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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儒家“和”思想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通过对儒家“和”思想进行梳理，使

其与家具设计相结合，总结出基于儒家“和”思想指导下的设计理念，进而从视觉元素、材料选择、造型

和结构上研究如何在现代家具设计中应用儒家“和”的思想。结论结论 将儒家“和”思想与现代家具设计

相结合，能够提升家具设计的艺术品质，展现产品的文化和品质，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拉近产品与

消费者的距离，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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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Confucian "harmony" thought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Based on

sorting out the Confucian idea of "harmony"，combined with the packaging design，it summarizes the design concept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Confucian "harmony" thought，and then researches on how to use the Confucian "harmony" thought in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from the visual elements，material selection，molding and packaging container structure. The

Confucian idea of "harmony" combined with modern packaging design can improve the packing design art quality，to show

the product culture and quality，to resonate with consumers product emotion，narrow the distance between products and

consumers，to stimulate consumer desire to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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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在长期的应用实践中

体现了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智

慧，在调整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突

出的作用，同时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

基础。在家具设计应用方面，儒家“和”思想具有深刻

和多样性的内涵，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民族性特点。挖

掘儒家“和”思想的内涵，将其应用到家具设计当中，

能够提升现代家具设计的文化性，增强消费者对产品

的文化认同，并且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现代

家具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儒家“和”思想的内涵

儒家“和”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含，总结起来，可以

有“中和”、“和合”、“时中”及“和而不同”这4层涵义[1]。

“中和”，强调“适度中节、以他平他”，有制衡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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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效。“中”，就是不偏，无过，无不及，是一种适度状

态；“和”，就是恰到好处，坚持适度原则。

“和合”，强调“天人合一”与“阴阳秩序”，强调自

然界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在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也要

遵循“阴阳秩序”，不能干扰自然规律的运转，才能享

有和谐的发展空间。

“时中”，强调“和”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世间万物

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坚持“中”的原则也应该随

“时”而变，它强调与时俱进的和谐观念，反对理念的

一成不变。

“和而不同”，强调多因素的并存和互补，使矛盾

的共同体能够处于平衡的状态，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最终达到互相尊重、和睦共处。

儒家的“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它

在家具设计领域应用较多，对家具设计的基本理念和

实际应用影响深远。

2 基于儒家“和”思想的家具设计理念

2.1 “中和之美”的适度理念

儒家的“中和”思想是孔子结合殷周时期的“商

中”思想和前人的“和”思想进行的理论创新，它强调

人在处理内在问题时要“不偏不倚”，在处理外部问题

时要坚持“和”的适度原则，被认为是“君子之美”。儒

家认为，人的审美和欲望应该理性、适度的抒发，实现

情欲和道德的融合无间。由于有“中和”思想的指导，

人们才能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控制欲望，坚

持适度原则，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随

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设计粗糙的家具产品，不但

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还对消费者的心灵

造成了腐蚀[2]。儒家的“中和”思想要求设计师在设计

创作过程中寻找最佳的平衡点，让家具设计的外在体

现出对称、平衡、协调和统一，让对称美、秩序美来带动

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让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

处于融合的状态，实现真正的“中和之美”。

2.2 “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

《礼记·乐记》记载：“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乐

也。”由此可见，儒家认为，真正的快乐是浑然和合于

天的快乐，强调审美愉悦与道德愉悦的融合，追求人

与天地的融合。在生态观上，儒家强调“天人合一”，

其中以人为核心，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应以占有自然为目的，而应以

与自然亲和统一，实现生命之美与自然之美的契合为

目的。家具设计中应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抑

制无限制的欲望，避免向自然无限制地索取，尽量采

用以自然、可回收的物质作为家具材料，提倡绿色设

计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3]。

2.3 “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

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强调了不同事物的对

立统一关系。这里的“和”思想是指对立事物之间的

相成相济关系，“不同”强调事物并非简单的相加，而

是要产生新的状态。“和而不同”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

容性，使不同事物能够得到新的发展，实现新的“和”

的状态。在家具设计的应用方面，张岱年在20世纪40

年代就提出了“兼和”思想，用于平衡诸多异质设计元

素，化解其中的矛盾，使设计保持风格统一又富有变

化，实现设计作品“众异”基础上的平衡与和谐[4]。随

着文化交流的不断开展，世界文化多样性对家具设计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家具设计中，应该坚持“和而

不同”的辩证思维。设计师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往往在设计作品中采用异质元素，但优秀的家具设计

并非异质元素的堆砌，而是在统一风格的基础上进行

异质元素的融合。设计师应该以“和而不同”以及

“和，故能生万物”的思想，创作具有包容性的作品。

2.4 “文质并重”的整体观

孔子明确了“文”与“质”的关系，提出了“文质并

重”的理念。“文质并重”是强调形成和功能的统一，避

免出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极端现象，使

“文”和“质”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在家具设计的功能

上，以服务于人为根本目的，在物质和精神上满足人

们的生活需求。同时，文质兼备又强调内容与形式的

统一，优秀的家具设计应该实现装饰和其自身属性的

统一，用形式来表现其自身的精神[5]。

3 儒家“和”思想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3.1 视觉元素的“和谐之美”

3.1.1 色彩设计的“和合之美”

色彩在家具设计中起到重要的传达视觉信息的

作用。优秀的家具色彩运用应该与家具的风格一致，

使色彩与家具本身相协调，达到预定的视觉心理效

应，引起人们的感情联想[6]。家具色彩的设计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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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自然界中常见的色彩，以暖色调为主，给人一

种温暖柔和的感觉，同时保持木质的纹理，让人有一

种回归自然的感受，体现儒家的“天人合一”，人与自

然的“和”。由此可见，色彩运用要做到恰如其分，通

过家具设计作品与消费者产生情感的共鸣，设计师想

要表达的信息、情感和理念能够准确传达给消费者。

色彩的恰当运用能够使人产生通感，调动人的整个感

官系统来获得更全面的消费体验，印证了“绘画是无

声的诗，音乐是有声的画”的道理。色彩与听觉融合

的家具设计见图2（图片摘自龙家具设计大赛），黑白

公共长椅让人联想到钢琴的琴键，五色搭配的长椅和

圆形公共座椅使人们想到了童年世界的多姿多彩，使

消费者摆脱了生理感官的直觉束缚，实现审美主体和

客体的和谐相融，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审美境

界，也体现了“和”之美妙。

3.1.2 文字设计的“中和之美”

文字在家具设计中根据功能进行合理安排，实现

家具风格的和谐统一。如汉字艺术在家具设计中的

应用，以书法的章法与布局、墨色运用等展现了东方

艺术的“意境”与“神韵”，与外在的动感的迹线相结

合，展现出家具的生命力[7]。汉字和书法体现了“中

和”之美，既源于自然，又不执拗于自然，通过不同的

字体组合及笔法恰当地传达着家具的信息和意境，书

法在家具设计中的运用见图3（图片摘自百慧杯家具

设计大赛）。此外，不同的书法适合不同属性的家具，

颜真卿的颜体浑厚大气，王羲之的行书端秀清新，都

能与相应的家具匹配，需要设计师进行良好的把握，

坚持适度原则，追求“中和”之美。

3.1.3 图形设计的“和善之美”

图形在家具设计中的作用是对家具语意进行说

明，此外还对家具起到装饰和美化的作用，是功能性和

艺术性的统一，因此要坚持“和善之美”。在家具设计

中，既要保证其可视、可读、可感，又要坚持准确、清晰、

易识别、易理解、易传递的优点，让消费者能够迅速获

取信息，并因独特的图形设计使消费者发挥想象的作

用，产生情感共鸣，激发购买欲望[8]。抽象图形在家具

设计中的运用见图4，通过对传统文化中抽象图形的提

炼和运用，既满足了消费者对家具功能的需求，又通过

抽象画的运用增加了视觉韵律感，给消费者留下更多

的遐想空间。钟永滔设计的传统书画在家具设计中的

运用见图5，传统书画元素的运用既表现出了家具设计

的文化定位，又为消费者展现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

水”的意境，既满足了现代家具设计的要求，又具有极

强的文化特征，展现了“和善之美”。

3.2 材料选择的“和合之境”

儒家的“和合”思想强调“仁爱万物”，尊重自然，对

自然的利用应该顺势而为、适时而行[9]，因此，设计师在

材料选择上应以自然的、可再生的、可回收的材料为

主，宣扬绿色家具理念，并为消费者提供返璞归真、“天

人合一”的消费体验，达到“和合之境”。如竹子和亚克

力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运用，见图6（图6-9均摘自百

度图库），竹子具有环境适应性强、成材早、产量高的特

点，因此选用竹子作为家具材料，既结实耐用，又以其

颜色、纹理等特点给人良好的消费体验，宣扬了绿色家

具理念。此外，亚克力是现代环保性能优良的材料，本

设计运用竹材和亚克力的结合，使椅子设计充分体现

出现代与传统的融合，时尚与典雅的结合，达到“和合

之境”。又如瓦楞纸材料在家具设计中的运用，见图7，

瓦楞纸以其弹性强、缓冲力好、成本节约、印刷适性佳、

易加工成形等特性应用到家具中，不但能够起到环保

的作用，还以其特殊的视觉感受提高家具的艺术感，实

现了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统一。

3.3 容器造型中“仁爱”的和谐思想

儒家“和”思想从人的价值出发，强调“仁者爱

图1 家具色彩的设计

Fig.1 The color of furniture

design

图2 色彩与听觉融合的家

具设计

Fig.2 The furniture design of

the combination of color and

hearing

图3 书法在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Fig.3 Application of calligraphy

in furniture design

图4 抽象图形在家具设计中

的运用

Fig.4 Application of abstract

graphics in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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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家具的造型上，不但要满足家具的功能性，还

要表现出对消费者的关爱，进行人性化设计，建立消

费者与产品的“情感联系”，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家具的人性化设计见图8，家具以流线型表现出人性

化的关爱之美，人性化的设计使其在造型和功能上都

优于同类产品，吸引消费者购买。此外，在家具造型

设计上，还应考虑对特殊人群的保护，有意设计一些

细节来满足特殊人群的需求[10]。

3.4 家具结构的“和谐共融”

儒家“和”思想讲究事物内部的协调一致。在家

具结构设计中，应该使设计元素保持“和”的状态，实

现与造型设计、视觉设计的有机结合。家具结构与家

具造型相辅相成，只有二者兼顾，才能实现功能性和

艺术性的统一。家具结构的可变性小，要以结构为基

础来进行造型设计，两者结合来传达产品信息，实现

家具各部分的“和谐共融”。家具结构设计见图9，该

设计曾获得红点奖，是史上第一张可堆叠的全竹制圈

椅。石大宇以世界坐具设计经典“明式圈椅”为题，以

当代设计的精髓如以可持续性、环保、减碳及符合当

代实用性和审美为改良准则，对应材料、结构、工法、

生产方式、运输等改进功能及舒适度，同时又精简设

计、运用榫卯结构，使之符合现代生活，重新拾回属于

我国明清家具“简、厚、精、雅”的设计风格，将根植于

华人文化的设计思维重新定位和发扬光大。

4 结语

儒家“和”思想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思想之一，经过

历史的积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审美

观。将儒家“和”思想与现代家具设计结合，能够提升

家具设计的艺术品质，展现家具的文化，与消费者产

生情感共鸣，拉近家具与消费者的距离，刺激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把握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将儒家“和”思

想合理应用在现代家具设计中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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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传统书画在家具设计中

的运用

Fig.5 Applic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in furniture design

图6 竹子和亚克力在现代家

具设计中的运用

Fig.6 Application of bamboo

and acrylic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图7 瓦楞纸材料在家具设计

中的运用

Fig.7 Application of corru-

gated paper in furniture design

图8 家具的人性化设计

Fig.8 The humanization design

of furniture

图9 家具结构设计

Fig.9 The furniture stru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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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地铁地下商业空间导识系统标准化设计和差异化

设计是相互作用、互为补充的，标准化设计保证了导识

系统基本功能的实现，差异化设计在贯彻标准的基础

上，结合具体的空间环境特征，弥补标准化导识系统的

不足。在标准化设计中，设计师要用辨别、发展的眼光

对待现存的国家规范，明确标准的对象以及现存标准

的长处与不足。标准的缺陷、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

展、导识系统与环境的统一性等因素促进了地铁地下

商业空间导识系统差异化设计的出现，物理导识与智

能导识的协同、导识系统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的连接

以及电子导识是未来地下商业空间导识系统发展的重

要方向，将为导识系统设计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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