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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北欧家具与明式家具的比较为基础，探讨了我国传统家具文化的传承问题。指出虽然两者都以造型简约

著称，但明式家具中所具有的精湛结构与工艺以及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都是北欧家具无法企及的。进而提出，在

传统家具文化的传承问题上，应从物质层面的形态、技术层面的结构与工艺、文化层面的造物思想与审美取向等多

方面系统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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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discourse on cultur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is made by comparison between Northern

Europe furniture and Ming-style furniture. Although they have both simple models，Ming-style furniture is more precise

in structure and process，and has richer culture than Northern Europe furniture. So we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hese

aspects comprehensively such as modality，technology and cultue on the issue of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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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家具与明式家具一直以来都是家具设计界

谈论的重点内容，同为经典的设计风格，虽然两者在

地域、时间上相距甚远，但都以其简约的造型特征为

人所称道。北欧家具主要是在 20世纪现代设计运动

的酝酿与成长过程中为世人所认识的，北欧四国在吸

收了现代设计理论的同时，坚持走现代家具与传统风

格、地方材料、传统工艺相结合的道路，表现出“对形

式和装饰的节制，对传统价值的尊重，对天然材料的

偏爱，对形式和功能的统一，对手工艺的推崇”等特

质，普遍被认为是有人情味的现代家具。

中国传统家具特别是明式家具，以其端庄沉稳的

造型和精妙绝伦的工艺，向世人展示出古朴、典雅的

气韵，为世人所敬仰。胡文彦在《中国家具鉴定与欣

赏》中对明式家具的风格特征作了精辟的解读，其主

要特征有4个：造型简练、以线为主；结构严谨、做工精

细；装饰适度、繁简相宜；木材坚硬、纹理优美

[1]

。正是

这些优秀的品质让明式家具谓为经典，在满足基本使

用功能的基础上，造型的简洁、结构的严谨、做工的精

致、装饰的合度、质感的充分表达，这就是应该正视和

传承的传统家具的优良品质，而北欧家具也具有同样

的优秀品质。如今，在一个设计多元化发展的时代，

如何审视与继承传统家具文化，成为人们要面对与思

考的重要问题。对此，笔者将从北欧与明式家具比较

的角度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1 造型的传承

在传统家具文化的继承上，造型无疑是人们最为

关注的问题。明式家具与北欧家具虽然都以简约的

造型著称，但其背后的渊源却截然不同。北欧家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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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更多关注家具本体层面的内容。精炼的家具部

件、简单实用的结构、摒弃多余的装饰、为满足舒适

性而使用的曲线与曲面，用线条、体量、造型自身来

展现简约的美感。明式家具的简约一般认为是受到

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道家文化中的哲学与美学

思想，提倡“大道至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另外，明代文人在家具制作中的积极参与、对

家具的审美诉求也促成了明式家具的简约质朴之

风。单从造型的简约来比较，北欧家具由于更为关

注家具本体层面的内容而显得更加精炼，但也正因

为明式家具所涉及的内容层次不止于此，才形成了

别样的造型体系。

明式家具独立的造型体系完全区别于其他的家

具文化体系，流畅饱满的圈椅、安全私密的架子床、带

飞角的翘头案无不以其独特的造型给人以强烈的视

觉和文化冲击。传统家具文化现代传承最为直接的

体现是形的传承。很多专家、学者对造型传承进行了

探讨与推敲，也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切实可行的

方法，主要是对造型元素、装饰符号的概括、简化、重

构、变形、移用、类型转化等。

在讨论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造型传承问题上，人

们始终无法绕开汉斯·魏格纳、库卡波罗的作品，对于
这 2位北欧设计师的作品，人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作为现代家具设计大师，他们吸取了中国明清家

具的造型特点，设计出了具有现代感的简约时尚座

椅。汉斯·魏格纳的“中国椅”（见图1）对传统圈椅（见

图2）的造型进行了提炼与简化，并结合了丹麦优良的

手工艺品质。库卡波罗的“龙椅”，见图3，把龙的图案

作为一种装饰符号并结合传统的色彩用于家具的面

饰之中。这些作品作为经典案例，指引了人们的创作

方向，值得认真学习。

2 技术的传承

把汉斯·魏格纳和库卡波罗的作品与传统家具相
比较，在造型上确实简化了，更加时尚、轻巧，但从技术

层面看，两者的结构体系以及相应的工艺截然不同。

北欧家具结构以“简单、适用”为原则，而传统家

具结构缜密精巧。中国的传统家具能做到不用钉子

少用胶、只靠榫卯来达到结构的稳固性，数百年经久

耐用，结构是其根源，是传统家具的精髓。这是隐藏

在造型背后更深层次的内容，如此的结构体系，独一

无二，是其他家具结构体系无可比拟的。正如精湛的

中国传统建筑木作技术，这些内容更应值得关注。同

时，结构也是承载传统家具文化的重要内容，有些结

构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识别性，只有中国传统家具才

具备，比如束腰、抱肩榫、夹头榫、霸王枨等，结构符号

成为体现传统的重要载体。

在结构的继承上，为了更好的适应机械化的生产

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结构的适度简化是必要、可行

的，相应的工艺也要随之改进。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传

统家具结构的现代化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对主要的

图 1 中国椅

Fig.1 China chair

图 2 圈椅

Fig.2 Round-backed armchair

图 3 龙椅

Fig.3 Long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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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结构进行了改进。突出表现在偏心连接件和定

位圆棒榫的使用上，以便于拆装和机械加工

[2]

，但需要

注意的是，结构作为传统家具的精髓，蕴含了丰富的

技术与智慧，其整体的精巧性不应改变。

与结构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工艺，这一点也

值得强调。传统家具中包含了丰富的木作技术和装

饰工艺，雕刻、镂空、镶嵌、描绘、漆饰等，皆为所用，每

种技术又包含多种工艺，比如雕刻有线雕、浮雕、透

雕、圆雕、双面雕等，雕刻用材有竹、牙、玉、石、珐琅、

螺钿等，雕刻工艺因材而异。

传统家具中的诸多工艺都应该受到保护和发扬，

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的价值是巨大

的。家具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必定包含了传统工艺

和手工艺的与时俱进，这一点已是业内人士的共识。

同样，北欧家具的手工技艺也很优秀。北欧家具作为

手工艺与工业相结合的典范，凡是能用机器有效的制

造出来的任何部件，都由大工业进行生产，而其细部

则由工艺师亲手来处理，这种手工艺的传统被认为是

在现代家具中体现人情味的重要因素。

北欧家具的手工艺传统突出表现在精良的木作

技艺以及对品质的追求上，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北欧

地区的高寒气候以及所倡导“为日常生活而设计”的

理念直接相关。由于这种高寒气候，北欧地区的人

民有更多的时间在室内度过，所以对家具等陈设的

品质具有不倦的追求。北欧家具倡导为日常生活而

设计，关注家具的使用舒适性，这就要求与人体密切

接触的位置可能需要大量的曲线形态。比如扶手、

靠背、座面等位置，当曲线与直线部件相结合时，又

产生了流畅、柔和的节点作为过渡。这些曲线形态

的加工即便是在今天，可能仍需要依靠精良的手工

技艺来完成。由于这些曲线的使用，无论在视觉还

是实际使用上，都变得柔和而亲切，促进了“人情味”

的表达。

北欧家具传统木作技艺的精良之处主要体现在

曲面、曲线的加工上，再加上其结构体系以简洁适用

为目的，与明式家具相比较则略逊一筹。明式家具

精湛的木作技艺直接得益于中国木框架结构体系建

筑的完备，各种工艺技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已相

当成熟与完善，即便是加工难度很大的优质硬木，各

种线型也不在话下。更为精彩的是复杂的结构体

系，在家具上看只是几条接缝，但内部的结构却精妙

严谨。另外，由于北欧家具基本上摒弃了额外的装

饰，相对明式家具体系庞杂的装饰工艺来讲就更难

企及，所以立足传统家具文化的传承，技术层面的结

构和工艺作为传统家具的精髓应该全方位的进行保

护和发扬。

3 文化的传承

在造型和结构的区别之上，北欧家具与中国传统

家具更重要的是在造物思想和审美取向等文化层面

的巨大差异。在同样简洁的形式之下，北欧家具所表

达的是民主设计的思想、为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设计的

理念以及人文功能主义的信念。古代斯堪的纳维亚

人所创立的议事机构“庭”可以说是欧洲乃至全世界

最早的议会体制之一，集中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民主

精神细致入微的体现到日常生活领域。

瑞典作家及社会学家埃伦·凯在《大众化的美》中
主张为全体人民设计，强调通过诚挚简约的手法来体

现美感。北欧在 20世纪初的欧洲战争中受到得影响

较小，工业经济得以平稳发展，设计也更多地思考社

会的责任和意义，强调为所有阶层的公众服务，设计

制造“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将美的品质注入到大众

化的产品之中。

北欧的现代设计思想将功能主义做了较大调整，

更突出的体现为富于变化的造型、自然材料的使用、

柔和有机的形式，显示出对自然和社会的亲和力，被

称为“人文功能主义”

[3]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家具中

所包含的是“中和”为美的儒家美学思想

[4]

、自然为美

的道家美学思想

[5]

、空灵为美的禅宗美学思想

[6]

。儒、

道、释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反映在各种传统艺术领

域。讲求“天人合一”，重视万物和谐以及人的核心价

值；主张“文质兼备”、“美善相生”，要求功能与形式的

高度统一；认为“大道至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倡导简约质朴；主张“道法自然”，崇尚自然之美；

追求“韵外之致”、“境生象外”，追求空灵、虚无、含蓄

的意蕴和艺术境界

[7]

。

中国传统文化把“天人合一”作为最高的审美境

界，认为最高的美是一种整体之美，是主体与客体、人

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物质与心灵的交融和统一而产

生的和谐自由的审美关系。由此而产生的诸多美学

命题，如“文质兼备”、“美善相生”、“情景交融”、“形神

马涛等 从北欧与明式家具的比较谈我国家具文化的继承

99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2 No.18 2011. 09

统一”等，都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所统摄，而

这些美学范畴无不深深烙在中国艺术作品和器物之

中

[8]

，明式家具就是典型的代表。

明式家具稳重大方，比例适中，方方正正，体现的

是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儒家思想提倡

“礼有法度”，在明式家具的椅子中，靠背与坐面几近

垂直，除了满足“坐”的基本功能，更是一种礼教尺度，

规范人们“行得稳，坐得正”，“正襟危坐”。圈椅上圆

下方的基本构图是中国古代“承天象地”、“天圆地方”

的哲理观念在造型中的具体运用。

“文”与“质”、“美”与“善”的命题转化为现在的评

价标准，就是功能与形式的辨证统一。明式家具的造

型中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结构装饰件”，各种牙

子、卡子花、矮老、罗锅枨、霸王枨等构件，其主要作用

是加强结构的牢固性，但这些构件都以优雅、精致的

造型出现，极具装饰性。

《老子》：“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

为美在本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明式家具的

简约而少装饰正是以突出木材自身的纹理为美。“充分

发挥材料的自然性能和天然美感，无疑是体现自然创

造的最直观、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9]

。”

明式家具中适度的装饰也传达了丰富的文化内

涵。装饰纹样大都富有吉祥寓意，各类祥禽瑞兽、植

物纹样、组合图案大都以富贵、吉祥、祈福、劝善为主

题。“官帽椅”、“太师椅”以及在椅类家具中常用的

“步步高脚枨”，其命名也彰显了浓郁的民俗文化。

传统家具所具有的文化底蕴是其他地区与民族的家

具所无法比拟的，文化才是传统家具的灵魂，需要着

力研究与传承。如果说一定要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

东西，那么着眼点应该在文化层面，造型只是载体，

指导造型的造物思想、美学标准才是决定形式的主

要依据。

4 结语

传统家具文化包括3个方面：一是物质传统，主要

指丰富的家具形制，它反映了一种传统的外部形态；

二是技术传统，包含了家具的结构与工艺特征；三是

精神传统，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造物思想、审美取

向、行为模式等内容。这些则反映了一种传统的内

涵，它是潜藏于外部传统文化背后的内在因素，正如

一种家具文化区别于其他家具文化的内在标志。这

些相对稳定的内部因素决定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与

延续性，是家具的文化基因。

在传统家具文化的传承上，不应仅囿于物质层面

的造型问题，传统家具所传达的优秀品质都应该加以

认识与挖掘。在造型传承的基础上，注重结构、工艺

的保护与发扬，更应认真研究与传承传统家具文化精

神层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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