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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如何将中国传统元素更好地应用于现代家居的设计中。方法方法 通过分析我国传统的

文化内涵，即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中庸”精神进行了探讨，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传统家具设计

中的理念，然后结合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传统装饰符号特点，研究了传统家具中的重要元素，以及在现

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结论结论 在现代家居设计中，要继承并发扬传统家具的结构形式，更好地利用点

面线的空间关系分配装饰纹样，重视对细节的追求。汲取传统家具中的精华，并加以发扬光大和创

新，达到精益求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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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how to apply traditional Chinese elements to better the design of modern household.

Methods Through analysi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onnotation，it discussed the idea of human-oriented concept，

nature and humanity，and the spiri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and then on this basis，it mad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sign，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decorative symbo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it studied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elements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Conclusion In contemporary household design，therefore，it

should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better use of space relationship of point line

distribution decoration pattern，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ursuit of the details，derive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and carry forward and innovate，to achieve the effects of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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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事物的定义也在

不断变化和发展，家具也不例外。现在，人们对于家

具不单单只注重于它的实用性，还越来越多地将家具

作为一种文化承载体。与以往的家具设计相比，现代

家具设计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家具一

直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是家具设计史上一笔浓墨。现

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各项事业都经受着

国外企业的冲击，家具行业也不例外。中国的传统家

具和传统家具元素是我国家具业发展极好的资源，只

有把现代家具的崛起建立在对传统家具悠久历史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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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和创新上，把传统家具元素运用于现代家具设计中，

才能完成中国家具行业的崛起，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

中国传统元素的巨大魅力[1-3]。

1 传统文化在现代家具中的运用

家具在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其本质所反映出的

是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进步和变化，而且在一定方

面家具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家具文化

以家具为载体，由此来看，传统的文化也可以由现代

家具对传统家具的继承得到体现，下面需要重点探讨

的是怎样继承传统文化和怎么吸收传统文化[4]。

中国传统家具中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并不都是现

代所需要汲取的，因此在吸收和继承传统家具所传递

的文化时，要具备选择性和甄别性。

1.1 以人为本

在中国的文化中，一向最为推崇的就是人本身的

价值，在任何的设计理念中都是将人放在核心的位

置，并且注重从实际出发。这些思想反映在传统家具

的设计中就是：设计人性化，注重人自身舒适感受，符

合人体结构特点。比如明代的四出头官帽椅，见图1，

它的整体结构流畅，体态舒展，在承受手重量的地方，

打磨成了与手自然下垂形状相同的圆角型，这样在外

观漂亮的同时又增加了舒适度，减小了压迫感；另一

方面它的后板做成了与人们脊柱契合良好的“S”型，

这对当时还不清楚人类身体构造的设计师来讲是很

不容易的[5]。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反映在现代设计中

就是在设计时，出发点必须是功能至上，所有的装饰

和造型必须是要给功能服务的，也就是为使用者服

务。以先进的工艺手段，在设计中更好地将人体结构

切合在其中，用先进的技术服务于使用者，做到将使

用者的生活习惯、个人的人体尺寸、行为爱好都考虑

在内，根据建筑物的实际情况、实际格局来设计家具，

让家具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将传统

家具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发扬光大，在传承

的同时加以创新。

1.2 天人合一

家具中不可避免的会体现出人类的审美观点和

情趣。自古以来，中国人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希

望所有的事物都能达到与自然和谐、与同类和谐、与

社会和谐。这样的思想被古人很好地运用在了家具

设计中。这里通过明代圈椅来分析，从造型上来看，

它是上圆下方，应和着当时普遍认为的“天圆地方”的

思想，人身坐其中，就像包围在天地之间，和天地融为

一体；整张椅子显得极为朴实，但在靠背处却增加了

精致的雕刻，这样局部的奢华很好地映衬着整体的淳

朴，使整个造型精制而不繁琐，朴实却不简单。明代

圈椅见图2。现代人对和谐的定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现代家具设计的和谐统一不仅仅体现在造型上，而且

在其他方面也要达到和谐。比如材料和色彩的配合，

现代材料如钢管太过于冷峻，可以加一些木材，在装

饰方面可以加一些暖意的饰品，这样可以将温馨和气

势融合在一起，家具也可以既有时代的气息同时还拥

有家庭的温暖，在整体上达到和谐统一。

1.3 “中庸”精神

“中庸”精神在古代的中国十分风靡，这种思想在

传统的中国家具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从造型上看，

传统的家具大多都是左右对称的造型；从装饰上来看，

传统家具的装饰品或装饰的图案都是相对于中轴线对

称的，这些细节都从各个方面体现出这种“中庸”精神，

体现出中国人规规矩矩做人的良好传统。在官帽椅、

玫瑰椅中，这种美都得到了体现。明代座椅见图3。

图1 明代四出头官帽椅

Fig.1 Four government-owned

cap chair in Ming dynasty

图2 明代圈椅

Fig.2 Round-backed

armchair in the Ming dynasty

图3 明代座椅

Fig.3 Chair in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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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现代人的观念越来越开放，

似乎“中庸”思想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但是“中庸”思想

所代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是人们所不能忘记和忽视

的，在家具设计中也是如此。现代家具对于“中庸”思

想的利用，不是说非要绝对的对称，可以在不对称的

设计中，将传统家具所拥有的对称美加以提炼和升

华，并通过现代高超的手段加以展现，与传统家具的

对称美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2 传统装饰符号在现代家具中的运用

所谓的传统装饰符号，是人们在经过漫长岁月的

洗礼下，将传统文化、自己的信仰、社会风俗、装饰技

术融合于一体所产生的产物，是将物质和文化结合，

既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其内涵又极为丰富。

“符合”不只是“能指定”，还应该“有所指定”，而从符

号本身来讲，它是由人类在生活过程中创造的，是为

人类自身服务的，反映的是人类的意愿、价值观和人

生观，是古代人们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传统文化的

外在表现，是人们在现代家具设计中所不能忽视的元

素，更是要继承和发扬的环节[6-7]。

2.1 装饰与造型的结合

明代家具可以称为中国家具发展的顶峰，明代的

家具，即使是很小的一件做功都极为精细，装饰考

究。这就得益于明代的设计家对于每一个细节的处

理都极为仔细，十分强调对“线”这种造型的利用。在

传统家具中像这种利用线的造型与家具的部件相结

合的方式，比比皆是，如官帽椅的“S”型曲线和扶手处

的切合手弧线的曲线线条等。在曲线的运用中，最具

有代表性的要数低矮型家具——三弯腿炕桌，这种家

具对曲线使用之灵活十分罕见，并且十分的注重变化

性，它在腿部对曲线的运用上，很好地将曲线这种造

型做成了一种装饰，形成了中国传统家具中特有的造

型，见图4。

2.2 装饰与结构的结合

我国传统家具中的榫卯结构是我国几千年家具

文化的一个缩影，其繁多的种类，具有中国传统艺术

感的精细结构，在中国历史家具设计中都占据重要的

地位，凹凸有致的线条展现着艺术家的精湛技艺，直

到今天很多房屋进行家具制造时仍然很注重榫卯结

构的使用。

古代的家具工匠们也经常使用束腰的家具结构

形式，束腰根据字面意思就是类似于古代女性的服饰

将腰部进行收紧设计，在家具设计中常被用在家具的

凳面、桌面、椅柜面等面板与支撑家具的框架之间，它

对于整个家具的固定和支撑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可

以增加一定的层次感，美感倍增的同时也更加体现自

然的和谐性和观赏性[8]。束腰花几见图5。

传统家具中还有很多结构的使用，如牙条、金属

饰件等。牙条又被称为角牙，因为它主要被设计在床

榻和桌子腿部的支撑处，刻画的内容丰富，造型各异，

极具设计价值。

2.3 装饰与纹样的结合

图案和纹样的使用丰富了家具的内容，美化了家

具的造型，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体现。它的发展伴随着

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特点，同时

区分于地域和政治文化。一件家具的纹样可以直接判

断当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它把中国历史的传承体现

在实际当中。图案和纹样的内容很丰富，有自然风景

也有人文故事，有花鸟鱼虫也有政治宫廷，自陶器时代

的图文发展以来，人们似乎更善于用图画来表达情感，

漫长的历史凝结着人类的精华，相关的技术性也有了

飞跃式的提升，发展到今天可以更好地利用点面线的

空间关系进行分配。工艺形式和手段有了进一步提

升，在技术迁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满足了

过去不可能表现的手段需求，从图案纹样中体现的是

另一种形式的文化烙印[9]。

3 结语

现代社会是飞速发展的社会，是文化融合的社会，

图4 三弯腿炕桌

Fig.4 Three bent leg kang table

图5 束腰花几

Fig.5 Tea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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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快，这些现象对于发展中国

家都是极大的挑战，不光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文

化、意识形态上。如何守护好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意

识成了每个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10]。中国传统家具

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家具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现代中国家具的发展承受着国外企业的挤压，而

要想在这种巨大竞争中生存下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

格，就必须汲取传统家具中的精华，并加以发扬光大和

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家具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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