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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椅类家具的人体工程学研究

刘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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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通过对明式椅类家具的人体工程学进行分析，明确优缺点，从而拓展现代家具设计。方方

法法 以人体工程学研究方法为基础，从人的心理、生理对明式椅类家具进行分析。结论结论 明式椅类家具

的功能中有着一定的精神与文化因素，造就了其设计原则，即尊严第一，舒适第二。 当尊严与舒适发

生矛盾时，舒适一定要让位于尊严。拓展设计时，结合明式椅类家具的人体工程学优缺点，其伦理功

能应进行有目的的取舍，以便更好地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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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nomics of Ming Dynasty Chair Furniture

LIU Rui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 Design，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It aims to analyze ergonomic of the Ming chair furniture，clear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so as to
expand the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On the basis of the method of ergonomic research，it carries on the analysis to the Ming
chair from the psychology and physiology.The Ming chair function has a spiritual and cultural factors，makes its design
principles，namely the dignity is the first option，comfort second.When the collision of dignity and comfort happens，
comfort must let in dignity. Development design，combined wi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ing chair from the
view of ergonomic，its ethical function should be choose for the purpose，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modern wa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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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的流行，到当下

的传统文化热，中国传统家具一直被人关注。这里从

人体工程学角度对明式椅类家具进行科学分析，以期

进行发展继承。

1 明式椅类家具与人体工程学概述

所谓明式家具，王世襄将其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

概念。广义的明式家具指不仅制作于明代的家具，而

且还有近现代制品，只要具有明式风格，均可称为明

式家具；而狭义的明式家具则是指明至清前期材质优

良、做工精细、造型优美的家具[1]。这里只限于后者，

即狭义的明式家具。

明式椅类家是具有靠背的坐具，是与人体接触最

为紧密的家具[2]种类之一。王世襄将明式椅子分为靠

背椅、扶手椅、圈椅和交椅，其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人

体坐的支撑。设计优良的椅类家具除了要满足基本

功能外，更应该从功能尺寸、造型、材质及其布置方式

等方面，满足人体的生理、心理及身体各部分的活动

需求，以达到安全、实用、方便、舒适、美观之目的，即

人体工程学原理。

2 明式椅类家具的人体工程学优点

人体工程学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但明代的能工巧匠，早已在家具设计中具有了朴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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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学意识，这在中外传统家具领域中是很少见

的。重新审视各种明式椅类家具，其科学性主要体现

在功能尺寸、造型、材质和布置方式等方面。

2.1 明式椅类家具功能尺寸的人体工程学

1）坐面的人体工程学。椅类家具的坐面的功能

尺寸主要包括坐面、坐深和坐高。坐高是功能合理与

否以及坐姿舒适程度的重要因素。坐面过低或过高，

时间久了，都会使人的腰部产生疲劳感。坐面过低，

受压部分过于集中，为保持平衡，人体前倾，背部肌肉

负荷增大，会造成腰部不适；坐面过高，两脚不能着

地，长时间受压会导致肢体麻木。明式椅类家具的坐

高一般都在450 mm左右，与人的小腿高度几乎相等，

基本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即使坐高较高的椅类家

具，也配有相应的脚踏，使人感觉舒适。明式椅类家

具坐面的坐宽、坐深也依具体的使用方式来设计。明

式无扶手靠背椅坐宽大概400 mm，而现代人体工程学

规定的尺寸为380 mm，两者基本吻合，可以全部支撑

坐者的臀部，甚至坐者可以利用稍微的余量，调整坐

姿，以免长时间一个坐姿，引起疲劳。有扶手的椅类

家具坐宽要大一些（以扶手内的 380 mm 净尺寸计

算），应与人的平均肩宽加适当余量为准，按人体工程

学规定的尺寸应不小于460 mm，但也不应过大。如果

太窄，在扶扶手时两臂必须往里收紧，不能自然放置；

如果太宽，两臂就必须往外扩张，同样不能自然放置，

时间稍久，都会让人感到不适。明式扶手椅和四出头

官帽椅的宽度都符合这一规定。坐深主要是指坐面

的前沿至后沿的距离。为了使小腿自由活动，根据我

国的人体平均尺度，坐深应不大于420 mm，明式无扶

手的靠背椅的坐深为400 mm，符合这一规定。

2）靠背的人体工程学。明式带靠背的椅类家具，

靠背板为S形或C形曲线，向后倾斜100°左右，且椅子

其走势与人的背部脊椎几乎吻台。这种曲线的靠背，

从人体工学角度分析，主要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肩胛

骨，另一个是腰骸部，整个后背得到了有力支撑，因此

十分舒适。明式椅类家具靠背曲线和角度见图1[3]。

3）扶手的人体工程学。坐椅扶手的作用，主要是

使上肢得以支撑，放松肌肉，减轻肩、背、臀的压力。

人体工程学上要求扶手的高度为210~220 mm。从王

世襄《明式家具珍赏》所给的图例中，玫瑰椅、官帽椅、

圈椅等有扶手的明式椅类家具，可以估算出扶手与坐

面的高度基本为250 mm左右，符合人体工程学上规

定的尺寸。

4）底座的人体工程学。底座的主要功能是支撑

座椅。明式椅类家具最常见的底座形式是椅腿，且有

4根管脚枨，为了避免榫眼相交或太近而影响腿足的

坚实，4根管脚枨高度各有不同，这种做法民间匠师称

之为“赶枨”。 看面的最低而且形状较为扁平且向前

凸出，以便于踏足并使脚底舒适，底下还有牙子承托

增强它的支撑力，其他三面的这一部位就不一定有牙

子。4根管脚枨有的做法是前后高度一样，两侧的高

度一样但是高于前后高度；有的做法是两侧的管脚枨

高于前面的，但是后面的又高于两侧的，民间匠师称

之为“步步高”，以表示人们内心的美好愿望。另外，

由于古代室内地面多由夯土制成，常有湿气，中医认

为人体的颈部、腰部和足部最怕受到风寒侵袭，因此

尺寸硕大、坐盘较高的官帽椅常设脚踏（又名足承，

《鲁班经》内叫踏脚仔凳），令脚与地面拉开距离，免受

湿气侵袭。根据中医理论，人足底有穴道（涌泉穴），

适当按摩即可增加血液循环，同时有助脑部思考的功

效。因而出现了滚轴脚踏，以便一边用功，一边做运

动，裨益身心[3]。

2.2 明式椅类家具造型中的人体工程学

明式椅类家具造型优美，满足人的生理、心理需求。

1）明式圈椅椅圈和联邦棍的人体工程学。圈椅

是明式家具中常见的椅子类型，其做法打破搭脑和扶

手的界限，将两者连为一体，一气呵成，它将人的背部

和手臂自然托举，大臂、小臂同时着陆，形成最大化的

接触面积，这就是圈椅的一个最大优点。夏天炎热，

坐在圈椅上，人的胳膊会被架起，底下可以通风，非常

舒服[4]。椅圈中部稍粗，逐渐向两端变细，最后在端部

向外形成一个翻转、类似球形的端头（俗称“鳝鱼

头”），坐者双手握住椅圈会不自觉地由上顺势而下，

从两侧来回摩挲，端头和手掌内裹的尺度恰好相符，

一种安定感油然而生。上细下粗的S 型曲线或弧形的

连帮棍也往往令人来回摩挲。人与家具自然交流，心

生安定祥和。另外，联邦棍具有阻止宽大衣服外露出

图1 明式椅类家具靠背曲线和角度

Fig.1 Backrest curve and angles of the Ming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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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栏的优点。圈椅见图2[5]。

2）侧脚的人体工程学。明式椅类家具的整体造

型做法借鉴了传统建筑，也就是上窄下宽，即所谓的

侧脚，民间匠师称为“梢”或“挓”。侧脚不仅有端庄稳

重之感，而且保证了家具的稳定性，甚至从人体工程

学角度分析，它还涵盖了独特的视觉语言，即反透视

原理。这种做法具有视觉矫正的作用。椅类家具在

人的视平线以下，需要俯视，如果不是下出稍的做法，

根据透视原理势必会产生不稳定感，即上大下小。而

侧脚，恰恰弥补了这个视错觉，增强坐者的安全感。

3）搭脑的人体工程学。明式椅类家具搭脑的形

式随椅子功能不同而不同。玫瑰椅见图3[5]，是古代文

人治学的书房用椅，通常较矮，直搭脑，向后倚靠，极

不舒适，只能正襟危坐，以便保持积极的学习状态，不

至昏昏欲睡。而布置在厅堂中的官帽椅，见图4[5]，多

用于会客休闲，因此搭脑正面尺寸通常加宽，并且弧

度缓和，贴合坐者的头、颈曲线，有些椅子甚至在搭脑

顶部凹陷下去，以支撑头部。

4）线型构件的人体工程学。明式椅类家具以线

型构件为主。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可以更好地利

用木材特性，最大限度地减小干缩湿胀，保持构件原

有形状，而且与中国书法艺术关于线条的要求相切

合。木线条“圆、劲、深、含”且富有节奏，气韵生动，把

明式椅类家具的文人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中

国书法艺术的美学思想势必也会一起深入到明式椅

类家具的造型中，尤其是在形式美等方面。另外，明

式椅类家具也是比例、对比、曲直、虚实等书法艺术辩

证法[6]的实物体现。

2.3 明式椅类家具用材中的人体工程学

明式椅类家具的主要用材为木材。木材的生长轮

间、早材与晚材的间隔波动分布，仿佛人的心脏跳动涨

落的节律，因此木材被称为是“活的材料[7]”。人们看到

木纹，就会感觉亲切和安静，不仅如此，在明代文人的

影响下，明式椅类家具的材料还映照出山水画的意境，

尤其是黄花梨、大理石等材料，其外在纹理行云流水，

内在气韵妙趣天成。明式椅类家具变成了可以落座的

立体画卷，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另外，材料的味觉感

受也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心理和生理影响。气味不同的

材料功效各异：很多木材的精油能够缓解紧张情绪，减

轻压力；有些木材的抽提物还会降低人体的收缩期血

压，使人感觉舒适、自然。同时，由近红外线分光分析

法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脑血流量会降低[8]。

随着岁月的流逝，椅类家具材料表面经过人为的

摩挲或自然氧化以及岁月留下的痕迹，逐渐在形成包

浆，即表面一层光泽的氧化物，无论坐者还是观者都

感慨万千，内心的感受是现代家具无法给予的。除此

之外，椅类家具空间布局和摆放随季节而变化。如文

震亨所说，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李渔也是

根据四季气候的变化来进行相应的设计，即暖椅冬

用，凉杌夏用，以提高椅类家具的适应性和舒适度。

3 明式椅类家具的人体工程学缺点

尽管如前所述，明式椅类家具以使用为本，具有

很多优点，但由于现代生活方式与明代相比已有着很

大的差异，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从人体工程

学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缺点。

3.1 不够舒适的坐面倾角

明式椅类家具某些方面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但

依然是不舒服的。究其原因，是坐面倾角几乎为零。

当坐者后靠椅背，坐骨结节点上因坐者自重而产生的

水平向外的推力，如若坐者不使劲抵消这股力量，势

必会向前滑移，久之，极易疲劳。当人的双脚搁置在

踏脚档上时，重心后移，臀部与坐面成点状接触，由于

接触面积变小，局部区域因受压强过大而导致不舒

图2 圈椅

Fig.2 Round-backed armchair

图3 玫瑰椅

Fig.3 Rose chair

图4 官帽椅

Fig.4 Official′s cap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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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如若坐面有2～5°的后倾角，虽然这种变化在数

值上是细微的，但是已足以确保重心留在椅面内，而

不必再担心会向前滑移。同时，微仰的椅坐面后倾角

也有助于大腿后部帮助支撑人体重量，使受力面积增

加，压强减小，从而提高舒适度。当然，加大坐面的摩

擦系数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如采用垫性适宜的座

垫，不仅增大摩擦，减少向外的推移力，而且能使臀部

与坐面的接触（受压）面积增加，坐者感觉稳定、舒适。

3.2 不够科学的坐面材料

明式家具的坐面通常采用木板或木框藤芯结

构。木板坐面较坚硬，使得坐骨结点与坐面硬碰硬地

呈点状接触，久之，深感不适。柔软的藤芯结构感觉

应该舒适，但实际上不能有效地分布体压，因其是线

状交织而成为整体，随着坐姿的不同，藤（棕）绷紧最

凸出的部位，其他部位也会受其牵连随之勒紧。尽管

总体接触面积增大了，但是重力不能自然分布，有压

迫感。再者，木框与藤（棕）芯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

不能平滑地过渡，大腿由于自重作用，久之大腿会在

分界线上的木框部位留下压痕，影响血液循环，造成

疲劳不适。

对于工作时间较短的椅类家具，如餐椅，藤（棕）

材料是相对舒服的。一旦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

如办公椅，就会使人体疲劳，降低工作质量和效率。

就现代而言，坐面往往选用软性材料，如密度适中的

聚氨脂发泡材料和海绵等。

3.3 灵活性和适应性不高的功能结构

现代人体工程学以人为本，尊重个体感受。要求

设计考虑个体差异，具有弹性，并且注重四维设计[9]，

即引入时间概念，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始终保持一个姿

势，设计师必须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明式椅类家具

尽管有着一定的功能意识，但由于时代局限性，在功

能设计上并不是完美的，它更多是社交的与伦理的，

人对于明式椅的行为方式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

的需要，因此明式椅类家具可以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

础上，考虑到不同使用者以及同一位使用者的不同姿

势，赋予椅类家具全方位的、活的功能。如可升降靠

背，适应不同坐者的身高；搭脑也可以升降，因为人的

脖子有长有短；坐深、坐面与背面倾角可以调节，以便

使人在工作与体闲时均能使用；坐高可以调整，以配

合不同身材与不同桌面；扶手间距可以调宽，因为人

有胖有瘦。还可以装上自由移动的万向轮脚架以及

高度可调的升降装置等。当然，这种设计应该是有目

的、有机的整体设计，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拼凑。

明式家具存在休闲用的躺椅，只是形式较少，在

功能细分化方面较粗浅，只能满足不失礼的坐姿[10]，即

坐得挺直。把脚放在踏脚枨或是凳上，或是屈膝而

坐，或者是盘膝而坐，不能满足从坐着工作到躺下休

息的需求，有待深入探讨与开发。且明式躺椅在舒适

性的“度”上没能把握好，缺乏科学性，以今天的人体

工程学原理来看不能当作体闲来使用，一把典型的休

闲用椅，坐面与靠背的倾斜角度至关重要，明式家具

在体闲用椅的领域中实际上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4 结语

明式椅类家具有着朴素的人体工程学意识，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但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现代中国式家具可以在深入研究人体工学原理的基

础上，结合现代生活要求与物质条件，进行有意义的

拓展与完善，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及减少人体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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