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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中国篆书艺术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理论与设计方法。方法 通过对篆书艺术形态特

点、文化内涵及常见应用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基于篆书形态的家具设计原则，并提出线条形态的创新

借鉴、图文符号的艺术装饰、多元文化的交融深化、字体结构的解构重组等设计方法，且结合设计实践

进行论证。结论 篆书形态使家具造型表现出挺拔意境之美，对指导现代家具造型的创新设计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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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 about application of Chinese seal character art in the mod-

ern furniture design. Through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ommon application of 

seal character art form, it explores the furniture design principle based on the seal character form, and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method such as the innovation in the form of lines, decorative art of graphic symbols, the deepening of the multi-

cultural blend and deconstruction restructuring of font structure, then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practice. The seal charac-

ter art form makes the furniture modeling show the beauty of artistic conception.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guide the 

innovation design of the modern furniture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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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是一门特殊的线的艺术，篆书的线艺术

是最简单、最淳朴的。近年来，众多设计者开始研究

篆书在艺术设计上的应用，并在各设计领域取得了一

定成效，创作出了极具艺术感染力、富有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的作品，并在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尤其

是北京奥运会会徽和体育图标，更是得到了全世界极

高的赞誉，但总体看来，篆书体在设计中的应用尚处

在探索阶段，其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如在现代

家具造型设计中的应用，就是篆书艺术蕴藏在设计领

域中的巨大潜力。 

1  中国篆书艺术文化 

篆书是我国古汉字的一种字体，《说文·竹部》有

“篆，引书也。”；“引”见《说文·丨部》：“丨 gǔn，上

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囟，引而下行读若退。”总之，

“引”是动词，拉长的意思[1]，即“篆书”是一种上下拉

长书写的字体。 

1.1  篆书的演变与发展 

广义来说，篆书包含秦小篆以前的所有字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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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分为两大部分，秦以前的文字统称为“大篆”，包括

甲骨文、金文、籀文；秦统一后的文字为丞相李斯编

制的“小篆”[1]。而后，小篆因中锋圆笔不利于书写方

便，在汉代被隶书取代。小篆由大篆演变而来，最终

达到线条美的极限，其演变及特点，见表 1[2]。 

表 1  篆书演变 
Tab.1 The evolution of seal character profiles 

时代 字体 释义 特点 章法 图示 

商周 甲骨文 
契刻在龟甲兽骨上 

的文字 

方直拙朴、刚健挺拔，符

合“六书”构形规律 
有行无序 

 

   

甲
骨
文 

商周 金文 
模铸或契刻于青铜 

器上的文字 

线条圆润（粗笔弯多），字

形简炼（成块团状） 
有行无序 

《
毛
公
鼎
》

周—秦国 籀文 将金文繁化而成 
已无图画符，只用线条笔

画，用笔粗细均匀 
有行无序 

    

石
鼓
文 

秦朝 小篆 
取大篆整理简 

化而成 

抽象符号化，简洁， 

工细规整，线条圆匀，字

呈竖势 

有行有序 

《
峄
山
碑
》   

1.2  篆书的线条艺术形态特征与审美价值 

后世说的篆书一般指小篆，篆体“是、句、斗、

羽、盾、百”见图 1。从设计学的角度来看，线条是

构成篆书形态的主要元素，篆书艺术就是对曲、直两

种基础线条的排布组织，不同形态的线条会产生不同

的力量，水平线如同一个支撑的平面，垂直线有对地

心引力的顺应之势，曲线则有一种活泼动态之感，线

条之间共同作用，形成张力的对抗与平衡；这种可塑

性极强的象形线条字体，自身以线为图进而形成面，

也易与图形结合[3]。小篆字体笔画横竖平直、等距、

粗细一致，甚至曲线的弧度也对称一致，字体结构间

布白均衡，疏密匀称，重心不偏不倚，讲究对称平衡

之美；字形呈竖向长方形，其结构展露挺拔秀丽稳定

之美，符合世界公认的黄金比例 1︰0.618 [4]，字体整

体风格古雅含蓄，舒展自如，气脉流畅统一，端庄简

约而不乏生动有趣。 

 

图 1  篆体“是、句、斗、羽、盾、百” 

Fig.1 Seal character "是, 句, 斗, 羽, 盾, 百" 

 从开始出现汉字的形而下的实用感性层次，到秦

小篆及以后追求形而上的精神抽象层次，历代篆书书

法家借用篆书演绎出铁线的隽秀、粗线的拙朴等，追

求字的线条形态与意境之间的互动美，达到书品即人

品的外化境界，使篆书由最初的记录功能演化成了抒

发胸怀的艺术审美形式。中国汉字实用书体在隶书取

代篆书的汉代传入其他国家，因此，汉字文化圈中，

篆书是中国独有的字体，将篆书艺术运用到现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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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一种创新表现形式。 

2  中国篆书艺术形态在设计中的常见运用 

篆书在退出官方实用书体的舞台后，其艺术价值

一直被人们重视，以各种艺术形态广泛运用在园林建

筑、平面设计、传统家具等领域。 

2.1  篆书艺术在园林建筑中的运用 

篆书常运用在园林建筑的门窗、栏杆、瓦当、砖

雕、建筑布局上。浙江湖州市“嘉业堂藏书楼”，其窗

格和走廊外铁栏都用篆字“嘉业堂”装饰，使建筑增添

了浓郁的书香气息。在文字瓦当中篆书被古代工匠们

处理成各种布局形式，内容一般为“千秋万岁”等祈福

吉语，也有的标明建筑物的名称如“长乐”等。篆书字

体可方可圆的庄重线条易与方形的住屋布局结合，如

山西太谷县曹家大院保留现今的“寿字院”[5]。 

2.2  篆书艺术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篆书在现代标志、包装、海报、书籍装帧等平面

设计中应用广泛，因其象形性易产生图文一体效果，

很多大学在校徽设计中有所采用，如华中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等。鲁迅先生设

计的北京大学校徽，将篆书“北、大”两个字上下叠排，

再加以变化将两字的中心移到圆心，像“人”的简笔

画，突出大学“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2.3  篆书艺术在中国古家具中的运用 

商周时代刻有金文的青铜器是篆书艺术在家具

中体现的开始，这类礼器上的文字内容多为祭典、敬

祖以及明告后世等，其篆书文字的实用性大于装饰

性，如表 1 中的《毛公鼎》作品。屏风、书柜等是篆

书艺术的重要载体，古人在屏风、书柜等家具上题诗

作画、写座右铭、记录重要事情等，篆书既有装饰功

能又起自我警示、明志、提醒、祝愿等作用，如汉代

李尤的《屏风铭》等[6]。明式家具是古代家具与篆书

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造型简炼，以线为主，其形态

结构能体会到篆书的用笔意境，可将明式圈椅与篆书

“立、宋”两字进行对比，其椅圈与扶手一体化顺势而

下，呈一气呵成、自然流畅之感；其椅圈造型与宝盖

头的篆书写法如出一辙，均有保护、包围人们之意，

可欣赏到文人在家具中注入的浓郁书卷气[7]。 

3  中国篆书艺术形态对创作现代家具造型

的启示 

家具造型形态要素离不开点、线、面、体等，其

中线是现代家具设计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基于篆书

线条形态要素的神韵之美与篆书艺术的常见运用形

式，借鉴美国美学家托马斯·门罗的艺术形态构成方

式类别[8]，提炼出篆书艺术形态运用于现代家具造型

设计中的原则与方法。 

3.1  运用篆书艺术形态创作现代家具造型的原则 

3.1.1  功能性原则 

家具设计属于产品设计，与纯粹的艺术不同，产

品设计具有某种实际用途，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

供服务的，因此，在创作篆书形态家具时要以满足现

实生活的功能需求为依据。 

3.1.2  再现性原则 

在家具造型设计中再现篆书艺术形态的方式有

两种：形态的模仿和文化的象征。篆书是象形文字，

其生动形象的审美形态是创作现代家具造型的重要

源泉。 

3.1.3  人本主义原则 

家具造型不能简单机械的照搬篆书形态，要求延

展和构造出整体比例匀称，尺度适宜，符合人机工程

原理的产品，并选用合宜的材质和技术来综合表现其

艺术的人文美。 

3.1.4  主题性原则 

主题性指造型与装饰的文化内涵性，是追求审美

形式的最高体现，通过强调形态由外及里的美感，提

升产品的附加值，满足现代人的功能与精神需求。 

3.2  运用篆书艺术形态创作现代家具造型的方法 

3.2.1  篆书线条形态的创新性借鉴 

线条可以形成面进而构成体，结合新材料新工艺

可以把篆书的线艺术发挥到极致，进而满足现代人的

生活和审美需要。如吕永中的“青蛇白蛇”篆书椅系列

作品，采用上薄下厚两种高密度板模片分别叠排再均

匀插接而成，其弯曲的线条富有弹性和张力，线条的

层层排叠表现篆书运笔的流畅匀称感，从正面看细细

的线条映射了篆书中锋行笔的劲挺之势，极具生命的

延展性[9—11]。 

3.2.2  篆书水墨图文符号的艺术性装饰 

篆书艺术发展到现代，作为文化符号已成为民族

特色极强的装饰性文字，其水墨图文符号作为装饰元

素，可直接传承传统字体，也可将复杂字体简约变形，

或采用篆文的美术变体如植物虫鸟等。总之，可根据

家具特征演变出各种适宜的风格。如将篆书书文刻于

新中式金属屏风上，可彰显高贵、大气、典雅之势。 

3.2.3  篆书的以形表意与多元文化交融 

在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今天，深入挖掘不同

背景文化的精髓，并与篆书文化思想结合，用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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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家具的创新设计。如一款中西方文化交融椅，就

是将具有典型篆书风格的明式圈椅拆分两半，在中间

拼接上一把现代功能主义的椅子，并用黑白两色区分，

使两者的对比轻松明快，营造一种不同的文化氛围。 

3.2.4  篆书字形结构的解构与重组 

根据设计者的意图，参照现代人的审美，对篆书

字体进行分解与重构，再提取合适的造型应用到现代

家具设计中，以达成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如 2006 

年中国家具设计大赛中的获奖作品《鼎椅》就是由篆

书字体“鼎”进行分解组合变体而来。 

4  中国篆书艺术在现代家具造型设计中的应

用实例分析 

篆书风现代餐厅家具效果见图 2，以该系列家具

为例介绍设计原则与方法的具体应用。 

4.1  选取合宜形态的篆书字体 

根据现代餐厅家具的具体功能，选取具有共同特

征的篆书字体，“人、以、用、贝、六、共”6 字为设

计原型。这些小篆字体的横画平坦舒缓，适合与家具

台面结合。篆书风现代餐厅家具单体效果见图 3，“贝”

字餐边柜的柜面等，见图 3a；其撇捺点画左右支撑

形成稳定空间，类似家具的脚型，李阳冰篆书千字文

中的“人”字，其字形高挑、曲度合宜而稳定，柔中带

刚的线条婉约时尚而优美，适合餐厅吧椅造型，“人”

字吧椅见图 3b。 

 

图 2  篆书风现代餐厅家具效果 
Fig.2 Design sketch of modern dining room furniture about 

seal character style 

4.2  延展字体的线条形态符号 

有意向地梳理和提炼所选字体的线条形态，对

其形态符号进行创新合理的延伸，构造符合现代生

活方式与审美价值的概念家具造型。以篆书体“共”

字抽象设计而成的餐桌见图 3c，也象征一家人团聚

共餐的情景。以篆书体“六”字为原型的六斗柜见图

3e，以虚处理的手法在布白处加上 6 个抽屉和 2 个小

翻门。 

4.3  优化创新概念家具形态 

以概念造型为设计出发点，结合现代材料、工艺、 

 

图 3  篆书风现代餐厅家具单体效果 
Fig.3 Design single sketch of modern dining room furniture about seal character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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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表现形式与审美情趣，对功能合理、尺度适用、

曲线流畅的概念形态进行优化，创作出既蕴含中国篆

书艺术特征，又具有现代风韵的现代餐厅家具系列，

如玻璃与木材结合设计而成的“用”字小餐车见图 3f，

钢木组合的“以”字造型现代感餐椅见图 3d。总之，线

条形态的演变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力求家具造型

达到最完美。 

5  结语 

篆书作为一种古老的美术字体，在发展过程中早

已超越了具象模仿，趋向于一种社会性符号艺术，成

为具有特色的典型中国文化。从设计创作理念上来

说，篆书艺术对中国的园林建筑、平面绘画、明式家

具的影响有其必然性。从这些常见运用中借鉴设计方

法，结合设计目标的功能性与社会性，深入分析篆书

字体形式结构和内在文化意蕴，通过其可变性和延展

性进而突破母体形态来拟构新的家具形态，从中寻求

现代审美和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是拓展中国现代家具

造型设计的有效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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