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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创新的现代家具设计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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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现当代家具设计成功案例，探索基于传统创新的现代家具设计方法。方法 以汉斯·韦

格纳、卢志荣的家具设计作品为典型案例，着重考察两种传统创新的家具设计方法，一种是发生在相同

领域内也就是家具系统内的，从传统家具到现代家具的创新设计方法；另一种是从传统器物或者绘画到

现代家具的“跨领域”的创新设计方法。结论 无论是传统家具，抑或是传统器物，乃至传统绘画，通

过类推设计的方法，均可以成为现代家具设计中有价值的参照原型，从而实现传统创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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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Furniture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Traditional Innovation 

CHEN Dou-dou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310024,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urniture design and explore the 

methods of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traditional innovation. The furniture design of Hans Wegner and Chi Wing 

Lo is taken as a typical case, and two traditional methods of furniture design were studied. One is in the same field within 

the furniture system, from the traditional furniture to the modern furniture; the other is from the traditional artifacts or 

painting to the modern furniture that means "cross-cutting"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Whether traditional furniture, or 

traditional utensil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painting, by analogy design methods, can become a valuable reference in the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prototype, so as to realize the purpose of tradi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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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设计的基本内涵，但创新并非“无中生

有”。德·昆西认为，模仿是“创造”的基础，创造是对

先前存在要素的重新组合。他反对将设计看成“游

戏”，设计师既是规则的创造者又是执行者，由此造

成混乱。在模仿与任意创造两个极端之间，根据先例

工作通常具有优势，因为可以吸收和借鉴前人和过去

的经验[1]。 

1  “中国椅”系列——同领域内类型推演的

设计方法探索 

1943 年弗瑞斯公司委托韦格纳设计一把带有优

美曲线的扶手椅，要求以 少的且产自丹麦的木材来

制作。韦格纳在构思“中国椅”期间，曾在图书馆接触 

过 1932 年出版的《家具类型》的副本，见图 1，并

且他可能在丹麦的几个博物馆的珍藏中见到过中国

椅的实例[2]。书中的两把中国圈椅，搭脑与扶手连成

一体的曲线，触动了设计师的灵感。 

1943 年的中国椅（570 mm×550 mm×815 mm，

樱桃木、皮质）见图 2，是韦格纳 早设计的一把中

国椅。它保持明式圈椅的基本类型，但是在结构上完

全不同于作为原型的明式圈椅。设计师没有采用以大

边与抹头格角攒边方包合榫的明式座椅常用的座盘

结构方式，即椅腿从座盘后二角或四角所开的圆孔或

方孔中穿过的结构方式[3]，代之以设计师所熟悉的欧

洲传统椅子的座框结构方式，即由四面围合的横挡板

以 榫 卯 连 接 四 条 腿 的 结 构 方 式 [4] 。 从 织 田 宪 嗣 在

"Danish Chairs"中给出的这把中国椅的三视图来看，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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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座框结构的横挡板构成的 4 个角上，都设置了三

角形木块以加强横挡板与腿部的连接强度，避免椅子

受力后椅腿容易摇晃的结构问题[5]。 

 

图 1  奥勒·万施尔 1932 年出版的《家具类型》中引自杜

邦 1926 年出版的《中国家具》中的两把椅子 
Fig.1 Two chairs in the Oler Wanshir published in 1932, the 
type of furniture from DuPont published in 1926, Chinese 

furniture 

  

图 2  韦格纳 早设计的中国椅 
Fig.2 Chinese chair by Wegner 

凭借这种坚固的结构，设计师移除了原型中部分

构件，如圈椅座盘结构下的管脚枨以及牙条，但将牙

条的形式用在座框结构上的横档板上；而落在侧面横

挡板上用于支撑扶手的 4 根竖向构件直接采用原型

中的鹅脖与镰刀把。为了使靠背更符合人体工学，中

国椅的扶手，将原型中处于一个斜面上的明式圈椅的

月牙扶手，在靠近“镰刀把”部位附近做了一个弯折，

使得椅圈在来到扶手的部位时趋于水平，起到降低了

扶手高度的作用，这避免了人手臂搁置在上面时需长

时间耸肩所带来的肩部肌肉的不适[6]。 

韦格纳设计的这把中国椅，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

类型推演的设计方法。通过对作为原型的明式座椅进

行结构上从“座盘结构”到“座框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韦格纳移除原型中横枨的结构件，由此消除视觉上两

条标志性的横向分割线，加之采用旋切而成且带有明

显收分的椅腿，给中国椅带来一种有别于原型的轻盈

向上的视觉感受；通过对原型扶手的弯折处理，韦格

纳改变了原型直楞的椅圈，从形式上增加了中国椅的

柔和度。而其他构件如一统碑式的靠背板、支承扶手

的鹅脖与镰刀把则直接取自原型。如此，通过在变与

不变中进行的类型推演，韦格纳使中国椅与原型之间

形成一种是与非是的相似性关系，让人有一种奇妙的

“熟悉的陌生感”。 

1944 年的这把中国椅（570 mm×560 mm×795 mm，

白蜡木、纸绳），见图 3，同样是类型推演的设计结

果，其结构采用欧洲传统椅子的结构方式，但在形式

上更接近于它的原型。这也许是因为座面材料以纸绳

替代皮质坐垫时，需要将其绷紧以承受人的重量，太

宽的横挡板既废料又在视觉上显得粗笨，因此设计师

将四周的每个横挡板都拆解为上下两根横枨，上面的

四根围成方框用以绷紧纸绳，因横枨截面较小，其与

腿部连接强度不够，下面的横枨正好起到加强座椅结

构的作用。又因纸绳座面中无法安置用以稳定腿脚的

三角形木块，较窄的横枨又无法遮挡住三角形木块，

因此，为了稳定结构，这把中国椅在左右两侧保留了

原型中的管脚枨。 

 

 
图 3  中国椅 

Fig.3 Chinese chair 

座椅的椅圈如前者一样，在扶手部位弯折成水平

提升人因的合理性，它的线型比前者更单纯，一根浑

圆的曲木只是在靠背的区域，沿着靠背板的倾斜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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剜出一个面，以减轻因椅圈变细后易对背部肌肉形成

的更大的压迫感。靠背板笔直斜上与椅圈直接交接，

至根部弯折与后部横枨连接，不像前者在靠背板上端

两侧的弧线过渡后再与圈椅连接。该中国椅与前者一

样，椅面略作后倾，人坐于其上重心略微向后，使人体

靠背的姿态更为协调与放松。同时，椅面放出微微的弧

度，对臀部两侧肌肉给予一定的支撑，这可以减轻直型

横枨更容易会顶住膝盖窝而产生腿脚麻木的问题。 

该椅前腿采用两根浑圆笔直的木棒，后腿笔直，

在坐面上方开始收分，为了与直径略细的椅圈有更好

的配合关系。两侧横枨采用宽度与椅腿直径相仿的扁

方形木条，这使得椅腿与横枨在视觉上形成连贯的一

个整体。以一块小方木连接两侧上部的横枨，鹅脖也

连接在此处，一是可以增强座面的抗压强度，二是增

加了与鹅脖连接的接触面，增强了鹅脖支撑椅圈的稳

定性，进而将原型中的起到辅助支撑作用的镰刀把取

消，在视觉上更显通畅。 

由同一个原型推演而出的这把中国椅，因座面材料

的变更，设计师作出与 1943 年的中国椅完全不同的结

构处理方式，同时采用不同于前者带收分而显轻柔的线

型，而是直腿、直枨、直靠背的硬朗、简洁的形式语言，

赋予它全然不同的形态，又一把中国椅也就此诞生。 

以明式座椅为原型，韦格纳一生至少设计了 9 把

中国椅，他在同一时期先后制出了 4 个模型，见图 4。

在保留明式圈椅类型的基础上，从欧洲传统结构方

式、人因改进以及多样化形式语言等几个方面，以类

型推演的设计方法对原型进行重新设计，探索了同领

域内从传统到现代的家具类型推演的多种可能性，并

将鲜明的时代特色注入传统家具类型之中，使之焕发

出新的生命。 

 
        No.1                          No.2                        No.3                             No.4 

图 4  韦格纳同一时期先后制出的 4 个模型   
Fig.4 Four models of Wegner successively in the same period 

2  卢志荣——“跨领域”类型转换的设计方

法探索 

对卢志荣而言，设计“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改良，

包括在设计、制作和材料上的研究[7]。”较之于韦格

纳在设计中常用的那种从家具到家具，在相同领域中

实现类型推演的方法，卢志荣在设计中经常用一种

“跨领域”，即如从绘画到家具，或者是从器物到家具

的类型转换的设计方法。 

2.1  FOTA 灯 

FOTA 的 LED 光源置于金属托盘上，上面扣着

一个形似中国传统折纸灯笼的乳白色灯罩，用以柔和

光线，乳白色灯罩外再扣上一个原型性的圆柱形透明

罩[8]，见图 5。不带任何记忆痕迹的圆柱形为 FOTA

平添几分现代感，意在冲淡人们对传统折纸灯笼的直

接联想。因为设计师的重点既不在具有现代感的透明

罩上，也不在含有传统意味的折纸形乳白色灯罩上，

而在于让这两者之间展开一种“对话”·，因此，设计

师没有选择透明度极高且带有明显折射的水晶玻璃，

而选折了一种透明度一般的材质。因为水晶玻璃所具

有的晶莹剔透与表面高光反射的材料特性，使得自身

具有极强的观赏性，这会打破设计师精心安排的这种

对话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为此，在设计语言上设计

师刻意避开高档香水或者酒瓶设计中常用的块面切

削手法而形成的冷峻的时尚感与设计感，反而追求一

种消融于日常生活中熟视无睹的一种“非设计”语言。

设计师只是在圆柱形透明罩顶部倒出一个明显的圆

角，就像日常用的储物瓶的底部一样，不追求机械挺

刮的轮廓线，而以表面略微起伏的手工感，避免了纯

圆柱形的冷硬的现代感。 

以这种对材料、工艺上的精心推敲与设计语言关

系上的苦心经营，设计师构筑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视觉上相得益彰的交叠关系，

终实现两者间的共生性的对话[9]。以此来达成他的设

计立意，即呈现中国传统水墨画中虚实相间、光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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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图 5  FOTA 灯及其设计来源 
Fig.5 FOTA lamp and its design source 

叠的传统审美意象，如图 5a 中的水墨效果。这一设
计过程需经历从绘画的纯艺术性语言到产品的功能
性审美语言的跨领域的类型转换。从设计原型的水墨
画到设计结果的灯具，两者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彼
此间仅以视觉上的审美意象来维持。它们之间极其微
弱的关系，使得设计的出发点处于一种无任何现成参
照物的无序混沌状态，这提升了该设计的“原创”程度
与挑战性。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状态的建立，再到秩序
感中审美意象的准确表达，有赖于设计语言的功能性
形式，即乳白色灯罩与圆柱形透明罩套叠关系的确
定，以及语言材料，即绘画的“非物质性”到产品的物
质性的顺利转换。这是一种典型的从二维到三维、从
非物质到物质的“跨领域”的类型转换的设计方法。在
这类类型转换的设计中，原型与设计对象之间往往是
一种隐喻的关系。 

2.2  sima 边几 

sima 边几（480 mm×1040 mm，橡木，LED 光源）

与竹提篮之间的形似，见图 6，很容易让人觉得提篮

就是设计原型和设计师想要表达的主题，但是两者之

间在形式上的联系却是由功能触发的。设计师在边几

上方形似提篮把手的结构中设置了一盏可为阅读提

供照明的 LED 光源，因此边几的整体高度达 1 米多，

这样不仅可以扩大照明范围，而且也可为坐在边上看

书的人提供较为理想的照射角度。正是通过将照明与

传统边几功能相结合的设计思路，设计师才将圆柱形

的柜体与类似提手的灯架这两者顺理成章地联系起

来，并以提篮为原型作为边几结构与形式上的隐喻。 

边几以转盘作为抽拉式储物空间的开合方式，是

圆柱形柜体的合理选择，转盘的开合能够实现从圆柱

体到半圆主体的多种形态变化，可增加边几使用的趣

味。提手的立柱与把手以模拟竹工艺热弯的弧线相

接，把手上部安装圆棒形照明装置，其细小的体量与

圆柱形柜体形成有趣的对比。 

可以说，sima 边几的设计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由

功能触发，从器物到家具的“跨领域”类型转换的设计

方法。器物作为原型在这种类型转换的设计方法中更

多地担任隐喻的角色，原型器物的功能、体量与结构

在此过程中均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领域中不同 

        
                                 a sima 边几                                b 竹提篮 

图 6  sima 边几与竹提篮 
Fig.6 Sima side and bamboo bas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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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种类的使用功能的需求。与之不同，前述作为原

型的水墨画则完全是一种隐喻，一种审美意象，由此

转换而来的灯具，其功能与体量、结构与形式在此过

程中则需要彻底重新建构。 

3  结语 

上述案例中卢志荣与韦格纳所采用的设计方法，

都是基于传统之上的类推设计，只是他们所选择的原

型与他们的设计对象之间的“距离”不同，类推的方法

不同[10—11]。韦格纳的设计多以减法进行同领域内的

类型推演，卢志荣的设计则多以加法进行“跨领域”的

类型转换与隐喻表达。从家具系统的观点来看，韦格

纳的设计更多地从功能与材料工艺角度切入，而卢志

荣更在意设计的“立意”的探寻与诗意的表达。他们以

各自擅长的设计方法，揭示孕育于传统中的无尽的潜

力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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