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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应用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下原创家具设计的价值和意义。方法方法 分析我国家具设计创

新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世界家具设计发展态势，比较不同国家家具原创设计的特点和风格形成

的原因，论述文化因素在原创家具设计中的体现，并通过原创家具设计实践，验证传统文化对设计灵

感的启迪作用。结论结论 通过对原创家具设计的研究和实践，提出应用传统文化对家具设计创新具有重

要价值，对中国原创家具设计风格的形成具有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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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original

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in China.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innovative furniture design in China，

compares the features and styles of original furniture desig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ombined with the dynamic global trends

of furniture design，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reflected in original furniture design and investigated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inspired original furniture design in China. By investigating original furniture design，it

propos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of great value on innovative furniture design and can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 to form the unique style of original furniture desig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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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明清家具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家具的代名

词，也是世界家具发展史上的瑰宝。明清家具自成体

系且样式繁多，艺术价值为世人公认。近些年来，市

场上出现了很多打着继承传统文化的旗号仿制的明

清家具，这不仅背离了设计发展的规律，同时也禁锢

了本土原创家具设计的发展。虽然一些具有创新意

识的企业热衷于明清家具的现代化设计探索，这种探

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的继承，但是局限于明清家

具“光环”之中难有突破。毕竟明清两个朝代已成为

历史，明清家具与现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居住环境已

经格格不入，现代社会更加需要设计出符合时代特色

的本土原创设计。

1 中国家具设计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据中国家具协会统计，我国现拥有近十万家家具

制造企业，有近万人的设计师队伍，是世界家具的重要

生产基地，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我国的家具

企业产值虽然很高但是利润很低，其中出口的家具基

本上是贴标代工，在国际家具产业链上仍处于低端[1]。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6 卷 第16期

2015 年8月 5



包 装 工 程 2015年8月

国内除少数知名家具企业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外，大多

家具企业仍存在着抄袭和自主创新不足的现象。

对于致力于设计具有本土风格的家具企业来说，

很多企业无外乎是对先辈遗留下来的明清家具进行

仿制，仿制得好的企业还是少数，大多中小企业仿制

都是照猫画虎、粗制滥造，大批珍贵硬木资源被大量

消耗。

近年来，具有本土情结的部分企业和设计师开始

关注传统家具的再设计发展问题，利用传统明清家具

元素进行改良的家具设计风开始兴起。不可否认这

种家具“改良设计”是对传统的继承，但这种运用工

艺、材质变化结合传统家具形式元素的家具设计总是

给人一种拼贴的感觉。设计出的新中式家具极少具

有中国传统家具的美和风骨。局限于明清家具简单

形式之变的改良设计极少能出精品，因此，如何能设

计出既有传统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符合现今人们生

活、使用和居住环境的本土家具，是当下设计师需要

思考的重要问题。

2 世界家具设计的发展态势

分析世界现代家具史，不难发现19世纪以来，处

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的各个国家的家具设计风格各不

相同。各自风格的形成与各国的文化、地理、政治因

素等密切相关。

引领世界潮流的意大利家具设计在当代久负盛

名，意大利人珍视传统文化且自信，特立独行的性格

使得他们拥有激进、前卫的设计思想，设计师总体上

强调艺术修为，他们崇尚利用传统进行创新，与当代

设计潮流有所区别的是，意大利的设计师更喜欢把家

具设计当成艺术来对待[2]，且这样做的效果成绩斐然。

北欧在世界家具设计的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

位，因为气候寒冷昼长夜多，北欧人处于室内环境的

时间长，因此他们更喜欢天然材质的用品，譬如他们

钟情于使用原木材质的家具。北欧的设计关注以人

为本，追求设计与自然融合[3]，现已形成了具有共识的

设计观念和设计文化，在家具设计方面为其他国家提

供了宝贵经验。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家具设计。二战后，日

本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设计观念和科学技术的同

时，注重研究本民族传统的继承。正是因为对传统的

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设计并没有因为大量

向西方学习而迷失自我，深受传统美学影响的设计成

就了其极具特色的设计风格，且这种具有高度共识的

设计理念深入人心，几乎所有的现代日本设计都追求

小型化和简约素雅等风格，在世界设计潮流中具有鲜

明特色[4]。特别要说明的是，日本将传统和现代设计

理念结合，并不影响日本家具原创设计的品质，如柳

宗理设计的“蝴蝶凳”就是很好的例子，且这样的优秀

设计举不胜举。

通过对这些不同国家家具设计的分析，不难发现

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都能很好地体

现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三大特点，这些特点是对本

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5]。各国家具设计特色的辨识度

除了来自不同文化形成的设计理念外，更多的是他们

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再现。传统文化本身是一种抽

象概念，它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民族

特色，是区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核心内容，同时也

反映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所崇尚的生活哲学和理念。人

们生活中使用率极高的家具，是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的

物化表现，也最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审美品

位。无论是西式还是中式家具，无不体现着人类在历

经社会发展变化之后依然保留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

神[6]。因此，重视并利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

统文化，对继承和发展中国家具设计具有深远意义。

3 应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具原创设计实践探索

3.1 正确理解中国传统家具蕴涵的传统文化

以中国传统家具中的明式圈椅为例，明式圈椅周

正大气、空灵而稳重。座椅造型上圆下方寓意“天圆

地方”，把古代先哲阴阳学说的核心和精髓通过物化

完美显现。古人讲究礼仪规矩，一站一坐都要有个样

子，椅腿四敞八叉的形制规范了人的坐姿，同时也

使得椅子更加牢固。明圈椅的制作者和参与设计的

文人就已经具备并践行了现代的人机工程学。椅子

的S形靠背契合了人体姿态，起到了托起人上半身的

功能，圆形大圈架起了人的两只臂膀，人体上半身与

椅子的结构大部分贴合，减轻了人体和椅面接触的压

迫。同时，依附在圈上张开的臂膀也为使用者能更顺

畅地呼吸提供了帮助。椅面四边成八字攒框装芯，古

人在制作过程中不但考虑了结构与审美的融合，而且

也充分考虑了天然材质因季节、气候变化而出现的热

胀冷缩现象。说明古人视木材是有生命的，在考虑材

质热胀冷缩方面不是采用治的方式，而是采用限制和

给予自由的方式加以处理，以杜绝椅面开裂的现象，

从而体现了先人顺应自然规律的态度，并折射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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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哲学思想在家具设计中的含义。对于明式圈椅

来说，还有诸如榫卯、线性、纹饰等耳熟能详的各种智

慧和人文因素。可见明式圈椅代表了当时家具设计

的最高水平，它蕴涵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中也可

以解释为什么明式家具到目前为止中外设计师都难

以超越，因此，对于家具设计来说不能仅停留在对明

式家具形制上的研究，而应该把重点放在传统家具背

后的造物哲学和思想上并结合当下的生活进行研

究。《易经·系辞》中记载：“形而上者谓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这说明在中国造物文化中精神相对于物质的

重要性地位[7]。明式家具享誉世界绝非浪得虚名，明

式家具蕴涵的精气神才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3.2 应用传统文化的原创家具设计实践

笔者一直以来怀揣打破明式座椅范式的梦想，设

计一把具有原创设计性质的坐具，但是苦于传统文化

底蕴肤浅，设计的家具作品倒是不少，但离继承传统

并实现原创还是相去甚远。

近来，雾霾天气使得人们的室外活动受到限制，

瑜伽和坐禅成为了人们喜欢和热捧的运动方式。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坐禅文化又叫“打坐”，是一种有益身

心健康的养生方法。它是道家中的一种最为基本的

修行方式，这种文化在古代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

帮助人们修炼心性、提升智慧，而且能够达到养身延

寿的功效[8]。然而，现代家具设计多出自西方的设计

师，他们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相关考量，无

法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修行环境和器具。源于这一需

求，笔者酝酿设计了一把禅椅。

庄子和老子著作中的哲思为禅椅提供了精神上

的启迪，其中有这样的阐述值得回味。庄子说：“正则

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9]。”作为宇宙

世界中具有能动思维的人，生活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

扰和束缚，只有冲破束缚心才能回归平静、安定的状

态。心静才能将道理想清楚，清楚了道理就会进入空

灵的世界。“无为而无不为”是最终理想境界的终极状

态，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之间转换自如；老子认

为万物生于静归于静，心不能静便无所安，心不能定

便无所守，也就是说人静不下来就难以干成事[10]。基于

此，引发了禅椅设计的灵感——“守恒”，笔者设计的守

恒禅椅见图1。

将以上中国先哲的思想精髓融入设计，是图1设计

灵感的来源。在形成此设计概念之前，设计目标是打

破人们固有认识“四条腿和一个靠背”的椅子形象。正

是受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思想启迪，诞生了“守恒禅

椅”的设计概念，结合天平受力平衡的守恒原理及人机

工学，坐具的形态很自然就形成了，理论上基本实现了

原创家具设计的目标。此坐具用于日常打坐修炼身

心，可以让使用者体验坐禅入境的美好。该设计作品

整体上力求功能与形神相统一，同时通过坐的经验形

成，暗喻定力来自于不断的修炼和自我提高。

“守恒禅椅”采用人工编织棕垫，山形靠背采用铝

成形，支撑坐垫的底托采用压铸弯曲板材，靠背和底

托通过预埋件连接，底附着橡胶垫以用于静音。山形

靠背的造型来源于中国古人“山水文化”情结中“山”

的符号化。

“守恒禅椅”的山形靠背是本设计的另一个着重

点。古代人喜欢和自然打交道，文人墨客对“山水文

化”的崇尚可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中有所

窥探。现在的人们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生活中逐渐

变得浮躁，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已经让人无暇去感受

古人所追求的“宁静致远”的生活，但是设计师可以通

过设计为奔波的人们营造出简约、朴素的生活氛围。

于是，将中国山水画中的元素通过抽象概括成具有山

形符号特征的椅背，借以传达人们日常生活中“仁者

乐山”的意象。

4 结语

家具业界应该从明清家具具体形制的影响中走

出来，对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进行学

习研究。以继承传统文化的积极态度，挖掘设计灵感

并结合现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另辟蹊径为

中国现代原创家具设计提供新的设计发展途径。将

中国传统文化运用于中国现代原创家具设计，是对民

族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本源”的回归，也是弘扬传统

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这需要人们静下心来认真去研

究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拾其中的文化精神，建立以传

统文化为核心的原创家具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让

（下转第36页）

图1 守恒禅椅

Fig.1 Conservative Zen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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