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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通观”的角度将宋、明、清家具视为一个整体——“近世家具”，置于中国“近世设计文化”宏观背景下，来综

合研究近千年来家具设计风格的演化和“近世设计文化”形成的思想潮流，这对中国古典家具设计研究及当代中国

家具设计的复兴提供一种突破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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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macroscopic background of "Jin-shi(modern) design culture"，it looked the Song，Ming and Qing

furniture all-sidely as a whole.Through researching the style evolution of China′s furniture design in nearly a thousand

of years and the ideas based on "Jin-shi（modern）design culture"，it showed a probability of breakthrough of China′s

classic furniture study as well as renaissance in China′s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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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清家具设计研究要想取得新的突破，方法

与视角的更新是必须的。家具设计艺术传统的本体

论研究方法当然仍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新方法与新思

路将会拓展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如果从“通观”的角

度将宋、明、清家具视为一个整体——“近世家具”，置

于中国“近世设计文化”宏观背景下，通过继承和发展

关系来综合研究宋、明、清家具近千年设计风格的演

化和“近世设计文化”形成的思潮，对中国古典家具设

计研究和当代中国家具设计的创新提供一种突破的

可能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1 关于“近世设计文化”

钱穆认为思想文化是了解一个时代的“一至要

之项目与关键”[1]。同样，设计文化就是了解一个时

代设计艺术风格及其变化“一至要之项目与关键”。

设计文化是以设计对象为载体来传达人对各种关系

的历史性认识和情感的。在诸多关系中，设计文化

优先关注由人类生物性需要所展现的日常生活的特

有意向性目的，所以在其文化范式中，首先描述设计

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其次，关注设计与人的精

神性、社会性需要的关系，即设计与政治、伦理以及

审美间的关系，以及由人的社会性需要所产生的社

会经济关系，如设计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之间的关

系。再则，设计的表征方式，即设计符号能指与所指

之间的关系。可见，设计文化是人类通过设计对自

己所拥有的整个文化系统的符号化过程，具有共时

性和历时性特征。

宋、明、清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进入高型化近千年

来由酝酿成型、成熟兴盛到多向度发展3个具有代表性

的样式，是中国“近世设计文化”由盛而衰的直接反映。

“近世设计文化”的提出基于 20世纪中国学术与

赵克理 宋、明、清家具设计新论
123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4 No.24 2013-12

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在众多成果中，胡适从“通观”

角度用“近世哲学”或“近世思想史”的概念将自北

宋至清代近千年的学术、思想史看作是一个大的思

想史单位,强调这一思想史阶段内部的思想变化运

动过程及其问题意识的转化。认为“中国近世思想

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

的大路。但中古宗教的势力依然存在；……向来理

学家说这两条路‘如车之两轮, 鸟之双翼’,其实这两

条路，分之则两面全，合之则两伤。五百年的理学

之所以终于失败，正因为认路不清，名为脱离中古

宗教，其实终不曾跳出宗教的圈子。”而“这（指清

代）三百年学术界的趋势只是决心单走那格物致知

的路，不管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 [2]。”钱穆、熊十

力、冯友兰等均认为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之继续，

可以认为，自宋至清近千年间，中国思想史是一个

以理学占据主导潮流的大的思想单位。作为哲学化

的新儒学，理学扬弃了传统儒学的宗教性特征，建

立起融合易、老、玄、释精致思辨的哲学体系，从而

在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形而上“理”

的世界。由于思想史与设计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

内在联系，基于这一理路，相应地近千年来的设计

文化也可被认为是属于一个整体性颇强的“近世设

计文化”，而传统本体论研究所称谓的“宋代”、

“明式”、“清式”家具设计则可被认为是“近世家具”

设计，其风格演化就是在“近世设计文化”这一大的

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近世设计文化”的基本特征可简单归纳如下：

（1）在理学思潮影响下，完成了从汉唐崇尚华丽丰腴

的外向性格向质朴典雅的内敛性格的转型，在文人

的直接参与下，全力追求设计文化中人的内心世界

情绪的精致化表现，奠定了“近世设计文化”全新的

审美价值取向。（2）设计文化重心下移引发设计文

化流动性增强，出现官方与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设

计文化并存发展、相互借鉴的态势，形成对中国传统

设计文化的全面回顾与总结。（3）日益精致化的思辨

哲学思维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在解决人与物的关系

时，追求严密的思考和结构的合理性以及材料的综

合性关系，使其具备了更多的近代性特征。（4）西方

设计文化东渐，使东西设计文化汇合和家具设计风

格转型成为可能，但其后的发展因封建社会的解体

和长期社会动荡而中断。

2 从“近世设计文化”看“近世家具”设计艺术

长期以来，“明式”家具因广泛受研究家关注而成

为家具研究中的显学。受本体论研究方法影响，人们

很少将目光投向这种成熟设计风格形成的开始和后续

的演化。即既忽视宋代家具设计对“明式”家具的开拓

和奠基作用，也忽视了“明式”家具演化为“清式”家具

的必然性。所以这里提出以“近世设计文化”的视野，

用“近世家具”的观念建立宋、明、清家具设计艺术的内

在联系，来通观这种家具设计风格演化的整个历程。

将宋代家具设计作为“近世家具”设计开端的主

要缘由：宋代家具首先形而上地确立了家具设计新的

审美取向，这就是“宋明理学强调心性为本和道德意

志的提升，通过存性去欲、保持内敛的生活实践达到

‘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使得由艺观道成为宋明时期

文艺界的价值取向。再此语境下，有大批文人参与下

的家具设计，扬弃了先秦时代的质朴浑厚，春秋秦汉

的浪漫神奇，两晋南北朝的婉雅秀逸和隋唐华丽润妍

的一路走向，另劈出简洁隽秀的蹊径，获得了自“动”

向“静”，由“绚烂”归于“平淡”的风格之变[3]。”其次，设

计中完全摒弃了唐以前的箱型壶门结构，建构出与中

国传统建筑相关联的、适于垂足坐的梁柱式框架结构

（或梁架结构），部件间通过榫卯相连，部件与部件、部

件与整体间均按照严谨尺度刻意推敲而成；再则，寓

装饰于结构之中，家具结构部件（如腿足、牙头、牙条、

壶口、矮老、卡子花、杖子、托泥等）在具备结构的功能

意义之外，同时展示出造型和装饰特征。明代在长期

工艺积累和经济发展支持下，受住宅、园林建筑和海

外贸易推动，以吴地为中心，在宋代家具基础上，进一

步追求尺度、比例方面的简洁与单纯，并充分利用花

梨、紫檀等珍木材料质地坚硬、纹理细密、色泽光润的

特点，最终沉淀出王世襄所谓的“十六品”风格。同

时，适应室内不同功能分区的配套家具的出现极大地

丰富了家具的品类，最终将中国“近世家具”设计推向

设计艺术高峰。

清政权在建立过程中首先解决了自身相对落后

的民族文化与先进汉文化间的矛盾，选择正统儒学

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尽管康熙以程朱理

学独尊，雍正推儒、释、道并重，乾隆唯伦理观念是

重，但“崇儒重道”这一文化选择为康乾盛世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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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思想文化根基。“近世设计文化”就是在这一

文化背景下，通过汉满、东西审美文化的融合而完成

自身的更新，相应“清式”家具设计也体现出有别于

前代的特色。在这一文化融合过程中，清式家具设

计的变化创新基本遵循 3个理路并形成不同的地域

特色。

其一，中西融合。以广州为中心，秉持岭南文化特

有的兼容并蓄、开放灵活、创新求变和务实功效精神，

在保留“明式”家具比例适宜、结构严谨、榫卯合理、制

作精良的基础上，大胆地吸取了西欧家具巴洛克、洛可

可和新古典风格的造型与装饰，创造出造型浑厚、体态

凝重、雕刻繁缛、装饰华贵的家具艺术样态。

其二，满汉融合。满人入主中原，为满汉文化融

合提供了契机。“清三代”以皇宫环境和满族统治者奢

侈性生活审美趣味为需要，在大批苏工和广工的参与

下，以“明式”家具为基础生产出体量厚重、雕饰华丽、

富丽堂皇的硬木家具，与另一门类家具——漆饰家具

一道，开拓出另一景象：家具造型追求浑厚稳定，装饰

手法雍容华贵、富丽繁缛，而且雄伟而不臃肿，富丽而

不低俗，繁缛而不累赘，精雕而不繁琐，真实地体现出

“近世设计文化”中含蓄内敛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盛世

文化的自信。

其三，传统设计的自我更新。以苏州为中心的家

具设计，一直秉持“明式”家具设计文化传统。在局部

有限地吸收“广作”和“京作”的部分元素，造型上创造

出如直背椅、云钩扶手椅、小型书桌、各型琴桌以及圆

形类家具等许多新颖的形制和式样。家具装饰上引

入“文石”、“文木”来摆脱墨守成规的装饰手法，运用

云石的天然图案和木材不同色泽纹理的相互衬托、补

充，创造出一种诗与画的境界，有效地将时间引入到

空间之中，使家具设计艺术审美从传统的空间审美转

向时空一体的审美意境。这是吴地文人对“清式”家

具的巨大贡献，充分反映出中国设计文化的自我更新

的创造力。

总而言之，从“近世设计文化”来观照“近世家具”

设计，可发现宋代家具是中国“近世家具”设计的滥

觞，“明式”家具是中国“近世家具”设计的高峰，而“清

式”家具则是中国“近世家具”在与外来设计文化激荡

和创新过程中的多元化选择。近世家具设计发展演

化的这一变化节奏与该时期占据思想世界主流地位

的理学思潮的盛衰存的在明显地同步关系。

3 “近世家具”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通观”的角度提出“近世设计文化”来观照“近

世家具”设计，找出这个时代家具设计风格兴变的深

层文化缘由，如果依此基点将研究前移或后移，至少

具有如下意义。

3.1 中国家具设计史如何书写

前已述及，设计文化是以设计对象为载体来传

达人类对设计与人类生存之间、设计与人的精神

性、社会性需要和设计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各种关

系的。对于家具设计而言，决定设计风格转向的根

本原因是一个时期思想世界深处所形成的设计文化

或设计审美文化。长期以来，家具研究受限于本体

论，致力于从结构到造型，从材质到装饰，就历史纪

年论家具设计史，从而遮蔽了设计文化或设计审美

文化史在家具设计史书写中的作用。范增曾感慨：

“中国文人介入那个领域，那个领域就花开满树、月

满中天，这是中国文化起的作用 [4]。”既然已经看到

理学与其相关的设计文化或设计审美文化对“近世

家具”设计的重要作用，是否也应关注中国思想史

上原始宗教思想与夏商周三代家具设计、轴心时代

诸子思想与春秋、汉唐家具设计之间的关系。所

以，中国家具设计史的书写应该是一部家具设计文

化或设计审美文化史的书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的

符号化反映。惟其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家具设计演

化的深度和广度。

3.2 中国家具设计的现代化

中国“近世家具”在世界家具设计史上创造了前

所未有的高峰。令人瞠目的是一些研究者竟发现它

们的审美取向和其中一些作品与西方现代家具设计

存在某种微妙关系：如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等画

中的玫瑰椅（折背样）与包豪斯马歇·布劳耶设计的

“瓦西里椅”，同时代刘松年《四季山水图·夏》中的

躺椅与荷兰风格派里特维而德设计的“红蓝椅”结

构上的相似性，以及当代芬兰设计师约里奥·库卡

波罗 1999 年设计的充满眀式韵味的“东西方系列

椅”和“中国几”。说明中国“近世家具”设计已经存

在着现代性文化的某些特征，这一点也获得中国哲

学研究者们看到“中国近世哲学”的某种现代性论

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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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近世家具”设计后期与西方设计文化的交流、融

合与创新所展现的多元化倾向和方向突破的选择因

种种原因已经停滞了近百年。当代中国家具设计现代

化已不仅仅是该类设计的现代化，它已经融入民族复

兴的潮流之中。有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融合与

创新的历史经验、方法论和无数经典样式，时下迫切需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文化或设计审美文

化，更需要隐匿在设计文化或设计审美文化之后的中

华现代文化思想。“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

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

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5]。”

钱穆的这段话可以作为对以上需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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