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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家具文化符号的设计提炼与呈现

张耀引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210037）

摘要：基于传统家具文化的研究现实，分析了故旧的传统家具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局限，论述了对传统家具文化特色

的现代发扬，是建立现代中国设计特色的途径之一。建立了传统家具设计文化研究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对传统家具

设计哲学的现代应用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家具文化符号的抽取、提炼及现代呈现展开了细致论述，同时以图

示化的手法进行了应用性推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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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culture，it analyzed the research meaning and limits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discussed the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sign culture was one way to establish modern Chinese design

features. It established the thinking mode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sign culture, proposed modern application ways for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sign philosophy.Based on it，it made a detail discussion on the extraction，refine and modern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culture symbol，and deduced the graphi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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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一类器物。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将各类

物料以不同的结构及形态组合起来，创造了千姿百态

的家具产品。这些家具产品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物

质体现，并不应该只被看成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直接目

的，而应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过程产物和手段[1-2]。

任何一件家具或一类家具的出现在今天看来都不是

偶然现象，其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为支

撑。传统家具（设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古代家具匠师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

技艺，赋予了中国传统家具独特的民族气质和丰富的

文化内涵，创造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非凡艺术成就，使

之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与设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战争的侵扰以及强势西方文化的传入，使

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传统家具文化本

身甚至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状态至今仍未有本

质改变。鉴于此种状况，思考如何承续灿烂的传统家

具设计文化并在现代设计中有所应用，不但有助于中

国传统家具设计、文化与技艺的传承，更加符合全民

找寻“中国创造”良方的时代需求。对传统家具文化

的研究一直是家具设计领域的热点，以王世襄为代表

的传统家具研究先贤，通过他们的努力在为人们保存

了大量珍贵家具实物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家具文

化的研究门径[3]。而若想使传统家具设计文化在当代

设计中有所体现并被消费者所接受，不但需要当代家

具设计师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传统家具设计的特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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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传统文化现代应用思维导图

Fig.1 Application mind map of traditional culture

用现代设计理论进行系统地归纳和提炼，从而使新

设计的作品表现出为人认同的中国气质与底蕴；还

需要设计师对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符号的特点、文化

内涵乃至家具形态设计的构图原理、规律有足够

系统地认知，并在综合传统认知与现代方法的基

础上，通过系统设计实现中国传统家具设计文化

的活络运用。

1 改变思维模式

对传统家具文化的应用型研究是一种创新性的

研究活动，需要研究者首先在思维层面上建立正确的

研究理念及思维模式，才能保证后期的研究成果具有

足够的实践指导意义。思维模式是人脑对信息加工

过程和加工结果的集合，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观点、结

构和信念的一种内在系统，它对人们的言行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基于上述原理，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对于

包括设计活动在内的所有创新活动而言，虽然创新概

念范畴广泛，但是人类的所有创新成果都首先源自

于理念与思维层面的创新 [3-5]。人类对周遭事物的

利用及再挖掘，都必须建立在对这些事物的清晰与

系统地认识之上。对于文化研究与再利用这类复

杂体系的认知，更需要研究者在研究与应用之前，

对研究思路及应用在思维层面上建立起正确的框

架体系。

早先的家具设计领域，对传统家具文化的研究多

以专题形式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说多属于碎片式的研

究，其研究成果多止于形态特征的提取、结构工艺的

归纳总结以及家具实物的断代、保存与保护，很少能

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现代应用探索。对传统家

具文化的应用式研究，除了总结和更新前人的研究成

果之外，应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对传统家具文化特

色的现代发扬上，这就要求研究者站在现代产品系统

规划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将传统家具设计的特征文化

符号以及设计特色进行系统梳理，并借助现代技术手

段提炼归纳出一系列具体的特征符号、结构形式；然

后在对当前技术手段、消费市场以及消费者的生活形

态进行整体研究之后，抽取出具体、明确的设计需求；

之后，在产品系统设计功能、结构、形态、人因、色彩等

诸要素构成的体系中，具体地探寻现代产品设计的构

成方案，具体流程见图1。

2 传统家具造物哲学的新应用

通过研究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

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巨大的，从早期的席地而居到现今

的垂足而坐，传统家具形式及其承载的艺术、文化内涵

随之逐渐改变，但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因为形式

的改变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4-5]。家具作为人工制品具

有极强的物质属性，在实现家具功能的过程中，传统工

匠既遵循客观和自然的法则，同时又依据中国特有的文

化观念，创造了中国传统家具独特的造物哲学。

首先，在材料方面，传统家具向来遵循“文”、“质”

并重的选材准则，这就要求所选择的加工材料不但要

能够实现家具的实用功能，还要在尊重材质自然美感

的同时，表达出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民族气质，这

种对材料“文”、“质”的推敲考量，恰恰反映了中国传

统造物哲学中“人工”与“天成”之间的辩证关系[6]。其

次，传统家具设计在形式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

中国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向来讲究“意境”，这种追求对

传统家具创制的直接影响，就是传统家具注重文化的

“神”性表达，而非简单“形”似再现。文化题材大多通

过抽象形式表达，并利用抽象形象的可塑性留给观者

更多的遐想空间。另外，在处理家具及其所处空间的

关系上，中国传统家具在设计理念上留给用者极大的

发挥空间，强调家具与周围环境的“共生”关系，着意

于氛围、意境的营造。从最初的屏风到之后的帷幔、

隔扇，利用“间隔”的手法分割空间的同时，又增添了

视觉上的空间层次，含蓄、变通地赋予了家具空间更

多的功能和意义。

任何器物表现出来的文化风貌，都是这一文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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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哲学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化体现，中国传统家

具设计也不例外。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中，中国家具在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特征及文化

面貌，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家具文化丰富的外在特

征，而支撑这种丰富性的却是唯一的中国传统造物哲

学。所以，对于传统家具设计文化的现代传承及呈

现，不应执着于对传统样式以及加工手法的模拟和再

现，而应将重点放在对传统造物哲学中“天人关系”、

“物我关系”的现代转化上。如此，不但能从根本上保

证现代设计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还有助于跳出具

体传统文化符号的条框；既满足现代人的多样需求，

又拓展了传统造物哲学的应用范围，这才是扬弃传统

设计文化的正道所在。

3 民族符号的通识性表达

由于所处自然条件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世

界上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形态迥异的生活形式以及道

德观、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构成了一个民族区别于

另一个民族的文化风貌、特色。作为人类文化承载体

的器物设计，将各民族不同的造物理念在人类的历史

文化进程中进行了充分的展示[6-8]。不过，虽然这些器

物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有着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但归

根结底它们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存在，其身上所承

载的文化以及蕴含的意义，并不能像人类一样通过

“语言”（话语、动作）的形式表达出来，只能在人类依

据自身能够理解的符号传播体系进行解读之后，完成

其意义及文化传播。这也就是说，器物形态所能承载

和传播的文化，是生活在具体环境中的人赋予的，其

意义的传达必须建立在形态符号的可理解上。所以

若想对传统家具设计文化符号进行现代式的应用和

传达，设计师不但要把传统设计符号揉入现代产品设

计（而不是简单的符号添加），同时还应将设计的关注

重点，放在如何使新的产品形态符号语言，唤起受众

对传统家具文化的回忆、想象与思考上，从而使这种

传统文化符号的应用，升华为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共

鸣。但值得所有设计师注意的是，现代市场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使这种文化理解与意义传播过程变得越来

越复杂、困难。虽然对某个民族特定文化符号的理

解，需要对背景知识有所了解，但这并不代表这类符

号只能得到本民族的应用与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

设计方案，也并非只有印上龙凤图案抑或是京剧脸谱

才能被看作中国的设计，通用化的设计元素一样可以

表达出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在多元的现代文化传

播语境中，要使基于中国传统家具设计文化的现代设

计，获得国际认同的“中国气质”，需要设计师在中国

传统家具设计中找到一种既基于民族艺术传统，同时

又符合现代美学发展规律的系列符号，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形态设计规则和方法[9]。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

设计师可以利用现代设计中的形态推衍方法，将传统

家具的特征符号在特定的传播语境中，收敛成具有代

表性的（设计初期甚至可以是碎片式的）基础形态或

图文摘要；之后，再利用符号学设计方法中的隐喻、双

关、象征等具体手法，将传统家具设计的文化内涵，发

散成不同的具体的设计形态；进而利用产品系统设计

方法发展出具有明确民族文化特征的现代产品解决

方案，见图2。

4 结语

以产品设计的形式来进行某种文化的表现与传

播，大多经由产品的形态设计及其装饰纹样来实现。

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各民族展现造物

智慧的过程。经过漫长发展历史，现实中已经很难找

到表征某种文化内涵的唯一特定符号；同时，文化的

多样性又决定了产品传达给消费者的感知不可能是

一种具体、明确的文化联想。对传统家具设计文化的

现代呈现，如其他传统文化的发扬一样，是一个系统

（下转第71页）

图2 形态文化特征的“收敛-发散”流程

Fig.2 "Convergence-divergence" flowchart of morphologi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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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大程度地反映自身的技术特征、文化特征，才能

够使中国的重型载货汽车设计顺应市场的快速发展，

并以自己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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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过程，需要有志于此的设计师厘清传统家具设

计文化发展框架的同时，归纳、抽象、总结出能够代表

这一特色的形态符号体系及其应用原则；之后，根据

不同的实际设计目标，在由功能、形态、人因、色彩以

及结构、材料等设计要素构成的现代系统设计框架

内，对体系中的形态、符号进行创造性的加工，并利用

现代并行设计的检验方法，在设计的不同阶段对当前

以及预期设计成果进行不断验证，最后设计出具有明

确文化内涵同时又易于消费者接受的产品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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