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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住宅家具创新设计方法。方法方法 通过对不同使用者群体生活方式的研究，提出了基

于大众生活方式的住宅家具设计策略。结论结论 这种基于大众生活方式的住宅家具设计理念。能够推

动我国住宅家具的创新设计，从而促进我国家具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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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novation of house furniture design. Methods Through the study on mass life
style，it proposed the design stragety of house furnitu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eople′s daily lif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life styles of different user groups，it put forward the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mass life styles，which was
likel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furniture design in china，and thu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urni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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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是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家具设计的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提升人们居住环境的品质，当前住宅家

具存在高端化的发展趋势，这类家具的外观、价格和

功能都远离了大众，而不同的使用者对住宅家具有着

多样化和差异化的需求，单纯形式化的家具设计并不

能满足大众对家具日益增长的需求。造成使用者需

求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使用者有着不同的生理、

心理和行为特征，这些都属于生活方式的内容，而研

究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是推动当前住宅家具设计创新

比较可行的方法。

1 大众生活方式与住宅家具设计的关系

居住活动与大众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而大众

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对住宅家具的选

择和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方式是住宅家具发

展的根本动因，设计者要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展开设

计，由此来决定家具的外观、材料和工艺等要素的选

择，并最终达成设计目标[1]。然而，推动住宅家具发展

的根本动因——生活方式却总是容易被忽视。

从历史上来看，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一个地区的建筑风貌、室内风格以及家具式样。

以西方城市中产阶层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

市中产阶层通过努力拥有了自己的住宅，人与人之间

也需要有更多的交往和互动。参与社会交流是人的基

本需求之一[2]，随着人际交流机会的增多，起居室家具

同时承载了满足家庭成员的起居和人际交流的双重功

能；为了方便家庭成员的使用，厨房的灶台和橱柜被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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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比较简单的形式；此外设计者将餐厅与厨房打通

以形成了开放式厨房，使得厨房、餐厅和客厅融为一

体，餐桌和餐椅的风格也与橱柜以及客厅的家具相呼

应，这些都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具有时代性，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呼唤着与

之相适应的家具产品，这也决定了生活方式与家具设计

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性体现在生活方式会对现

有家具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家具设计容易滞后

于生活方式的变化，而统一性则表现为正是由于生活方

式的变化才产生出历史上形态丰富的家具产品。正确

把握大众生活方式与住宅家具设计的关系，对于我国的

家具设计乃至行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2 基于大众生活方式的住宅家具设计的优势

2.1 设计创新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升温的个人住房市场带动了

住宅家具行业的繁荣。纵观其发展历程，有些家具生

产企业将技术更新和外观变化作为其自身发展的主

要途径。这种发展思路存在着一些弊端。首先，技术

和物质形态导向的家具设计缺少创新的动力，当一款

家具定型并开始批量生产之后，设计者很难作出大的

改动，也就只能在外观上作些调整；其次，这种发展思

路往往会使家具设计脱离社会大众实际的生活需求，

这样就容易陷入到形式主义的泥潭；此外，家具生产

企业之间“同质化”竞争也不利于我国家具行业的良

性发展。基于大众生活方式的住宅家具设计则重点

关注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关的非物质层面的因素，前

面笔者谈到的西方住宅室内中的开放式厨房就是一

个例子，它建立在现代人追求人际交流以及西方现代

烹饪文化的基础上。首先，开放式厨房利于家庭成员

以及亲朋好友的聚会和交流；其次，在西餐中通过烤、

焗、炖、煮等方式烹制的食物较多，自然就不会产生大

量的油烟而影响就餐。开放式厨房的理念既促进了

厨房和餐厅的家具在技术、结构和形式上的变革，也

为家具生产企业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使用者

也能从中获益。

2.2 满足大众舒适性的需求

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决定了人们对家具设计需求上

的变化。以我国集合式住宅家具为例，我国集合式住宅

家具经历了从20世纪60年代以卧室为中心，家具以衣

橱为主，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客厅为中心，各功能房间

家具及设施齐备的发展过程[3]，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家

具功能的需求逐步细化，更关注家具的舒适性，见表1。

表1 我国年轻夫妇家庭生活方式和住宅家具的发展演变

Tab.1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young couples′life styles and of house furniture

生活方式与

代表性家具

居住条件

家具的需求

消费观念

家庭主要娱

乐休闲方式

代表性家具

20世纪60年代

住宅面积小，以卧

室为中心，卧室兼

具会客、用餐功能

实用，以满足就

寝、存放衣物和就

餐为主

勤俭节约

听广播、看报纸、

学习、看电影

实木衣柜、方桌、

圆桌

20世纪70年代

住宅面积小，以卧

室为中心，卧室兼

具会客功能。有

独立的餐厅

实用，舒适，满足

学习、用餐和

就寝

勤俭节约

听广播、看报纸、

学习、看电影

立柜、写字台、沙

发

20世纪80年代

居住条件有所改

善，有独立的客厅，

卧室面积变小，储

藏空间紧张

满足日常使用，美

观大方，具备一定

装饰性

适度消费

看电视、听卡带音

乐、学习，逛公园

电视柜、折叠桌、折

叠椅、多功能组合

家具

20世纪90年代

室内以客厅为中心，出

现开放式厨房同时配

有餐厅，有卧室和卫生

间，出现书房

美观，材质好，装饰性

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

消费能力增强

实行“双休制”，在家时

间长，唱卡拉Ok、

学习、棋牌

西方古典家具、现代风

格家具（电视组合柜、

床、衣橱、餐桌、座椅）

2000年以后

房间功能进一步细化，客

厅的中心地位得到加强，

书房普及，卫生间干湿分

离，厨房布局灵活

多样化的风格，追求与众

不同

多元化消费

假期增多，家庭聚会、学

习、上网、电脑游戏、到

KTV唱歌、郊游

影音组合柜、多种风格的

家具、多种类型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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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使用者的住房面积相对

有限，而体积偏大的家具会造成室内面积的浪费；其次，

功能单一的家具难以满足人们的舒适性需求，以储物需

求为例，由于缺少储物家具，人们不得不将日常生活物

品集中存放，这给使用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再者，使用者

对家具的需求也会随着家庭人员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变

化，如子女独立成家之后的住宅家具设计的重点，就需

要从关注子女的学习和成长转向研究老年人的居住方

式，因此，这就迫切要求设计者转变思路，着重研究使用

者的生活方式，以真正提高使用者居住环境的品质。

2.3 节约自然资源的需要

在当前，使用者往往很难从市场上选择真正适合

自己的家具产品。究其原因，在于设计者和生产者对

大众的生活方式缺少关注，对大众的使用需求不够敏

感，对目标人群的定位模糊。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国

内的一些家具企业往往遵循以品牌、材质和外观取胜

的理念，住宅家具设计逐渐呈现出时尚化的趋势，住

宅家具的使用年限也大大缩短。这样的住宅家具不

仅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也忽略了家具的经

济、舒适和实用等性能。无论如何，大多数人不会选

择价格高昂且并不实用的家具。来自瑞典的家居企

业宜家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并没有依靠家具的材料和

外形去赢得市场，而是提供了基于现代大众生活方式

的系统化家居解决方案[4]，从人的日常行为和居住需

求着手，宜家为大众提供的产品包括室内日常家具和

配套的生活设施，可谓事无巨细。宜家凭借优质的设

计，低廉的价格以及其倡导的环保理念获得了使用者

的认可。这一例证告诉人们，从节约自然资源和家具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基于大众生活方式的住

宅家具设计不是必要而是必须。

3 基于大众生活方式的住宅家具设计研究

由于大众生活方式的定义比较复杂，因此也就不

容易找到恰当的点来展开研究。这里笔者仅列举3个

研究方向：日常行为、审美需求和家庭结构。

3.1 日常行为研究

人们日常行为方式是住宅家具设计重要切入

点。如瑞典著名设计师布鲁诺·马特松设计的"Eva"

休闲椅，这把椅子的整个椅面由天然的纤维编织带制

作而成，其座椅靠背略向后倾斜，扶手也呈自然的弯

曲状[5]，这把适合现代人的休闲方式的座椅离不开设

计者对现代人行为特征的研究。又如儿童座椅设计，

由于儿童有好动和好奇的特性，儿童经常会将座椅推

翻，或者来回拖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

有不断向外界学习的特征，因此，儿童座椅就需要足够

的结实同时座椅的形式还要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6]。

再如，在德国出现了专门为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设立

的生活社区，该空间以“家庭社区”为设计理念，由一

名护士看护在开敞式客厅中的8~12名老年人[7]，这是

设计者在设计中注重了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行为特

征研究的结果，这也对家具设计也提出了特别的要

求，如注重家具的易用性和舒适性。显然对于人们日

常行为的研究可以真正在家具设计中落实“以人为

本”的设计理念。

3.2 审美观念研究

作为生活方式重要内容之一的审美观念能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住宅家具的选择，因此，设计者

就需要侧重于研究人们审美方式的差异化和多样

化。当前，住宅室内家具“同质化”现象比较明显，以

我国住宅家具市场为例，20世纪80年代，每个家庭的

家具都很相似，到了20世纪90年代，个性化和风格化

的家具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如大量“欧式”家具

开始出现在大众的住宅室内空间。然而人们在挑选

家具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主流审美观念的影响，审美

终究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由于人们的审美观念已

经趋向多样化，如何让使用者可以选择能充分表达其

审美理想的家具应该是设计者不断追求的目标[8]。

许多家具企业也提供了针对不同人群审美喜好

的家具产品，如由叶锦添与“科宝博洛尼”合作推出的

新品牌“叶锦添@九朝会”[9]就是一个案例，该品牌采用

场景化的展示方式再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生活

方式。又比如在“美克美家”的专卖店中，家具被放置

于由不同的家居产品（如装饰画、窗帘、工艺摆件、床

罩、地毯等）所营造的风格各异的环境中，供有着不同

审美需求的消费者选择。显然，要满足使用者多样化

的审美需求，设计者需要真正深入地了解使用者的审

美观念，以创新的方式设计出契合使用者审美需求的

家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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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家庭结构研究

当今，我国社会人口呈现出年龄结构“两极化”和

居住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一方面老年人口逐渐增

多，同时年轻人开始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人群形成了各自

的居住文化，如单身居住、“丁克”家庭、年轻夫妇家

庭、单亲家庭、三代同堂家庭、老年人独居等，这些居

住人群有着各自对家具的需求。

以年轻夫妇家庭为例，客厅沙发应具有躺卧功能

供房屋主人小憩；餐厅可以设置成吧台的形式以方便

亲友聚会；书房的设置形式更趋灵活，尤其是一些中小

型住宅空间没有独立的书房，设计者可根据使用者的

习惯和喜好将书柜和写字台设置在客厅、卧室和阳台

等零碎空间……又以老年人独居家庭为例，由于生理

和心理的条件限制，使得老年人对家具的使用有着更

为细致而严格的要求，独居老人缺少人照顾，因此家具

的设计就要协助老年人完成各项日常的活动。无论是

座椅的舒适度，衣橱柜门的开启方式，还是餐台和橱柜

的高度等，都需要考虑老年人的行为特征。总之，以家

庭结构为突破口研究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根本目的，在

于为不同的人群设计出适宜的家具产品。

4 结语

住宅家具是连接室内空间与人的纽带，住宅家具

设计应该是一种基于大众生活方式的造物活动，因

此，设计者要有更宏观的视野，住宅家具设计除了满

足人们的使用需求之外，更应该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引

领未来住宅家具的发展方向[10]。总之，对使用者生活

方式的研究，可以找到住宅家具创新设计的新途径，

这也对设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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