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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当代微建筑中家具的特点和家具设计方法。方法方法 从当代微建筑中家具的发展现状，

分析了微建筑这个特定空间形式中的家具具有精巧化、科技化、生态化、个性化等特点。从微建筑中家

具与建筑空间的位置关系，归纳了3种家具设计的方法。结论结论 当代微建筑中的家具设计，可以节省空

间资源、转变空间性质、提高空间效率，实现微建筑中空间形态和艺术审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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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furni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furniture design in the micro-architecture.

Methods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urniture in micro-architecture，it elaborated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furniture design in specific spatial forms，which are exquisite，technological，ecological，individual and so 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micro-architecture and furniture.It summarized three method of furniture design.

Conclusion The furniture design in micro-architecture can unite spatial forms and art aesthetics in micro-architecture by

saving space resources，changing space quality，and improving spac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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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建筑是近几十年来设计师和城市住民青睐的一

种空间形式，它以单元住宅、单体建筑、公共艺术品等

多种方式存在，借助小体量、低能耗、低造价等优势，在

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微

建筑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微建筑中的家具设计也逐

渐成为空间研究和家具设计的新方向，虽然受制于特

定的空间形态，但是良好的家具设计可以化劣势为优

点，可以有效地改变微建筑的空间结构和空间性质，有

助于提升微型空间的居住品质，展现微建筑的独特魅

力。如今，微建筑和微型住宅的发展已经进入商业化

运营阶段，借助于技术和材料的优势，通过功能和形式

的设计，当代微建筑中的家具已经开始大放光彩，使得

小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大建筑相媲美。

1 当代微建筑中家具设计的特点

卢斯·斯拉维德认为微建筑是十分迷你的建筑

物，可能提供单一用途，也可能在出奇狭隘的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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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复杂的功能[1]。微建筑中的家具置身于这个迷你

的建筑空间中，在体型上同样是小巧的，在功能上也

可以是单一或复杂的。正是在一个微型尺度的前提

下，当代微建筑中的家具设计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

产生了一些自身的特点。

1.1 精巧化

不管功能是单一还是复杂的，家具体型都尽可能

的小，小尺度并非只是为了一种视觉猎奇，更需要有

其实用意义。设计的精巧化既体现在家具的造型上，

也体现在功能和结构上。因为增加家具功能就有增

加家具尺寸的可能性，所以设计中要考虑到使用者的

生活习惯和日常需要，根据不同居住者的特点做到家

具功能的取舍有度，将现有功能与固有尺寸完美融

合，实现“小而精”或“小而多”的理想。认为大总是好

的观点在很多文章中已受到质疑。新材料和新结构

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在任何思想观点的设计师中被开

放利用。关注人的需要，关注环境的建造因素与它们

服务的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已成为发展中的问题[2]。

理查德·荷顿在德国设计的“微巧之家”，见图1，是一

种类似胶囊公寓的微建筑群，每间8 m2左右，包括出

入口、淋浴间、厨房、下沉的餐厅和折叠双人床，甚至

还安装了室内音响系统和平板电视等，达到“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的效果。这些家具尺寸虽显得小，但可

以满足安全使用的最低要求，最终通过紧凑而巧妙的

设计将各种功能与不同的空间尺度巧妙地结合起来。

1.2 科技化

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介入，使微建筑的面貌大为改

变，其中家具也不例外。近几十年来，在各种微建筑

类型中已经开始尝试家具设计的科技化。不可否认，

微型空间对人的正常活动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

科技化的家具设计可以缓解小空间的压抑感和局促

感。由于微建筑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参照体系，而遵循

着一个时间体系，在这种时间线索中，同一空间的家

具在不同时间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因此为了实现功

能的转化，用科技的力量来代替人力并解放人力，便

成为当代微建筑中家具设计的一种动力和追求。

1.3 生态化

家具设计的生态化早已是一个行业的总体行为

规范和价值追求。企业和设计师要牢固树立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思想，充分认识到当前发展绿色家具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充分考虑绿色家具设计过程中的家具

风格、材料、功能、制作工艺等因素，尽可能减少使用

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使绿色家具真正做到美观、健康、

实用[3]。因为体型较小，所以微建筑中的家具具有生

态节能的先天优势。在设计中，既可以选择一些轻型

的、安全的合成材料，也可以采用有地方特色、易于获

取的材料。特别是在微建筑中，家具设计的可持续性

也表现为大量易拆卸和可组装的预制件的运用，这些

预制件部分可以循环使用，大大降低了建筑和家具的

建造和维护成本。弗洛特建筑研究与设计事务所的

微建筑作品“水帘居”，见图2，面积6.5 m2，包括结构和

家具在内的整个建筑采用了预制件现场组装的方法，

可以轻易改造、移动，而且几乎每个零件都可以回收

再利用[4]。近年来，采用预制件现场安装的微建筑作

品越来越多，这也为微建筑家具的批量化和标准化生

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1.4 个性化

个性化的设计是强烈的个人风格的表现，这种个

性风格既可以是固定的、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暂的、变

化的。在保证家具使用安全的前提下，改变过去单一

的模式，打破传统的概念束缚，注入功能和形式上扩展

的元素，可以更好地体现家具的个性。近年来，微建筑

几乎成了设计师的一块试验田，很多新奇的式样不断

涌现。个性化的家具设计既可以是设计师总体把控力

的体现，也可以是使用者自我认同意识的强化，在两种

合力下便有了更多新风格的可能。新材料、新技术、新

图1 理查德·荷顿设计的“微巧之家”

Fig.1 Micro-compact Home designed by Richard Ho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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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手法可以调动使用者参与的兴趣，甚至通过DIY

方式产生更多新式样的可能，为日常生活增添了趣

味。对于一些堆砌式、组合式家具，用户可以轻松改变

家具位置、结构、形式等。微建筑中的家具由于体型

小，重量轻，操控相对方便，更有利于使用者的参与。

同时可以在家具设计中引入“软设计”概念，实现家具

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软”体现在美学特征、用

户体验、文化品位、品牌特征等方面，具有模糊性、弹

性、可变性和多维性的特点[5]。“软设计”既使家具的个

性得到充分张扬，也使家具风格更加多样。

2 当代微建筑中家具设计的方法

家具从功能和形式、材质和情感、物理和心理等不

同角度可以有多种设计思路。空间功能的多元化设计

主要依赖于良好的设计。中性的空间功能设计可以淡

化原有的空间特征，这是增强空间多元性的关键，好的

空间功能设计是提高空间使用效率的重要方式。事实

上，微型单元住宅的合理设计是空间功能多元化设计

的一个延续[6]。近年来，尺寸小巧化和功能多元化成为

微建筑中家具的两个显著特点。从微建筑与家具之间

的空间位置关系，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家具设计方法，

当然这几种方法是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微建筑中的。

2.1 依附于建筑结构的家具设计

将家具当做建筑结构的一部分，甚至与结构融为

一体，既可以节省空间和材料，又能体现出设计的整

体感和精致感。目前，不管是单体式还是单元式的微

建筑，都可以将家具的一些板、面与建筑的墙、柱、梁

结合起来。由于建筑结构往往是稳固的、静态的，而

家具却可以是变化的、活动的，因此要处理好这个矛

盾，就需要借助于可塑性好、相对坚固的材料。以木

材为例，目前木塑复合材料和木材防腐阻燃技术的革

新都在为木材的广泛使用铺平道路，压缩木弯曲技术

也实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造型效果[7]。

2.2 共用空间的家具设计

微建筑面临着空间狭小的现实问题，但通过精巧

的设计，可以化尴尬为优雅，很好地化解小空间中原有

的矛盾。同一空间在不同需求下可以有多种功能，因

此可以根据微建筑的尺度和用途，分析空间共用的可

行性，借助家具功能的改变来转化空间。从空间类型

上来看，空间共用的方式包括平面式和立面式；从家具

类型上来看，共用空间的家具又分为两类：可移动变化

的和不可移动变化的。目前微建筑中较为常见的做法

是将休息区（床）和办公区（书桌）进行竖向重叠布置以

节省占地面积。简·塞弗尔设计的9 m2“豪宅”中的阁

楼和卧室采用竖向布置，这样床就成了阁楼的楼板，卧

室和阁楼共用了空间。考虑到卧室是相对私密的空

间，将其置于客厅上方也在情理之中，见图3。卧室兼

阁楼还设计了迷你的格子窗，增添了高处居住的情

趣。除此之外，这座建筑也采用了平面式的空间共用

方式：包含了带煤气灶和洗手槽的厨房以及带淋浴的

洗手间是共用的，而客厅的部分空间与一个开放式书

房也是共用的，因此共用空间的家具设计应从立体视

角出发，抓住功能相近或易于共用的特点，发挥出同一

空间的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功能。另外还可以通过移

动家具位置改变空间属性，因为空间的功能在某种程

度上就是通过家具布置来决定的。香港建筑师张智强

在他的32 m2“全能公寓”中，将家居元素分为550 mm和

900 mm两大类[8]，同一类元素由于尺寸、规格的相同可

以根据需要互换空间和任意组合，如同魔方一样组成

新的空间，最终这个住宅被打造出24个功能空间，提供

了蜗居生活的新体验。

2.3 多功能家具设计

微建筑也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家具来丰富空间功

能。家具自身的组合变化或易于移动等优势使之在任

图2 弗洛特建筑研究与设计事务所设计的“水帘居”

Fig.2 "Watershed" designed by FLOAT Architectural Research

and Design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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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实现功能的转化，以满足不同时间的不同功能

要求。如今，多功能家具在日常生活中早已屡见不

鲜。多功能家具并不都是复杂的机构或全新的材质，

一套连杆机构、几处柔性连接、轮子、机扣、滑道等许多

简单却精巧的构造同样能实现新功能[9]。随着科技手

段的介入，这种移动或翻转的方式甚至不再依靠人力，

而是由其他能源动力以及电脑操作完成。科蓝尼设计

的“转盘屋”见图4，平时主要做起居室用，但可以根据

需要，通过控制屋角的电机旋转盘，在不同时间转出睡

眠区、浴室和餐厅等3种空间。当一个功能区出现时，

另外两个区域就被掩藏起来。起居室中的家具是通用

的，包括沙发、休闲椅、茶几等，3个功能区的组件以最

小的尺寸去借用起居室的空间。“转盘屋”3个功能区见

图5，这种家具设计的方法体现了设计师对微建筑空间

“寸土不让”的态度。在当代微建筑中，家具的组合还

有更多的方式。比如起床后将床板竖立起来，底面便

成了书柜；吃饭时放平一侧墙壁的装饰板与另一侧搭

接，装饰板的背面便成了餐桌面；还有一些折叠式、翻

转式家具将相近的功能巧妙地融合于一体，同时结合

局部标准化模块设计，易于拆卸且能自由组合，使家具

功能与形式有了更多延展的可能。

3 结语

归根结底，微建筑中的家具受限于狭小的空间，

其尺寸也是迷你的，家具功能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

是丰富的。当代微建筑中的家具设计是设计师在小

型空间中的新尝试，也是提高空间使用效率的新突

破。如今，房子的小面积并不总是意味着相对面积的

减少[10]，设计师可以高调宣称：通过巧妙的家具设计，

微建筑不再是“陋室”，而成了“雅居”。同时，微建筑

的商业化运营也为微建筑中家具的发展带来更多的

发展机遇，有报道称，西安、上海等地已经有专业厂家

开始为微型住宅和微型公寓生产配套家具，推出了多

款“胶囊卧房床”。随着人们对居住空间质量要求的

不断提高，微建筑中的家具设计面临的挑战机遇并

存。在资源消耗日益加快、社会关注逐渐加强、科学

技术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未来微建筑中的家具设计被

赋予了更高的期望，也定将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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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简·塞弗尔设计的9 m2“豪宅”

Fig.3 The 9 m2 tiny house designed by Jay Shafer

图5 “转盘屋”3个功能区

Fig.5 Three functional areas of "Rotor House"

图4 科蓝尼设计的“转盘屋”

Fig.4 "Rotor House" designed by Hans Col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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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达到商业、艺术、文化的平衡。

包装应有“本土意识”，不单是一种意境，更是一

种文化的情怀。在今后的包装设计中，怎样让中国文

化“取其形、延其意、传其神”发展，使设计少一点商业

气息，多一点文化寓意和民族亲和力，打动观众，启发

情怀是设计师重点关注的课题。毕竟中国设计离不

开世界的眼光，世界亦离不开中国设计。建立具有中

国本土文化特色的现代设计是时代的要求同样也是

每个设计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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