。

在姜臻炜看来，福建的竹产业优势不仅在于
竹林面积大、竹加工链条全，更在于其率先在国
内引导竹消费。“与竹自行车的推广思路类似，像
竹公共设施、竹标识、竹文旅场所都应该在‘以竹
代塑’行动中发挥引领作用，以此推动竹产品的
集中采购。”姜臻炜说。

和煦的春风拂过广袤的竹林，一场关于自
然、艺术与设计的和谐对话正不断深入。“惟进取
也，故日新”，创新设计，正源源不断地汲取灵感，
为福建的竹产品注入新的活力，一根竹子拥有无
限的可能。

穿透

在古韵悠长的华夏大地上，翠竹挺拔，以其清雅之姿，深植
于文化的沃土之中。“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
竹令人俗。”苏轼千年以前的一首吟诵，道出了国人对竹子生活
美学的向往。让生活中处处能见到竹材身影，也是涉竹设计师
长期孜孜以求的目标。它，不仅是中国悠久传统的符号，更处处
彰显着设计艺术之美。每一根竹节之间，都蕴藏着中国古老文
明的智慧与哲思，蕴藏着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

福建是我国竹子重点产区，竹类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竹产
业的良好基础和条件。去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福建省加快
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提出，要引

导竹产业工业设计产品落地转化，对确定为国家级、省级工业
设计研究院的给予资金奖励。鼓励企业引进国内外有影响力的
工艺美术大师和优秀设计师在我省创新创业，提高产品附加
值。我省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竹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竹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 1 亿元
补助资金专项用于竹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虽然我省竹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但从内部结构看仍存在短
板，一产占 23.1%，二产占 68%，三产仅占 8.9%，涉竹服务在我省
仍大有可为。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省内外的涉竹设计师在我
省会聚，为提升这一古老材料的附加值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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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杯政和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获奖作品

政和县竹灯 本报记者 赖昊拓 摄

武夷山国家公园西入口武夷山国家公园西入口““玲珑玲珑””竹桥竹桥 黄杰敏黄杰敏 摄摄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竹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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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国家公园西入口武夷山国家公园西入口““玲珑玲珑””竹桥全景竹桥全景 黄杰敏黄杰敏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罗天平携竹制仿古座椅参展罗天平携竹制仿古座椅参展。。邵长专在武夷山竹博会分享设计经验邵长专在武夷山竹博会分享设计经验。。

省竹木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参展作品“天工再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