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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材一直是早期農村社會最普遍而重要的生活資材，人們生活 中所使用的器物許多都是利用竹材製作而成，而這些竹製產

品中， 竹管家具可以說是相當具代表的產品。如今，早期傳統生活中的竹 管家具已經不如從前那麼普遍，竹管家具的衰

退實在令人感到憂 心。 竹材製作的產品有著相當明顯的特徵，在環保呼聲高漲的今 天，竹材的價值更為顯著，因此，竹

製產品的開發格外迫切需要。 本研究主要分為兩方面來研究，分別從竹管家具與加工技術兩部分 探討： 1. 透過竹管家具

之發展來探討其造形的成因與影響，從傳統竹管 家具的製作過程，探討問題之所在。 2. 由現代「竹材加工技術」的應用

，看到竹製產品的多樣與變化， 從竹製產品了解加工技術演進的始末經過。 3. 經過兩方面的彙整與思考，在構想發展中

衍生「模組化」的竹 管家具，目的在於達到快速組裝與DIY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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