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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发扬工匠精神，运用传统文化，完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创新设计。方法 站在批评的视角，

以汉斯·瓦格纳的中国椅为例，通过中国椅和明式圈椅的设计对比，指出明式圈椅的器物造型所蕴

涵的中国文化基因对西方设计的优势，同时受到国外发达国家设计进阶过程所秉承的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以及所显现出的工匠精神启发，再结合体验设计方法完成主人椅的设计实践。结论 工匠精

神和传统文化基因是当代设计创新的保障和资源，蕴涵工匠精神的创新设计值得正在成长的中国企

业和设计师借鉴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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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aster Chair Design 

LI Tong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14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at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artisans and apply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o Chinese style sit 

furniture innovation. It takes Hans Wegner’s Chinese Chair as example. By comparing Chinese Chair with Ming style 

round-backed armchair,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gene, which contained in Ming style round-backed arm-

chair’s shape, over western design is pointed out. At the meantime, inspired by developed-country design development 

path’s human centered design theory and artesian spirits, Master Chair’s design practiced is finished with the help of ex-

perience design methods. Artisan spiri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 are the guarantee and resource of contemporary design 

innovation. The innovative design laws which values craftsman spirit deserves to be studied by developing Chinese en-

terprises and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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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以独具特色的榫卯结构和蕴涵民族

气质的典雅造型在世界家具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在明式家具中，尤其是明式座椅深受西方收藏者的

拥戴。近些年来，针对明式座椅的创新设计层出不

穷，市场一片繁荣。在繁荣的背后，体现的是人们

对文化的热爱，对明式座椅价值的肯定。虽然很多

家具设计师都针对明式家具进行了创新发展，但是

时至今日，能够充分展现明式座椅文化的坐具设计

并不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加之居住环境改变和坐姿规矩的简化，使得

传统明式座椅在现代生活中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如

何使传统的明式座椅与现代生活很好地结合尚需

设计师进行深入的体验研究；二是很多从事明式家

具创新的设计师并没有深入地了解明式家具的精

髓，明式家具曾是文人参与制作的艺术，蕴涵极高

的审美和文化内涵，因此要充分展现出明式座椅的

精髓和风骨，设计师必须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对

明式家具的深刻了解。 

明式座椅种繁多，如官帽椅、交椅、扶手椅、

屏背椅、靠背椅、六方椅等，尤以圈椅 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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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明式圈椅得到了中西方专业设计师的肯定和

赞誉，圈椅的形态已经成为了中国古典家具甚至是

中国传统家具的一个标志，很多国内外设计师从圈

椅中获得灵感，进行椅子的创新设计，如丹麦设计

师汉斯·瓦格纳受中国圈椅启发，借鉴设计了中国

椅，成为了西方坐具设计史上的一件经典之作[1]。

这里汲取了西方设计的明式座椅的成功之处，分析

了明式坐具创新的关键所在，并结合自己的设计实

践，为明式座椅的设计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1  明式圈椅的相关研究 

1.1  明式圈椅中的人体工学 

圈椅见图 1，其特点在于其圆形大圈能将坐者的

臂膀呈圆形托起，S 型背板的上半部托起腰椎以上的

背部，大圈和后背板支撑起人体的上半身，减轻了

腰椎和臀部的压力，大圈形成的圆曲线与坐面的方

正遥相呼应，构成了线面的虚实变化，同时展现了

中国古人的方圆宇宙观，可以说是功能和形式的完

美融合，是明代家具先人智慧的体现[2]。令现代人不

理解的是：先人在椅子的人体工学方面考虑如此周

详[3—4]，那么身高普遍矮于当代人的古人为什么会

坐这么高的椅子呢？经过分析发现，坐高椅子来体

现形态挺拔的形式美是一方面，笔者推测御寒才是

高坐的根本原因。唐宋画中的很多椅子没有踏脚枨

却有脚踏，脚踏不光能解决舒服的问题，还能隔寒，

明代李渔的暖椅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5]。 

明式圈椅的人体工学考量和造物理念在明代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秉承以人为

本的理念，从功能、造型、材质等各方面满足了人

生理、心理及坐姿礼仪等各方面的需求，对当下的

坐具设计大有启发[6]。 

1.2  圈椅的材料和榫卯 

保留至今的明式圈椅基本都是紫檀、花梨、酸

枝、乌木等硬木材料的，大圈往下按插椅子的四根

立柱、S 型靠背、联帮棍，中间坐面的 4 条面边锁

死了椅子的 4 个立柱，步步高赶枨撑起了椅子腿，

使得明代圈椅如此结实耐用。硬木的使用和有效粘

胶的缺少，无疑深化和推进了榫卯结构，并使之成

为了经典[7]。中国古人讲究传辈，追求稳妥、一劳

永逸的心理，这恰好使得圈椅成为了同时代 坚固

结实的坐具。 

1.3  圈椅的美学 

中国古人在明式圈椅形态架构中运用了线和

面来造物，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线艺术，这有别

于西方的造型艺术。具有功能和形态的坐具和趋于

平面化运用散点透视的中国画，对于当时的西方来

说前者能被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其实，中西方文化

基因不同，让当时的西方认识中国明代圈椅蕴涵的

博大精深的中国人文和哲学思想是非常困难的事

情。在造物的美学方面，明代圈椅的形式魅力更容

易被西方人所接受。除了考古、探险家、学者之外，

很多建筑师和家具设计师也被明式坐具所吸引，他

们借鉴并设计了大批具有中国风格的坐具，其中一

些甚至成为了经典[8]。 

2  现代明式圈椅存在的问题 

2.1  对明式圈椅的使用调查和体验 

现在喜爱和使用明式圈椅的人非常多，也越来

越年轻化。做了老年、中年和青年共近百人的访谈

和调查后发现：年龄大的人是喜爱并使用圈椅，年

轻人大多只是喜欢圈椅的造型。 

通过调查一些使用明式座椅的人发现：20 人中

有 15 人喜欢坐明式圈椅，他们认为明式圈椅起身落

座要比沙发矮凳更方便和安全，且不容易腰疼腿麻，

其中 3 位经常练习太极拳的老人说圈椅养人通气

血，喜欢坐在圈椅上听广播或闭目养神。对于长期

使用圈椅的人提出的圈椅养人之说加大了笔者深入

体验圈椅使用的兴趣，于是笔者做了实验，分别设

定 45 分钟坐在沙发和圈椅上看电视，沙发正常坐

姿，圈椅标准坐姿。保持姿势 45 分钟后，从沙发上

起身发觉腰酸腿疼、膝盖僵硬、臀部麻木、颈椎不

舒服，从圈椅起身上半身几乎没什么感觉，膝盖没

什么僵硬感，只是椅面在大腿后部留下了两道红印。

这说明明式座椅因其精准的人体工学原因，在现代

生活中还是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2.2  现代明式圈椅存在的问题 

笔者曾多次到明清家具生产基地去考察红木

家具一条街。街上的商家基本都是前店后厂，考察

中发现：个别厂家有调整明式圈椅的形制和尺寸，

只要有改变，明式圈椅的圆润、大气、挺拔感就荡

然无存，即便哪里都不动，就是把腿据掉点放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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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马上就像瘪了的柿子一样没了精气神。其实这些

改变也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尝试过一段时

间后，商家发现还是原来的明式圈椅好卖，只要改

变了圈椅的形制，马上便无人问津。 

 

图 1  圈椅                         
Fig.1 The round-chair 

另外，笔者发现：随着现在家居环境的改变，

现代的沙发与传统的明式座椅放在一起不大协调。

来客如果坐沙发，主人坐在圈椅上就比客人高一大

截，会比较尴尬。因此，要设计出既具有传统明式

家具功能和形式上优点的，又符合当下生活气息的

圈椅是设计实践的重点。 

3  汉斯的设计作品带来的启示 

3.1  从"The Chinese Chair" 到 "The Chair" 

1945 年，丹麦设计师汉斯·瓦格纳受中国圈椅

启发，借鉴设计了"The Chinese Chair"见图 2，并以

此命名。此项设计是在继承了中国明式圈椅的基础

上进行设计创新的里程碑，因此成为了中国家具设

计研究和设计教育界几乎公认的借鉴明式家具做

现代设计的 成功案例。 

 

图 2  The Chinese Chair 
Fig.2 The Chinese Chair 

相比中国椅的形象，4 年后汉斯设计的"The 

Chair"见图 3 又有了质的变化，其中中国圈椅的形

象 已 经 荡 然 无 存 ， 充 满 了 丹 麦 人 文 情 怀 的 "The 

Chair"已经升华为本土的设计经典，在世界设计舞

台上被誉为“世界上 漂亮的椅子”。 

 

图 3  The Chair 
Fig.3 The Chair 

通过文献总结，设计界对于汉斯的"The Chair"

的评价主要分为以下 7 点：（1）机械化大批量生产，

为大多数人设计；（2）模块化设计；（3）简洁、优

美的造型；（4）体量轻巧；（5）既圆润又充满人文

气息；（6）用户体验舒适；（7）可以轻松地融入到

生活中。 

汉斯从"The Chinese Chair"到"The Chair"，这之

间设计了一系列这个题材的椅子，从借鉴到蜕变，

形成量的积累再到质的飞跃，具有浓厚人文关怀的

设计元素被运用到作品中，作品整体给人实用、轻

巧、纯粹、温和典雅、美观细腻的感觉，成为了具

有卓越气质的经典设计。 

3.2  比较明式圈椅与汉斯设计的椅子 

明式圈椅由梁架结构榫卯插接而成，结实牢

固。坐面、腿、赶枨、圈口组合成立方体，并与椅

圈组合成上圆下方的形态，体量实中有虚、秀丽挺

拔，椅腿下部为敞[9]。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和整体

形式，人和椅子的关系是互补互衬的。圈椅和坐者

是 朋 友 关 系 ， 是 互 相 衬 托 的 关 系 。 汉 斯 的 "The 

Chinese Chair"在形式上汲取了明式家具的精华，与

明式圈椅不同的是椅子没有赶枨和圈口，下腿到地

变细，椅子整体给人一种腾起之势，略显头重脚轻。

西方人认为椅子是服务于人的，其主体应该是人。

两者相比，明式座椅下盘扎实，能通过物的形式来

彰显人文思想。 

笔者认为两者在形式、结构和牢固程度上，都

与明式圈椅有着本质的差别，"The Chinese Chair"

只是在形式和表现技巧上有改变，只能算是具有中

国元素的座椅。但是发展到"The Chair"，的确彰显

了汉斯和而不同的再造能力。汉斯试图剥去这些旧

式椅子中的外在风格，让它们呈现 纯粹、 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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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这就是汉斯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The 

Chinese Chair"是汉斯在仿制基础上做的改变形式

的设计，而"The Chair"已经有了自己的设计理念，

其设计过程所蕴涵的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及锲而

不舍、精益求精的设计路径，非常值得正在成长的

中国企业和设计师借鉴学习。 

中国古人的传承思想非常明显，他们对于日常

生活中所使用的家具常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

们希望座椅能够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因此在座

椅的使用年限上，古人自然是希望时间越久越好。

人们现在看到的存留下来的大多数明式家具质量

都非常好，这种传承思想下的器物造型观念也算

是中国传统器物造型思想中较为独特的思想了，

这和汉斯认为的理想椅子的寿命是 50 年还是有差

别的。 

从意识形态上讲，中国古人的传统观念中还存

在步步高升的思想观念，形式和内涵的结合也使得

古人对于明式座椅设计非常满意，坐着舒坦，心理

也舒坦。再有就是明式座椅的扶手外端大多呈现出

一种圆滑的造型，这也与古人的生活情趣息息相

关。现今依旧可以看到很多古玩爱好者把玩核桃，

扶手末端的圆润造型不但方便使用者把玩，而且还

能按摩手部穴位，这几处明显的设计使人们对古人

的造物思想有所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气韵一说，无论是在绘画作

品中，还是在造物精神中都有体现[10]。唐代著名书

画理论家张璪曾提到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原本

是指画家将自己对大自然的观察、体验、感受藏于

心，将感受同自然之景通过画笔情真意切、淋漓尽

致地表现出来。那么设计师也应该对生活中的所见

所感内化于心，在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将设计作品

的造型语言传达出来，设计的作品不但要体现设计

师的设计理念，而且要传达设计师对文化精神内涵

的感悟，从这个层面上讲，汉斯的中国椅系列只是

在设计外观上对明式座椅的风格有所延续，中西方

的文化隔阂使汉斯不能完全理解明式座椅设计的

精妙内涵。 

4  主人椅设计实践 

笔者通过近 3 年来的设计实践以及在设计的

不同阶段与自身生活体验、学习和思考的感悟相结

合，设计制作了主人椅系列见图 4。受条件所限，

设计作品虽然还很不成熟，但是也有所收获。 

 

图 4  主人椅系列 
Fig.4 Design of master chair 

主人椅是为居家主人提供日常接待客人、读书

看报、看电视、休息等多功能用途的座椅。座椅的

造型设计体现了传统明式家具风格，并结合了现代

造型语义，力求在传统家具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整

体造型力求洗练、时尚，富有时代气息。 

主人椅的搭脑弯曲向上，一方面托起了胸椎以

上的肩背部位，缓解了疲劳使人感到舒服；另一方

面也加强了椅子的视觉个性和力量。主人椅的后靠

背板保留了明式座椅符号性的位置，与人体的背部

曲线也相符。座椅的高度相比传统的明式家具矮了

8 厘米，这为了与现代家庭必备的沙发等家具相协

调。相对与普通扶手椅，主人椅设置了高扶手，目

的是在读书看报的时候支撑上臂和小臂。与传统家

具不同的是，主人椅更注重对座椅人机的反复推敲

和研究，着重体系的是座椅使用的健康性和舒适

性。根据调查，中年以上的男人对座椅的舒适需求

与年轻人不同，便秘、前列腺等现代健康问题困扰

着很多中年男人，如何能让人坐得更舒服是主人椅

在材料选择上首先考虑的问题。在坐垫上采用透气

且有软硬适中的纯棕垫子，增加了人体的舒适感。

椅面下的圆包圆罗锅枨起到了加固坐面与椅腿的

作用，同时也是明式家具的经典元素，有利于加强

主人椅的明式气质。椅腿由乌木和金属相结合而

成，视觉上能让人感觉舒适，金属腿还可以规避椅

腿受潮坏掉情况的发生。椅子的拼装工艺依然采用

了替代明式家具的隼卯结构的预埋件，既方便运输

拆装又环保。总而言之，主人椅引导并加深了人们

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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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破除固守思想的能力和魄力成就了西方人的

学而不同。怀揣朴素而单纯的理念，在物的形制、

材料、结构、生产工艺和技术几个方面持之以恒、

深入研究。设计需要反复推敲和打样，设计活动不

是画图，实践是产生经典的手段。继承和发扬饱含

民族智慧的传统文化很重要。另外，借鉴学习是方

法和手段，融合是过程，创新创造才是目的，设计

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具有工匠精神的作品才是设

计创新进步的路径和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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