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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藤家具生产的历史、现状及前瞻 

http://www.365f.com  2006-5-31  8:37:21  《家具与室内装饰》 

南京林业大学 袁哲 吴智慧 

  藤家具在我国是一种古老的家具，由于原料来源及工艺技术等方面原因的限制，藤家具

业的发展很快，不论是在企业的规模、数量、产值上还是在产品的类型、结构、造型、工艺

技术及产品贸易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藤家具成为集艺术造型与功能、技术与材料、

价值与实用的高度统一，在当今家具市场上充满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家具产品，我国的藤家具

远销海内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朴素清新、幽雅恬静的田园气息，藤家具业焕发出无限的生

机和活力。 

  1 我国藤家具应用及生产简史 

  我国对藤的开发与利用有悠久的历史。据前人报道，汉代以前，高足家具还没有出现，

人们坐卧用家具多为席、榻，其中就有藤编织而成的席，藤席和竹席总称簟，是当时较高级

的一种席。《杨妃外传》、《鸡林志》、《事物纪原补》等古籍中，都有对藤席的记载。藤

席是当时比较简单的一种藤家具。自汉代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制藤工艺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藤家具品种日益增多，藤椅、藤床、藤箱、藤屏风、藤器皿和藤工艺品相继出现。中

国古籍《隋书》出现以藤为供物，明朝正德年间编撰的《正德琼台志》及随后的《崖川志》

记述了棕榈藤的分布和利用。福建泉州博物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的沉船上保存着藤家具，这

些都证实当时中国的藤家具发展水平。在现存精美的明清家具中，也有座椅是藤编座面。 

  据清光绪年间出版的《永昌府志》和《腾越厅志》记载，滇西腾冲等地对棕榈藤的利用

可追溯到唐代，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在滇南，据清《元江府志》和民国《续新编云南通

志》记载，棕榈藤的利用开始于清朝初期，迄今也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据研究，云南藤器

在二战前就已有较高的水平。当时，云南的藤器远销东南亚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在云南藤器

中，腾冲藤器的声誉是最高的。藤编被誉为腾冲三佳，史书上腾冲又被称为藤越、藤川、藤

冲，由此可窥豹一斑，腾冲的藤器，人民大会堂曾将其视为珍品收藏。 

  如今，在主要的产藤地点，藤家具已成为家家户户常用的生活用品，藤家具业的发展也

很兴盛。在海南地区，我们会看到各家各户的摆设品都离不开藤器，人们习惯于藤条、竹

片、竹篾、树皮等做成的橱、柜、几、案、架、椅、登、桌和床，是那般的朴实无华令人衷

情于自然之美。在云南西双版纳或腾冲、瑞丽等地，无论是傣族、哈尼族还是布朗族，在他

们的住所里有一两件古旧藤家具也是稀松平常，藤家具以其自然之美高融入到竹搂或蘑菇房

营造的悠悠田园生活之中，甚至于藤家具形成了一定的凤恪特色。在青藤的主要产地陕西省

汉中地区，居民住宅的藤家具应用也很普遍。实际上，在全国各地，无论农村如城市，随时

会碰上这样或那样古旧或时新的藤家具。由此看见，无论过去或现在，藤家具在中国应用之

普遍，藤家具生产之兴旺。 



  2 我国藤家具生产的现状 

  2.1 主要藤类及特性 

  2.1.1棕榈藤 

  棕榈藤是制作藤家具的主要原料。棕榈藤是木质藤本植物，属棕榈科省藤族植物。现已

确认，全世界共有棕榈藤13属，600余种，有经济利用价值藤种比例较小，600多个藤种中只

有20-30种有经济利用价值，它们主要集中在省藤属。这些棕榈藤植物天然分布于热带节地

区，即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热带地区，东南亚是棕榈藤的天然分布中心，印度尼西亚是世

界棕榈藤种数最多的国家，马来西亚是亚太朝阳区棕榈藤资源和丰富度最大的地方。棕榈藤

的人工栽培比较困难，尤其是大规模的种植比较困难。目前，世界藤工业消耗的原藤90%来

自野生的棕榈藤，只有10%来自棕榈藤的人工林。 

  我国有3属A2种26变种棕榈藤植物，利用的有3属20种。主要的商品藤种产于海南岛和云

南西双版纳地区。但是由于人们过度采收和原始热带森林的锐减，天然藤林的面积在逐年下

降，有些藤种频临灭绝，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植藤林，但成功的比例小，现产

量很低。海南岛的年产量约为4000t，最高年产量6500t，云南年产量在1000-2000t，两产区

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目前，中国原藤年产量约为4000-6000t，最高年产量为

10000t。国产原藤仅能满足藤加工业所需原料的20%，其余80%目前都依赖进口，因而，我国

藤家具业原料极其短缺。预计到2010年年产量为66000t，基本实现自己自足，2020年年产量

为106000t，在保证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可适当出口或加大藤业的发展规模。 

  藤茎长可达几米至几百米，直径细者2-3mm，粗者可达100mm。 

  根据藤茎的特性和质地及贸易状况，我国的商品藤可分为五类:黄藤(红藤)类；小钩叶

藤(含棉叶藤、海南钩叶藤)类，省藤居小茎级藤类(藤径<10mm)，含小省藤、多穗白藤、上

思省藤、小白藤、多剌鸡藤及短轴省藤，省藤属中茎级藤类(10mm≤藤茎≤15mm)，含单叶省

藤、云南省藤、麻鸡藤及短叶省藤(厘藤)，省藤属大茎级藤类(15mm≤藤茎)，_含短叶省藤

(厘藤)、盈江省藤、大白藤(苦藤)、长鞭省藤、勐棒省藤、勐腊鞭藤。在云南，人们根据生

产实践中对藤条韧性及强度的理解，将商品藤归纳为两类:糯藤和饭藤。前者，质地好，弹

性大，韧性强，弯曲性能良好，含云南省藤、版纳省藤、小省藤及麻鸡藤，良好的劈蔑用

材，也可用于于制作骨架用材，包括长鞭省藤、勐棒省藤、勐腊鞭藤及钩叶藤等。 

  去鞘藤茎在藤家具业称藤条，似竹，为实心。藤条表皮一般为乳白色、乳黄色或淡红

色，有的藤皮表面有斑点纹，俗称斑藤，具有天然中的装饰性。还有玛瑙省藤，俗称竹藤，

是藤中之王，材质优良，表面色泽好，是较昂贵的藤材。 

  在藤材的横切面上，由外向内比重不一致，藤皮部位比重大，藤尺部位比重小。比重变

化大的藤材材质较差，比重变化较小的藤材材质较好。有关的试验表明，藤材的抗拉强度比

抗压强度大10倍，藤材的抗拉弹性模量不大，但抗拉压强度很大，说明了藤材可塑性强，柔

韧易曲。有试验表明，藤材的热软化点较低，低于木材及竹材，在微波加热的情况下，也是

如此。另有，在水分的作用下，藤材的弹性模量降低，因而，在水热的条件下，藤材极易弯

曲。 

  2.1.2青藤 

  青藤是我国特有的野生植物资源，为防己科木质藤本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陕西、湖

北、四川、甘肃、湖南、贵州等省，也是我国藤家具的主要生产原料之一。青藤的茎为实心

而富韧性，干后表皮为米黄色，光滑悦目，耐腐、耐磨。青藤的人工栽培容易、见效快、效

益高。青藤在我国常被用来描述友谊、形容地久天长，因而有“长青藤”之称，赋予了青藤



 

浓郁的文人气息。 

  2.1.3其它藤类 

  其它还有葛藤、紫藤、鸡血藤等，也有被用于生产藤家具，主要用来编织。葛藤是豆科

多年生藤本植物，在我国的分布极广，除新疆、西藏未见报道外，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区。有

研究报道，在中国古代，葛藤、紫藤被文人墨客幻化成通往仙界的一种方法，与中国古典诗

歌中的松、柏、兰、菊花、桃花、薇等植物一样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

庚信的“游仙诗”中最后两旬“婉婉藤倒垂，亭亭松直竖”中可以凸现这一点，实际在此之

也有这样来赋予葛藤、紫藤品性的，在此之后更是不乏枚举。用这些藤材制成的藤家具，其

文人气息及其所蕴涵的桃园气息不言而喻，家具深具文化内涵。 

  2.2主要产地，与生产能力 

  我国藤家具的传统地主要是云南腾冲、西双版纳、海南、福建、广东、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等地，陕西汉中地区是青藤家具的主要产地。解放后，在云南，藤器工业也受到党和政

府的重视，昆明、腾冲、瑞丽、陇川、景洪、勐腊、江城、绿春等地曾先后办过藤篾加工厂

(作坊)，民间还有许多藤篾加工户，如景洪就有so多家，腾冲有10多家，如今在这些地点，

生产藤家具的厂家依然很多，昆明现有5家。总体上，藤家具的生产今天依然主要集中于云

南、华南地区及陕西汉中地区，华南地区现有近百家的藤器加工厂，在广州附近有数家现代

化的大型藤厂，在广东南海的南坡镇，做藤家具的作坊和店铺比比皆是，以它们为中心辐射

到全国各地，如深圳、广州、北京、上海、南京、青岛、天津、郑州等全国各大省会成市也

都有藤家具的生产。 

  过去，藤家具的生产完全依赖手工工具，是家庭作坊式的加工模式。现在，藤家具企业

规模有所扩大，设备改进很大，尤其是藤芯家具的力工，需要机械化的加工设备，现代化的

设备主要有锯机(推台锯)、劈蔑机、磨光机、蒸汽加热弯曲设备等等，这样，家具的产量及

质量都比以往有很大提高。不过，由于藤家具的原料依赖于进口，往往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

因素之一。 

  2.3藤家具产品主要类型及特点 

  我国藤家具是以棕榈藤家具为主，青藤家具是重要的补充，都是具有环保性能的绿色家

具。藤家具产品的主要类型是椅凳类、沙发类、茶几类及装饰类的几架类，还有其它类的，

但相对生产数量很少。用于家庭客厅、茶室、咖啡厅及宾馆这些场所的家具居多。主要的家

具产品是以藤芯类的居多，家具饱满充实，富有视觉张力，坐感软硬适宜，家具融光滑与粗

糙为一体，触感亲切，色彩以本色、白色、樱桃红及咖啡色为多，或典雅、如朴实、或深

沉，营造出浓浓的浪漫情怀;藤条类的家具也占有一定份量，以它们特有的婉转悠扬和洒

脱，实用和功能的完美结合，体现出以“以人为本”的个性特征。在家具的凤格上，现代简

洁明快的藤家具为主的的情况下，吸收古典实木家具(国外、国内)之神韵的传统风格藤家具

以其华贵和典雅特点显示出极大的市场竞争力，价位较高。在家具结构上，不可拆装式的藤

家具占绝大多数，个别是折叠式的套叠式的藤家具。藤材与木材、竹格、玻璃、钢材等材料

相结合的家具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鲜活的感染力，市场前景看好。适用于户外的塑

料藤艺家具价格较低，实用美观，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总之，藤家具显示出多元化、个性

化的特点。 

  2.4原料及产品的贸易状况 

  棕榈藤的国际贸易始于19世纪中期，棕榈藤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20世纪中后

期，藤制品在国际市场上十分畅销，藤工业急剧扩大，对原藤需求量大增，与此同时，由于



棕榈藤栖息地热带森林的大面积破坏，天然棕榈藤资源急剧下降，于是掀起了种植棕榈藤的

高潮，但大规模的营林都失败了，只有小规模的取得成功。印尼是最大的藤料供应国，约占

世界需求量的90%，但从20世纪8O年代初颁布了原藤出口禁令，中断了我国原藤的主要进口

渠道，这样，我国由从印尼进口转为从越南和缅甸进口藤料。根据从1990年到2002年期间，

东南亚国家藤原材料进出口额的分析可看出，东南亚国家藤原材料进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

国进口额的不断上升，同时其它主要藤原料进口国的进口额下降，在1995年以前，新加坡在

该地区进口藤原料最高，但到1995年，中国进口额超过新加坡成为该地区最大的藤进口国，

不过新加坡在2002年之前原藤出口额一直居东南亚国家首位，主要通过转口贸易的形式进行

原藤出口，新加坡并不出产藤料。中国进口藤原料主要用来生产藤家具，可见中国藤家具业

的发展极其神速。 

  从70年代以来，我国藤器加工业产值和国际贸易额都在以10%的速度增长。在1999年的

国际贸易中，我国藤器的进出口额达1.2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约占20%，创汇9600万

美元。 

  在世界家具贸易中，藤家具贸易占的比例很可能接近4%，在亚洲，藤家具工业实际上占

所有家具工业产值的25%以上，并且在不断增长。藤家具的消费市场是欧洲、北美洲、日本

和其它一些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市场呈稳步增长趋势。20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东南亚

和中国每年藤工业的出口额均以20%到50%的速度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藤料的短缺

等原因，亚洲藤工业的发展速度有所减慢，中国是通过边贸藤工业和出口量的。 

  对藤工业来说，藤产品是一种附加值高的产品，藤原料经过深加工，其单位重量价格约

是原藤的4倍。藤制品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产品之一，中国藤产品的年产值超过1亿美元。

目前，我国藤家具出口至世界五大洲的122个国家和地区。2002年一年竹藤制品累计出口创

汇3.14亿美元，竹藤产品出口金额前10位的是美国、日本、香港、英国、荷兰、法国、韩

国、意大利、德国和中国台弯省，出口金额最多的是美国，为1.00亿美元，占全年竹藤产品

出口金额的31-9%。 

  在青藤的产地陕西省汉中地区，民间的编制的各种藤器系列产品及工艺品行销港澳及日

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高的声誉，每年为国家和山区农民换

回数百万元外汇。同时国内市场也很广阔，远销西北及华北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山区农民

利用农闲和闲余劳动力编制藤器是一项重要的副业，藤编业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极好

的经济效益。 

  3 我国藤家具生产前瞻 

  目前，木质材料仍是家具生产的主要原料，但在全球森林资源目益匮乏、绿色设计和环

境保护被日趋重视的今天，藤家具作为一种非木材林产品在家具界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同

时，根据世界藤家具的消费市场呈稳步增长的态势来看，藤家具业的前景十分看好。有关专

家对藤家具的发展前景也普遍看好，专家们认为藤产业将保持或进入快速增长期。 

  结合我国的实际现状，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下，而藤家具生产工业化程度低，是一

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因而，比较适合我国的人口状况，解决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帮助

这些人脱贫致福，在我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新时期藤家具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原料的短缺问题，因而，加强藤(棕榈藤)培植方面的

研究，大力发展藤种植业，是我们国家党和政府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青藤适应区域很

广，同时易于栽培，进行有指导性的发展也是解决原料短缺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国藤家具业的实力，增强藤家具产品的竞争力，藤家具业或家具界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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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企业要重视藤家具的设计与创新，要有品牌意识。企业要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产

权，要对藤家真的原辅材料、造型、功能、结构、表面装饰、工艺等进行系统设计，紧跟时

代发展的潮流，体现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使之能满足消费者对家具的实用、审美、环保等

方面性能的要求。同时，在设计上，要对自身产品进行定位，有自己的设计理念，形成风

格，深入人心，做大、做强、做成品牌。 

  第二，加强产品的结构设计研究，开发适合于藤家具的可拆装式连接件，从而为家具的

标准化、系列化及规模化生产和设计打下基础。 

  在涉及到不同材料的结合应用上，结构问题如何解决，也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第三，加强藤家具生产工艺的研究，改进藤家具的生产工艺，如:藤材的改性和家具涂

饰工艺等。一方面保证原料的自然特点，满足造型需要；另二方面保证产品的安全性，使用

寿命以及功能和美观的需要。 

  第四，加强藤家具设计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增强产品的文化底蕴。比如，藤家具可依托

中国明清家具的文化。 

  第五，改变藤家具加工企业小而全的现状。进行专门化、规模化生产，开发引进先进的

加工设备、技术以及管理经验。 

  第六，注重市场调查和产品营销。以设计促销售，以销售改善设计，带动生产。 

  第七，加快产品的质量检测体系或标佳的研究制定工作，为藤家具顺利进入国际市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原文刊载于2006年第5期《家具与室内装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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