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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体验的道明竹编数字化交互平台创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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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传承和保护竹编制作技艺文化，从而增强现代人们对于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产品设计之间的关注度。本文通过分析四川道

明竹编的技艺特性和现阶段研究现状。利用现代数字化平台的搭建运营，融入用户体验思维来传播和传承道明竹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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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话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竹子对于中国人，一直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千百年来，竹制品

更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体现着全人类劳

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一方民族的文化涵养。而竹编作为传

统手工艺中十分重要的类别之一，且道明竹编是川西乃至中国独

特特色的制竹工艺，了解并精通于此的人越来越少，所以需要结

合现代行之有效的方式活化和保护，将传统的魅力瑰宝通过数字

化设计，输出新颖的内容和全新的交互体验，潜移默化地提高人

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

一、川西道明竹编

（一）道明竹编及其艺术特征

四川道明，川西密境，林盘错落，道明竹编源自远古，发展至今，

是道明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四川崇州市位于川西平原，自古以

来就拥有着丰富的竹资源，竹编历史也十分悠久，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竹编）之乡”，饱含着巴蜀

人对千年竹编的传承。

道明竹编具有独特的材料特质、工艺特质、观赏特质等品质

特征。原料以慈竹为主，百笳竹为辅。节长质细、性糍，富有弹性，

可多层启剥，不易折断；编制品大体按起底、编织、锁口三道工

序循序渐进。道明竹编特殊的工艺，使产品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风格。

这些竹子长势好，竹节细长柔软，富有弹性，故能提供大量优质

的原材料编造物品———扇子、晒簟、凉席、枕席和瓷胎竹编的

茶具等。平面竹编的扇子、晒簟、凉席、枕席和瓷胎竹编的茶具、

器皿等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立体竹编的筐、篼、箩、篮等则

是经久耐用的生产用品。平面竹编和立体竹编经纬比例恰当、图

案清晰、色彩丰富、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道明竹编逐渐萧条，导致不少老手

艺人转谋它路，根据前往道明竹艺村的实地调研发现，现存的

竹编从业人员大都是以年龄偏大的老年人群体为主，青年稀少

可见，而传承模式依旧是以家庭式传承为主，传统传承面临的

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来说艺术价值，大部分竹编工艺长久以来

无论是从技艺、创新设计等方面原地踏步，对现代社会下的人

们的吸引力不足，想要让竹编文化真正传承和发扬下去，不仅

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更需要融入创新的想法，既能保留

竹编的传统艺术审美，又能以此产生出具有客观规模的创收。

而目前现有针对道明竹编的研究少之甚少，没有针对道明竹编的

特点及区域特色建立适用于道明竹编传承的数字化交互创新设计

平台，因此，急需挖掘道明竹编本身的艺术及商业价值，针对道

明竹编特点及区域特色，建立基于用户体验的道明竹编数字化交

互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川蜀区域文化元素与道明竹编技艺的融合，

也有利于运用创意设计的途径创造出具有四川文化特色的现代竹

编居家产品。首先能够发挥道明竹编的价值，让更多人知道道明

竹编，了解学习竹编工艺，更加有效地将道明竹编进行传承、传播；

其次川蜀文化元素增强道明竹编的文化创意含量和当地竹编产品

的竞争力；还可以促进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提高城市形象和竞争力。

二、道明竹编交互平台的数字化开发

（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平台发展现状

竹编作为我国传统手工艺的一大精髓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明竹编位于崇州市道明镇地处川西平原，竹资源丰富，该镇竹

编历史悠久，编制材料、工艺独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竹编）之乡”。所产竹编造型别致，精巧

细腻，经久耐用。2014 年 11 月，“道明竹编”当选第四批国度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随着国家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同，而面对历史

悠久的道明竹编，国内在设计学科领域有关竹编数字化平台的用

户需求和情感体验部分的研究也并不多，但近些年对竹编文创的

文献数量和研究热度也在逐步上升。

纵观国内对于非遗文化资产的保护，搭建现代数字化平台已

经是当下对于保护和传承的热门途径，例如故宫博物院、故宫宫

廷文化 IP，在互联网时代，很好地进行经典文化的创意传播。但是，

对于竹编这项围绕非遗手工艺的传承和保护的却还有明显的不足。

如：现有研究“竹编技艺”“数字化交互平台”能够进行良好结

合的资料还不充足，还未能够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构架；当下国内

对传统竹编技艺在数字化交互平台的运用实践设计案例少之甚少，

缺乏实质的经验，对于竹编技艺的开发、创意设计等方面还缺乏

很多实践性参考，整个体系有待搭建；再者对于川西道明竹编的

研究和传播的资料更是缺乏，道明竹编极具地域特色的艺术价值

还没有被充分发挥，道明竹编的价值还需要让更多更多人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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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更加行之有效地讲道明竹编进行传承和传播。

（二）道明竹编数字化平台交互设计策略分析

目前，对传统非遗工艺的保护方式还比较有限，因此可以结

合数字化的技术和手段来进行线上交互设计，用科技的形式传播

和展示非遗文化的魅力。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平台

设计：

第一，道明竹编工艺的过程虚拟现实（VR）交互体验模块。

VR 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可以为新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提供机会，

使得用户可以与对象交互并在 3D 空间中体验竹编的乐趣，道明竹

编的交互体验，这一点打破了现实的空间限制，为使用户可以切

实感受到道明竹编优美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用户可以在三维环

境中通过被引导的过程中进行竹编制作，通过 VR 技术的动手操

作自然是最好能够去接触并学习技艺的，以加深对道明竹编制作

技艺的了解，最后制作成属于自己的竹编小产品。互联网的发展

正在慢慢地改变世界，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众多学科领域交叉、集

成的产物，讲用户身临其境地带到竹编现场，在某种程度上讲，

它可以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改变人们对时间、空间、传统文化

的认知，这是一项自身强大且具有潜在发展前景的新技术手段。

人们可以通过带上 VR 头盔，在虚拟空间控制自己的手臂去操作

竹编，能够产生不同以往的体验感。

第二，道明竹编手工艺品的展示、售卖以及手工艺人推介模

块。平台通过当前最为流行的短视频拍摄和动画形式把优秀的竹

编设计输出到用户端，通过此模块人们可以接触了解到更多优秀

竹编相关信息，并提供售卖的区域和功能，直接为手艺匠人创收，

提供就业机会，让优秀的竹编文化能够得以传播和发展下去。

第三，道明竹编交流分享模块。数字化平台的便捷之处也在

于信息的交汇性与实效性，能够进一步有效提高竹编文化的传播

扩散。

（三）道明竹编交互平台的用户体验分析

交互的原型是设计的展示效果，将交互产品的创意想法原型

化，在道明竹编数字化交互平台以用户体验为针对项的交互方式，

从开始进行的低保真原型到后来的高保真原型设计，最终实现数

字化平台。

1. 本能层

产品的情感体验本能层，是指竹编产品的物理属性包括的造

型、材质、色彩、结构等对人的视听、触觉等感官带来的最初生

理感受。

2. 行为层

产品的体验行为层，是指消费者通过使用产品的时候，产品

的使用方式、使用场景与他自身行为习惯、使用需求的黏合度非

常高的交互式体验，所以竹编产品的交互性越强，那么用户在体

验后所从中获得的心理愉悦度和成就感也就越高。

3. 反思层

产品的体验反思层是交互体验的最高层次，它是在前两层的

综合作用后，在用户的内心里产生更加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意识，

并与 用户个人情感、经历、文化背景相互交杂。

结合用户的情感层面进行的交互设计是一种常见的设计手段，

从这个层面出发，一可以为用户真真切切地提供更佳的了解接触

竹编文化的途径，唤起人们对于传统竹文化的情感，二能够为道

明竹编的数字化交互平台注入全新活力，能够进一步开拓道明竹

编数字化平台及硬件设施的前景。

（四）“校企合作”助力道明竹编数字化交互平台研究

在当下高等校园的设计课堂中，将中国自身传统的优秀工艺

代入其中，首先可以提高同学们对于课堂的积极性，让他们从竹

编传统技艺的接触中，了解这类材料和成型过程，近距离感受工

艺美术作品的文化凝聚力。通过对崇州道明传承工作室——丁知

竹成都创意文化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和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的联合研究，并签订了相关的校企合作框架，采取

多种形式把非遗道明竹编引入到艺术设计学院的课堂中去。在设

计课的教学过程当中，也可以组织学生在议定的时间到竹编村进

行实地考察和体验，引导同学们通过近距离观察和体验竹编魅力。

三、结语

竹编是一项极富东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工艺，它包含着中国人

对大自然的思考，蕴藏着丰厚的文化智慧，它集中代表了手工艺

时代先民的审美和风俗习惯，是一种充满文化属性的艺术形式，

在今天依旧可以很好地传播文化内涵。为了川西道明竹编能够得

到更好的传播和发展，建立数字化交互平台的方式带给人们全新

的竹编用户体验，以此来更加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道明竹编技艺，

川西的手工艺瑰宝通过现代媒介进行新颖的表达，以这种方式来

更有效地了解非遗竹编制作技艺和文化魅力，将民族文化发扬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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