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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进行研究。方法方法 以可成长式设计的相关理念作为基础，从设

计特点、设计模式、设计方法和设计步骤等方面对新中式家具进行分析。结论结论 通过明确可成长式设

计与新中式家具的关联性，总结了新中式家具的4个设计特点和3种设计模式，不同的设计模式分别

对应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的不同阶段。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计的基本方法，即

系统论设计方法、基于单元体设计方法和类型学设计方法，这3种方法相互渗透、互为补充。通过结

合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的内容与现代设计程序，构建出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计的设计程序，以协助

设计师进行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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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new Chinese furniture. Methods Based on the ideas of
growth design，it analyzed new Chinese furniture through four aspects of design characteristic，design mode，design method
and design process. Conclusion After making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design and new Chinese furniture，
four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three design modes are concluded，and each design mode corresponds to the different stage
of innovation design.On these foundations，the design methods of new Chinese furniture are put forward：system theory
method，elements method and typology method，and the three methods are complementary.By combing design content with
modern design process，we carry out the model of design process，which can applied to design practice of new Chinese
furniture for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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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长式设计不是单一研究某类生命体或非生

命体自然体现出来的成长规律，而是着重关注非生命

体如何依照可遵循的生命体成长轨迹来获得自身成

长[1]。新中式家具概念的提出，源自对中式家具进化

轨迹的探讨。在审美意识愈来愈倾向于后现代主义

之价值观层面的今天，承载中国特定文化基因的中式

家具，求“新”是必由之路——适应现代生活形态、社

会观念的同时，对传统非表象文化基因予以扬弃、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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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再创造，进而获得自身的良性成长[2-4]。

1 可成长式设计与新中式家具的关联属性

从广义角度看，新中式家具是传统中式家具在时

间轴上的进化延续，作为一种新理念、新风格，本身就

是“可成长式”观念的产物；从狭义角度看，新中式家

具个体微观的生长发育轨迹也值得研究，即对各设计

要素进行可成长式分析，以提高适应性、灵活性和可

持续性，以满足人们因其自身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

新需求。

2 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计的特点

2.1 传承性与创新性

新中式家具由“中”与“新”双线索构成，“中而新”

的设计要求决定了该类家具必须在文化价值延续方

面作出努力，同时表达出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其成长

模式是基于继承而后发展的，延续性和统一性是对中

式家具最直接的诠释手段。传承性是指新中式家具

中所凝结的设计成果、文化精神的遗传。遗传的一大

表现就是相似性，但并不鼓励通过沿袭陈例、因袭固

有形式来获取相似。创新性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为适

应现代各项需求而引起的对设计要素基因、文化基因

的评价与优化。创新是新中式家具成长、进化的基

础，其主要形式是人为的有利变异。

2.2 复杂性与矛盾性

正是传承性与创造性复杂作用的结果，直接导

致了新中式家具在探求可成长式设计过程中的看似

矛盾：既不能割裂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

又不能进行简单的表象嫁接重构或符号化再现，更

不能将古今元素胡乱的杂糅，以求“中庸”。无论在

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对设计师都是一个考验，既要为

家具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又要让传统非形式的精髓

得以延续，既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又具备现代性、时

尚性。现代设计多元特性决定了新中式家具多重设

计风格共生的事实。其实，“中”与“新”二者关系并

非是对立矛盾，而是应该如何融合、转化直至相辅相

成的问题。

2.3 模糊性与动态性

无论如何，满足用户需求是新中式家具进行设计

创新的直接动力。不同时间、空间环境以及不同层次

的用户，其需求各有差异，而且在产品可成长式设计

理念下，用户的需求会随着产品发展过程产生变化和

扩展。基于此，新中式家具在满足需求方面必然具有

模糊性与动态性的特点。模糊性主要表现为用户模

糊不明的感性需求及意象，正如《非物质社会》所阐

述，设计越来越追求一种无目的性、不可预料的和无

法准确测定的抒情价值[5]。动态性则主要表现为对功

能扩展、形态可变等方面的需求。

2.4 参与性与体验性

参与性与体验性主要是针对用户自我实现需求

而言的。通过对设计研发全过程的参与以及在使用

新中式家具过程中进行的协同设计，使用户不仅成为

设计的评价者、决策者，也能够通过简单易学的可成

长式设计方法，充分体验新中式家具在满足用户动态

需求方面的特质，从而享受参与全生命周期设计所带

来的自我实现价值。针对家具的参与性与体验性设

计并非当代首创，以明式家具为例，正是有了当时文

人的参与设计，才使得明式家具具备了一种文人式的

审美情趣。

3 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模式

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模式主要归为3种：一是符

号形式设计，将中国文化意象元素抽离原有的本体，

不附带任何情感因素和寓意，仅仅作为一种平面化的

标志符号进行形态上的借鉴、简化、重组后运用于现

代家具设计中。虽然这种设计模式略显生硬甚至无

新意可言，但在新中式家具设计中其导向性作用却不

应被排斥甚至诟病。至少这种向内求索的设计姿态

是设计走向成熟的起点，是对自身特征符号的一种认

可，如果连这一表象嫁接都不屑去做，何以保证可成

长式设计的延续性，因此，正确的理解是将此种设计

手段视为形之延伸，即识别传统的元素和符号在空

间、时间纬度上的延展，作为新中式家具设计倾向的

初级阶段。二是在积极推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

联系的过程中，探寻形式规律，对传统造型元素进行

方方等：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计探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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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中式家具设计实例

Fig.1 Design examples of new Chinese furniture

变形、转译后，以迎合现代设计要求的形态再设计，包

括造型、色彩、材料、结构等。新中式家具设计实例见

图1。这是一种折中处理的办法，力求将传统设计手法

与现代家具进行融合设计，设计表现力中庸而不生

硬。客观来说，此种设计模式在形意融合方面作出了

努力，可视作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的重构阶段。三是

基于非物质层面的哲学继承，通过创新设计对传统元

素、符号背后解析出的文化要素，按照一个新的结构方

式进行符合当下逻辑性的呈现[6]，通过扬弃性继承实现

意象再生。“品物流形”椅子设计见图2，是两把名为

“飘”系列的宣纸椅子，由品牌“品物流形”设计出品，借

鉴余杭纸伞、糊伞以及杭州西兴灯笼的传统手工艺，使

具备柔弱质感、温暖触感的安徽泾县宣纸在特定工艺

和形态下具备和实木同样的牢固度，同时在纸与竹的

共同作用下，椅子质量有效减轻。宣纸、竹这类异类材

质与糊伞、灯笼这类中国传统工艺的新型组合形式，成

就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家具形态设计中的抒发，使

设计作品更具意象气质。如果说这两种设计模式仍是

围绕形式风格层面进行讨论，那么以下这种设计模式

已经上升到价值观层面。设计模式分析见图3。它是

一种引导式设计，能够对公众的消费价值观、设计审美

进行有效的引导与重构[7]，也是一种延续性设计，作为

传统积累的组成部分，推进中式家具不断前行。这种

设计模式着力于意的升华、再植，是新中式家具创新设

计的终极目标。综上所述，就实现设计目标和设计层

次而言，3种设计模式在宏观上呈现出纵向递进、进化

的特点，基本遵循可成长式设计模式。

4 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计的设计方法

现代家具设计方法十分多元且不断更新，通过对

大量实例进行设计分析，归纳出了符合成长性特征的

新中式家具可借鉴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取向，主要表现

为设计理念、功能、结构、形式等方面的成长。

4.1 系统论设计方法

系统论设计思想的核心是把设计对象以及有关

的设计问题视为系统，然后用系统论和系统分析概念

与方法加以处理和解决[8]。一方面，将中式家具的发

展过程视为合乎规律的有机整体，并通过系统分析和

综合，对实现“中”与“新”、“传承”与“创新”过程中涉

及的复杂要素、矛盾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

的研究，避免割裂延续性的片面研究导致的设计偏差；

另一方面，将新中式家具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视作统一

整体，根据系统化设计目标进行功能分析、求解，进而

分析、研究诸多设计要素的具体呈现，并基于系统论设

计思想的优化原则进行方案整合，有效避免为体现

“中”与“新”这两个设计特点而进行设计要素的简单相

加。由此，于新中式家具设计而言，系统论设计思想不

仅体现为解决设计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更是一种

解决实际设计问题的科学方法。系统论设计思想和方

法的整体性、综合性、最优化特点能充分体现新中式家

具在设计理念和设计实践中的可成长性诸特征，并能

图2 “品物流形”椅子设计

Fig.2 Design examples of "PINWU" bland

图3 设计模式分析

Fig.3 Analysis of desig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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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长过程的复杂问题进行分析、综合。

4.2 基于单元体的设计方法

此类设计方法更多地关注于新中式家具的功能、

结构方面的成长，包括模块化设计、群化组合式设计、

模数化设计等。

在家具模块化设计中，模块是具有一定功能和接

口结构的通用零件、部件或组件。对模块进行选择和

组合后构成不同家具，以满足多样化需求；群化组合式

设计是将两个以上的单元体，按照不同的组合方式，构

成不同视觉形态的方法[9]；模数化设计是组合化设计的

一种，其“模数”关注的是尺寸基数的界定。通过对最

小组件尺寸进行设计，并以此为基准对其他组件进行

尺寸上的协调性设计，此种设计方法在组合家具方面

具有高效、规律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处理形式变换的问

题。一方面，上述设计方法均着眼于单元体的不同组

合和搭配，在形成新形式、新功能家具的同时，适应空

间、时间的变化，满足使用者的多样化需求。这类家具

多具备灵活性、多变性、实用性、可持续性和适应性的

特点，在功能成长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符合新中式家具

模糊性、动态性的成长式特征。同时，易拆卸、易组合、

易互换的结构方式使得使用者在家具设计制作方面的

参与性、体验性要求得到了满足。对可拆卸结构的不

断探索、设计，体现了设计师对使用者灌输可成长式生

活模式的一种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这些设计方法的

提出多源自对低能耗、高效率的追求，运用到新中式家

具设计中，能有效改善传统家具生产效率低的问题。

4.3 类型学的设计方法

类型学方法应用的目的是在“原型”与对象之间

获得文化意义上的延续，其方法是将“本质”视为设计

的“原型”，人通过意识中的“自由想象的变换”，将属

于同一类型的各种事物与一个本质（原型）进行比较，

从而创造延承“原型”的新形式[10-11]。其逻辑思维方式

是“具象—抽象—具象”的过程。类型学方法运用于

设计，一改对国际主义的麻木趋同，强调对地域文化

的尊重与承继以及与现代需求的批判性融合，追求文

化意象延续性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中

和”交汇。虽然类型学多用于建设设计、城市规划设

计等，但其方法理念十分契合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

计模式，能够使设计效果兼具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特

点，有效解决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关系，保证了

传统家具形式与现代家具创新形式之间文化基因的

延续。在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中，类型学方法可通过

引用、移植、分散、解构、变化、推演、隐喻等设计手法，

对形态原型进行提取、抽象、转换，最终演绎出具有创

新性的新形式，在时间轴上保证了新中式家具在形态

设计以及文化意涵方面的成长延续。

由此可见，在新中式家具设计中，系统化设计方

法作为主体设计方法，基于单元体的设计方法可视为

系统化设计的延续，而在系统化方案选择的过程中类

型学的设计方法又起着与系统化设计方法相辅相成

的作用，三者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共同构建起新中式

家具可成长式设计的基本方法。

5 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计的一般设计步骤

将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的内容与现代设计程序结

合，尝试构建一个基于可成长式设计的设计程序。首

先，对传统中式家具的模糊文化意象与动态的现实需

求进行分析，一方面挖掘出传统中式家具独特的文化

基因，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与现代设计模式、设计方法相

结合的可能性。然后，对上一步骤所得信息进行重新

编码，即通过协同设计、体验设计进行形式创新设计。

需要强调的是，在形式设计过程中应时刻不忘新中式

家具形式与传统家具之间的文脉承袭关系，即使外观

形态上并不相似甚至对立，但内在的关联却是始终保

持成长性特点的。最后，通过设计评价和反馈不断完

善设计。这个程序可简要划分为意象解码和需求分

析、信息编码重构、设计评价、设计反馈4个阶段，见图

4。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参与每一阶段进行设计决策，

图4 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计的设计程序

Fig.4 The design steps of new Chinese furniture growth design

方方等：新中式家具可成长式设计探析 27



包 装 工 程 2014年06月

以确保设计师与用户之间具有重合的符号认同经验，

在将抽象、模糊的设计意象转化为明确的家具形象的

同时，设计师设计的新中式家具造型语义与用户的认

知意象之间能够达到契合。

6 结语

就消费者而言，他们对新中式这一风格内涵的真

正领悟还需时日，对新中式家具认知还处在初级阶

段。在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中注入可成长式的设计理

念，不仅有助于设计师塑造出既符合当下价值取向又

能体现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家具，而且有助于设计师

通过灌输可成长式的设计理念、生活模式，为消费者进

行新中式风格的解读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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