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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榫卯结构代表了中国传统木作手工艺的千年传承与设计精华，为将传统工艺和传统文化更

好地发展与延续，重点探索榫卯元素在现代设计领域的拓展设计方法，为榫卯结构的发展及应用提供新

的设计思路。方法 通过列举、对比、实例分析的方法，解析榫卯元素与现代设计结合的优势，分析两

者结合的设计基点，探索与研究具体的设计方法。结论 从造型、寓意、形式和创意 4 个方面，结合具

体设计案例，探讨榫卯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具体设计思路及设计方法，为现代设计领域的设计创作

提供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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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on Element in the Field of Modern Design 

CHEN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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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non structure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China wood crafts ess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raft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better to explore tenon element design method in the field of modern design, it 

provides a new design approa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tise and tenon joint structure. Through enumeration, compar-

ison, case analysis method, i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tenon element and modern design, explores the specific design 

methods. It discusses the design metho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modeling, implication, form and creativity, provides the 

design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modern desig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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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榫卯文化源远流长，榫卯结构在中国传统

的建筑及家具领域应用的十分广泛。如今，我们再提

榫卯，它已不再是单纯的结构形式、连接部件，它已

经被赋予了时代的标签，代表了中国传统木作手工艺

的千年传承与设计精华[1]。榫卯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文

化的元素符号，在现代的设计当中，可以将榫卯结构

作为一种元素符号应用到现代设计当中，这种拓展设

计可以打破传统榫卯结构的常规做法，从造型上、材

质上、功能上、概念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榫卯

结构的发展及应用提供更多的设计思路，能够借助传

统的榫卯元素符号设计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传

统与时代感并存的现代设计。 

1  榫卯元素与现代设计结合的优势 

1.1 特色鲜明，识别性强 

榫卯元素在现代设计领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设计符号，它涵盖了具有中国传统榫卯结构特征的造

型元素。中国古代的木建筑、木家具、木制器械的连

接主要就是依靠榫卯结构，它是在两个木构件连接时

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构，凸出部分叫榫头，凹进部分

叫卯或榫槽[2]，不用任何钢钉就可以将作品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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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中国传统木作工艺的精髓，具有很强的识别性。

在现代设计领域中结合榫卯元素，可以很容易地将中

国韵味与传统木作工艺的特色在设计作品中体现出

来。而且在现代设计中，榫卯结构大多会用在建筑和

家具的制作，在其他设计领域，诸如电子产品、装饰、

平面等领域涉猎较少，可以借助这种优势，开拓新的

设计领域与设计方向，这会为人们带来更多具有民族

风格的设计作品。 

1.2  继承传统，底蕴深厚 

榫卯元素代表着中国传统木文化的精华，它继承

着传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以榫卯元素为基点设

计的作品，本身就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样

的设计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赋予了中国本土文化

内涵。同时，将传统的木作工艺与当代设计的结合，

可以让中国传统工艺得到更为广泛的开发和应用，为

手工艺的传承和发展打开新的思路，为榫卯文化的发

展开拓新的设计领域。 

1.3  结构灵活，造型多变 

榫卯结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根据不同的连

接位置选择合适的榫卯结构。榫卯的拼装与积木玩具

有着类似的趣味性，可以借助榫卯结构可自由拼装组

合的优势，将设计的组合性、多变性、趣味性的特点

应用到现代的设计当中，增加设计的多功能属性。另

外，还可以根据产品的特点，设计出一些标准插接件

和组合件[3]，让使用者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拼装，这

样就增加了产品的可变性，增加使用者的参与度，提

升使用兴趣。 

2  榫卯元素与现代设计结合的设计基点 

榫卯结构与现代设计结合的设计基点，就是选择

合适的设计切入点。通常在设计之前，都要寻找一个

设计灵感的来源，可以是一个造型、一个材料、 一

个故事、一个概念等，然后通过设计理念与设计元素

的融合将具体的设计展现出来。在榫卯结构与现代设

计结合的设计过程中，要以现代设计视角来审视传统

元素，用现代创意设计理念与传统工艺相结合，从而

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与需求的设计作品[4]。设计基点

的选择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选择。 

2.1  取其形 

中国传统的榫卯有很多种经典的结构，如直榫、

燕尾榫、楔钉榫、抱肩榫、银锭榫、粽角榫[5]等，这

些榫卯结构的造型本身就十分有特点，有些极具观赏

性，可以直接取其形而用。这些结构可以根据设计需

要，直接或间接的引用到设计当中，借其形进行再设

计。设计的过程中，保留榫卯元素的结构特征，可通

过沿用结构、更换材质、调节色彩、赋予功能等方式

进行设计创作。 

2.2  择其式 

榫卯元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可拆装的结合方

式。这种组合形式，具有很强的多变性，这就为设计

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表现形式，现代的产品设计，不

仅要具有使用功能，而且还有从外观形式、标准化生

产、使用者的参与互动、包装运输等多方面综合考量，

标准的接口设计，不仅方便标准化生产，而且还可以

让各个部件之间自由拼装，使产品具有多种的组合形

式和功能变化，丰富了产品的形式感。 

2.3  借其意 

榫卯，一凸一凹，榫为阳、卯为阴，阴阳相生。

榫卯是中国智慧的产物，外观四称，含而不露，体现

了自然阴阳相互转承“阴阳互补、虚实相生”的哲学意

蕴[6]。榫卯内蕴阴阳，相生相克，以制为衡，榫卯结

构的部件之间，产生互补关系，就像情人，异性相吸、

两情相悦。现代设计中可以引入榫卯“互补互生”的概

念，赋予设计更多的灵感和寓意。 

3  榫卯元素与现代设计结合的设计方法 

在设计创作的过程中，具体的设计方向确定后，

可以在设计基点的基础上，对相关的设计要素进行整

合，将设计要素融合到设计当中，从而赋予设计具体

的形式。通常会从造型、寓意、形式和创意 4 个方面

进行考虑。 

3.1  造型 

造型包括形状、颜色和材质，这些方面的设计要

从在已选好的设计基点的基础上进行构思，在原有的

设计基点上进行借用、简化、提炼、重组、整合、转

化等艺术的加工，根据设计的定位来调整具体的设计

方案[7]。对榫卯元素的应用拓展，可以从榫卯元素造

型本身出发，借助榫卯元素的造型、结构、寓意等方

面与想要设计产品的属性相结合，寻找共同点，然后

进行整合设计，这样设计的新产品，既具有地方特色，

又具有中国文化属性，可识别性极强。 

利用造型进行设计是最为有效、最直接的方法，

可以直接引入设计要素的造型进行简化，与现代设计

寻找结合点，在添加附加的元素或设计主题，逐步完

善设计方案[8]。例如，粽角榫 LED 夜灯的设计，就是

直接借用榫卯结构的造型进行再设计的作品，粽角榫

LED 夜灯见图 1，从字面上就能够看出，设计者是借

用了粽角榫这个结构要素与现代的灯具设计相结合进

行设计的，设计者直接选用了粽角榫的一部分进行创

作，引入了亚克力的透光材质与木材相结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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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出了现代感极强的夜灯造型。“泉·韵”的系列首

饰设计，见图 2，则是选用了另一种设计方式，即造

型的简化，这个头簪的设计是将济南有名的趵突泉的

泉水造型进行抽象、简化后，运用到头簪的设计当中。

简化的簪头有 3 种造型，簪头设计成可更换的插接形

式，簪头与簪身的连接方式沿用了榫卯结构中的的直

榫形式，整个头簪的设计古朴却不失变换的新意。 
 

 

 

图 1  粽角榫 LED 夜灯 
Fig.1 LED night light tenon corners 

 
图 2  泉·韵——首饰设计 

Fig.2 The lingering charm of spring: jewelry design 

 对色彩要素的提炼和归纳是极为有效的配色方

法。在基本造型和材质确定好后，给予具有民俗风格

的色彩搭配，会带来很强的地域特征，是营造地方风

格的最有效的设计手法。“湘印”系列烛台设计，见

图 3，源自湖湘地方的背篓造型，烛台上下采用直榫

插接的形式，可以自由变换造型，烛台上的装饰纹样

也选择传统背篓上的印花装饰，带有很强的民俗风格，

同时色彩的搭配也极具地方特色，是一款极具民族装

饰感的烛台设计。 

 

图 3  湘印——系列烛台设计 
Fig.3 Impression of Hunan: series candle holder design 

3.2  寓意  

寓意可以源自设计基点本身，也可以根据造型重

新赋予。通常需要借用一些诗词典故、主题概念来拓

展设计思路，选取合适的实体形式将这些文字的阐述

转化成造型、色彩或纹案[9]。这样的设计形式，要求

设计者要有很强的理解分析能力和对事物的提炼概

括能力。相比前面的设计方法难度要大，但却最让人

回味，值得深思。“雅秋”主题的花瓶设计，见图 4，

就是沿用了木材本身的素雅之感，又结合花瓶本身的

属性来设计的。作品借用了榫卯结构的插接形式，可

以随意组装，变化多样，整个作品给人带来了秋天的

素雅之感。 

3.3  形式   

从外观和结构上综合考虑，赋予榫卯要素时代

感的表现形式。传统的榫卯结构既有稳定的结构，

又可以拆装组合，在新产品的设计中，可以从稳定

的拆装结构中获取灵感，在结构的组合方式上进行

拓展设计[10—12]。通过一些标准化零部件的拼装组合，

设计出适合批量化生产的、可拆装、复合使用功能的

产品。以“井然有序”为主题的木质隔热垫设计，见图

5，就是借鉴了燕尾榫的形式进行设计，设计者将隔

热垫设计成能够自由组合拼装的标准件，将结构的变

化与产品的造型融合到一起，这样就更加增加了产品

的可变性，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组装，丰富了产

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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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雅秋——花瓶设计 
Fig.4 Yaqiu: vase design 

 
图 5  井然有序——木质隔热垫设计 

Fig.5 In order: design of wooden heat insulation pad 

3.4  创意  

新产品设计要以“实用+创意”为目标进行创作。

以实用功能为基点，从实用的便捷性、多功能性上考

量设计。结合榫卯要素的特征，让设计作品具有现代

的外观和多变的造型及使用功能，从连接的形式上与

榫卯元素结合，让产品的设计既有新意，又富于变化。

“花之木器”系列花瓶设计，见图 6，让人眼前一亮，  

 

图 6  花之木语——系列花瓶设计 
Fig.6 Wood language of flowers: series vase design 

原来花瓶也可以这样变化。这个设计将榫卯结构和花

瓶的功能结合的非常好，造型简洁现代，却又涵盖了

传统的韵味。花瓶由几个标准件组成，使用银锭榫连

接，榫头统一大小，造型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组装，既

美观又实用。 

4  结语 

榫卯元素在现代设计领域的拓展将为传统木作

工艺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榫卯元素的应用将

逐步拓展到设计的各个领域，让传统工艺在现代的设

计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榫卯的应用不应局限于

传统的做法，要从外观、结构、材料上拓展设计的表

现形式，这种传统的模式将随着现代设计的发展，逐

步被拓展应用范围，传统民族工艺也将会以全新的形

象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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