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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先秦美学思想对现代家具审美的影响。方法方法 基于先秦时期的文化环境，结合传统

视角的审美思想，研究现代家具审美的内涵，具体包括5个方面，即文质彬彬的和美、大象无形的质

美、虚静空灵的意美、形具神生的情美以及五觉维度的全美。结论结论 现代家具的审美及其设计，首先必

须回归审美主体的本质需求，并深入研究政治、经济、伦理、技术、环境等社会生存命题，确切把握当前

具体历史情境，才能在完善家具功能和品质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创造性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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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 Qin aesthetic thoughts on the of modern furniture aesthetics.Based on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pre Qin period，it analyzes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modern furniture combined with aesthetic
ide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including five aspects：harmony，natural，conception，emotion and comprehensive.
Modern furniture aesthetic and design must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needs，focus on politics，economy，ethics，
technology，environment and other social survival proposition，contac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ituation，improve the function
and quality，then mee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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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的意义是家具的目的之一

[1]

，因为它体现的

是人类的美学观念和价值体系。现代家具的理论及

设计研究的核心问题，离不开家具审美的研究。家具

审美是美学理论在相应物质文化环境中的具体化，同

时也是相关家具设计观念在美学上的哲学概括。家

具审美的研究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总体文化环境

[1]

。审

美理念是蕴含于家具中的重要文化信息，传统视角的

审美思想研究可以为现代家具审美带来重要的启

发。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和文化最为活跃、

百家争鸣、大师林立的一个辉煌年代。先秦美学思想

的研究对理解中国古代审美思想发展以及探讨其对

现代家具设计的影响来说意义重大，这里从和美、质

美、意美、情美及全美等5个方面加以论述。

1 文质彬彬的和美

先秦美学追求善与美的统一，从孔子论韶武的典

故中可见一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将“尽善尽美”视为最高境

界，认为《韶》与《武》的美虽然都能带给人感官的愉

悦，但是美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即具有“善”的内涵，

才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

[2]

。从先秦家具器物来看，首

先强调的是形制和装饰必须符合“礼”的制约，而外在

的形式美感与使用舒适性相对来说反倒是次要的，因

此古代坐具普遍具有的硬朗形式，体现的就是为人要

举止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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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具审美对美与善的统一有着3种不同的理

解：第一，美即是善；第二，美从属善；第三，美的形式

与善的内容相统一。前两种理解表达的是内容优先

于形式，甚至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即家具的美以

满足实用性为前提，但如果完全忽略形式意义便存在

着偏颇和失衡

[3]

。家具审美中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

一，可以通过孔子的“文质彬彬”来理解。

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

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的含义是指本性、本

质、内涵、自然、实质等，文则是外表、外在、人为、形

式、表面等意思

[2]

。孔子认为，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

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要比例恰

当，才能符合君子的审美。将“质”理解为家具的功能

或材质，把“文”理解为家具的形式或装饰，则可以给

现代家具设计带来较大的启发。过分强调功能性或

材质本身，忽略其形式美感的产品或设计，会显得粗

俗而不显档次；一味追求形式感和表面装饰，不考虑

产品功能性和材质特性，则会让人感觉轻浮且没有深

度。只有两者兼顾并且配置均衡，才能符合其所处历

史环境的现实审美需求。现代家具设计的内容要与

形式匹配，其“文”与“质”才能和谐统一，给人以“彬

彬”之感。战国陈设与现代新中式家具见图1。

2 大象无形的质美

与儒家美学思想不同，道家观察美的出发点不是

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而是关注个体生命如何求得自

由发展，如老子审美思想的核心便是“道”的自然无

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本源，支配着天地万物运

转，同样也支配着审美。美的创造与欣赏必须遵循

“道”的原则。

道家认为美必须符合自然规律，主张道法自然，

追求天人合一

[4]

。老子以“大道”为至美，并将其形象

地解释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认为最高层次的美

不会拘泥于一定形式或格局。同时，不恰当的人为因

素会破坏事物的自然本性，其结果必然违反“道”的原

则。结合现代家具设计来看，设计造物的关键是对

“质美”的开发和利用，质往往比文更能体现设计师的

创作意图和器物的本质意义。家具的质美首先表现

为材质的美，即完美表现材质的自然质地，或通过合

理的工艺、技术和形式来提升原有材质的美感。《周

礼·考工记》中就有记载：“天有时，地有利，材有美，工

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即只有季节气候、地

理环境、材料的自然美感、人工的巧作这些要素的完

美结合，才能创作出精良的器物。

综上，现代家具的“质美”可以尝试从素、朴、淡、

拙4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围绕家具产品的材性、材色、

质感、肌理和工艺等相关要素进行深入发掘。Y椅见

图2，线条优美与触感细腻，意象与功能完美结合，现

代家具设计作品中不乏此类精品案例，这是崇尚自

然、平淡、朴素、简约的道家美学思想给现代家具设计

带来的重要启示。

3 虚静空灵的意美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认为虚静是悟“道”的途径，

主张的是人只有在虚静的心理状态下，才能够观察到

天地万物的本质和变化

[5]

。庄子说“水静犹明，而况精

神”，认为只有精神平静才能如明镜照见天地，感受万

物之美。佛家也有“寂而常照”的说法，认为禅定可以

得到智慧。古人的哲思中，虚静首先是一种认知世界

的态度，其次则是一种审美创造的途径，虚静被赋予了

艺术创作论和审美态度论的双重内蕴。结合现代设计

认知学可作以下理解：在审美活动中，主体要在非功

利、理智的审美心态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

深层次的情趣意蕴；而在设计创作时，主体要在虚静的

状态下，通过思维活动完成对物象的回味和体验，进而

形成具体的审美意象。虚静的概念，对研究现代家具

审美、家具美感的心理认知过程以及现代家具形式美

感的创造，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空灵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和艺术家共有的审美理

想。传统绘画中有“留白”，古典文学里有“言有尽而

图1 战国陈设与现代新中式家具

Fig.1 Ancient furnishings and new Chinese furniture

图2 Y椅

Fig.2 Y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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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无穷”，古典音乐推崇“此时无声胜有声”，中国书法

讲究“稀可走马”，上述这些都反映出一种镜花水月的

空灵意境。道家崇尚虚无，在“有无相生”的虚实观

下，老子提出了“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6]

。

现代家具审美中的空灵不是仅仅针对产品艺术形式

的简单虚实关系，而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一种可感知的

意境美，一种审美意境上的“无”。这种“无”为家具审

美意象的产生预留了可“用”之境。空灵的意境美，不

仅作为结果出现在完成的家具作品之中，也贯穿于整

个审美创造过程的始终。传统美学含蓄而内在，强调

境中之意，形中之神。古典家具常用写意的手法提取

其他器物或建筑上的精华要素，并加以简练和浓缩，

以表现言外之意、着意于形的意境美。明式椅靠背见

图3，构件的曲线造型，靠坐舒适，线条直曲相伴，线面

凹凸交接，形体层次丰富，不但完美地体现了质真而

素朴的审美意趣，而且还与书法的“一波三折”有异曲

同工之妙，蕴含着淳厚的文人气质。

4 形具神生的情美

荀子是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之一。荀子的美学

思想从探讨人性的本能欲求入手，强调情感的作用和

审美的主体性，提倡从“人之情性”出发进行“礼”的构

建。荀子审美思想中对情感的关注，对现代家具审美

及设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荀子·性恶》中：“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

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

也”。可以看出，荀子认为感官是人认知世界的生理

基础，感知形体色彩、辨别美丑好坏是人的天性。简

单的生理刺激是转换为美的感受，仅靠感官是无法完

成的，因此荀子又提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

焉”。也就是说，人一旦具备形体，精神活动便会随之

产生，就会开始分析从外界获取的信息、思考各种问

题，进而产生不同情感。于是便有了“声音清浊，调竽

奇声，以耳异；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耳

异”和“心异”代表的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心理，感性认

识与理性认识。声音的清浊高低与乐器是否合律是

客观的，可以通过感官感知来辨别区分；而“喜、怒、

哀、乐”等主观情绪感受，就需要靠“心”来把握了。“心

异”的提出，说明荀子是从人性考察的角度出发来研

究艺术审美问题的，同时强调了艺术审美中主体情感

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上述观点对现代家具感性设计具有极大启发。

荀子审美的情感与情感化设计见图4，情感性是艺术

形式的本质特征，产品形式正是通过情绪感染使人的

内心发生不同的变化

[7]

。情感化设计从人的精神需求

出发，在产品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强调使用者的情感体

验，并将设计划分成3个层次：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

层

[8]

。现代家具设计要实现“触景生情”，就需要着眼

于使用者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要，借助家具的造型、

材质和色彩等丰富的形式语言，将情感信息融入家具

产品，在家具的欣赏和使用过程中激发联想、产生共

鸣，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满足。

5 五觉维度的全美

从先秦审美思想的回顾和梳理来看，中国古代美

学思想中美的观念是在视、听、味、心等多个维度同步

发展而形成的。“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

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古

人谈美涉及到视觉、听觉、味觉和心觉等不同层面。

眼、耳、口、心形成了一个相互独立但又互动互补的感

觉统一体，形成了视觉美、听觉美、味觉美和心觉美等

不同的美感。

与此同时，古人在表述生活中的各种美的时候，

习惯于把多个维度上的感知同时列出

[9]

。这种五感并

置的表述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古人全方位美感满足的

审美原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古人对美的构成及其本

质的哲学思考。如《老子》中“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可

见，“五觉全美”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审美思维方

式。古人的审美，正是以这种多感官互动的思维方

式，通过五官审美感受系统的互通共用，在多个维度

图3 明式椅靠背

Fig.3 Ming style chair backrest

图4 荀子审美的情感与情感化设计

Fig.4 Emotion and emotional design of Xunzi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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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掘意蕴与客观存在的美的感受，最终基于“一篇

之中，必数者兼备”的审美要求，形成了“全美”的概

念。

从现代家具设计及其理论研究来看，过于侧重单

一维度的感知分析就会割裂其与审美系统之间的联

系，而局限于参数化的材料物性研究和浅层次的感知

行为分析又会偏离主体的审美认知

[10]

，因此，无论是在

整体研究思路的把握上还是具体设计方法的探索中，

结合古人“五觉全美”的审美思维方式，重新审视现代

家具设计中的感性问题，都会获益良多。

6 结语

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艺术研究历史悠久，在不

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审美思想各有异同，呈现出不同的

文化特征，折射着时代主流文化思想的光芒。纵观历

史，不论是主流审美思想的演变，还是文化理念的发

展，都影响到了具体的家具审美心理。中国传统家具

形式内敛、装饰规范，但又在用材、工巧及品位上讲求

自然适度的特点，正是中国古代审美思想共同作用的

结果。现代家具的审美及其设计首先必须回归审美

主体的本质需求，并深入研究政治、经济、伦理、技术、

环境等社会生存命题，确切把握当前具体历史情境，

才能在完善家具功能和品质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创造

性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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