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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在家具设计中应用混搭风格的可行性和具体策略。方法 立足于当前的时代背景，结合

人们对家具更加多元的要求，引出混搭的设计构思，接着从混搭的含义出发，探索混搭风格的重要价值

和作用，再以材料、色彩和风格三大方面为基点，对混搭风格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探究，分析

其中不同的设计风格和具体的设计作品，对混搭风格的应用前景进行总结，并对新时期的家具设计师提

出了高的要求，指出未来的设计发展方向。结论 在设计思想更趋多元化的今天，混搭风格的家具设计

能够在差异和矛盾中求得和谐与统一，创造一种融合的美感，为正在犹豫和徘徊的家具设计师提供更多

融合的灵感，促进家具设计的创新与突破，给家具设计带来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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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x and Match Style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LI Xiao-f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Imau Inner, Baotou 014109,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mix and match style in furni-

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ith people of furniture more diverse requirements, design 

leads to mix and match style, then starting from the mix meaning of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to explore the style, materi-

al, color and style of the three aspects as the bas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mix style in the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design styles, and the concrete design works, application of style are summarized. Higher re-

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re put forward for furniture designer, and the design of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s 

pointed out. Today's design ideas are more diversified. Furniture design style can mix harmony and unity in difference and 

contradiction, to create a fusion of beauty, which provides more fusion of inspiration for the hesitating and wandering 

furniture designer,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furniture, and brings new inspiration for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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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搭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种方式和态

度无疑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家具设计就

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混搭，甚至成为

了一种流行[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民的生活水平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提高，对家具的要求越来越

高，单一的设计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个性化的不懈追

求，他们更加渴望体验不同寻常的生活，彰显个性品

味[2]；另一方面，木材虽然是家具的常用材质，但是

在森林资源逐渐减少的当下，其越来越昂贵，而新材

料的研发给原本一成不变的家具形态带来了改变，其

丰富多彩的品种和造型使得家具设计摆脱了原本的

单一性，同时也为设计师发挥想象力提供了良好的支

持。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兼容主义共生互补，求取

高层次的综合，在差异和矛盾中求得和谐与统一的共

生美学逐渐发展起来，而混搭的 高境界恰恰是多种

元素的共存，是另一种层面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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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为混搭 

混搭是流行于时尚界的专用术语，“混”可以理解

为混合、随意，“搭”可以理解为搭配、连接、组合，

组合在一起主要指将不同风格、材质、身价等元素按

照个人喜好拼凑在一起，以达到一种独特的效果，从

而体现出完全个人化的风格。客观来说，混搭是一门

难度较大的艺术，讲究一种融合的美感，是矛盾中的

和谐[3]。比如，服装设计中的混搭，薄纱与皮草、牛

仔和丝绸等，经设计师独特的手法组合在一起，展现

出一种和谐与创新，不仅没有想象中的突兀之感，而

且让人耳目一新。家具设计中的混搭风格与服装混搭

异曲同工，讲究不同元素的结合和碰撞，同时又强调

和谐，体现的是一种审美情趣和品位，虽然家具中的

混搭是一种不经意或刻意，但是往往刻意居，是要经

过多番的考虑和设计，寻找有新意的方向，不断推翻、

否定， 后得到的才是和谐中的变化。 

2  家具中的混搭方向 

任何一件家具都是由材料、色彩、风格、功能等

要素组成，因此，在进行家具混搭时，设计师应着重

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深入探究合理的混搭方式，让家

具设计更加富有审美性、功能性和独创性[4]。 

2.1  材料混搭 

材料是构成家具的物质基础，是成功家具设计的

关键所在。从家具发展的进程看，材料的使用已经不

再单一，除了常用的木材、金属、塑料外，还有藤、

竹、玻璃、橡胶、织物、装饰板、皮革、海绵等[5]。

可以说，每种新材料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造型和使用

方法，而不同材料的不同运用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设

计效果，给人带来不一样的视觉魅力和创意。首先，

木制家具的混搭。说到家具材质，木制家具就是不得

不提的关键[6]。一直以来，木制家具都是家具设计中

的常胜将军，然而，这并不是说木制家具是无可挑剔

的，是家具设计的绝对之选，因为木制家具存在用材

贵、缺少灵性等弊端，其阻碍了木质家具市场的进一

步扩大，而且无法满足人们急于摆脱以往的束缚，寻

找生理、心理、审美的实际需求，所以设计师逐渐开

始在设计过程中对各种材料进行更深入地了解及运

用创新，即混搭。其中，木雕刻装饰手法与木制家具

的创新混搭成为了较为突出的代表。传统的木雕刻装

饰家具很多都存在用材贵重、厚重、设计缺少灵性的

弊端，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为了将这种精湛而

古老的技艺与现代家具进行融合，越来越多的设计师

开始了传统与现代的搭配，将粗犷与细腻、精确与粗

放等技法和手段进行组合，以求造型的新颖感，简洁

流畅的线条摒弃了原本豪华雍容的设计风格，强调

“以人为本，简朴自然”，再配合粗木、藤条、竹条等

自然的粗重材料的相互搭配，传递出一种人性化的东

西，充分满足了人们感性、本性和理性的需求。其次，

竹制家具的混搭。竹子与木材一样，自古以来便颇受

人们青睐，是应用较多的家具材料之一，尤其在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手工之精美的竹制家具令人叹为观

止。在现代家具设计中，设计师希望借助传统的竹制

家具演绎出另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元素，实现全新

意义上的混搭，做出兼具美感与现代的设计作品[7]。

比如台湾设计师蔡易成、陈茂辉设计的竹家具系列

——三世同堂，便是对这种混搭应用较好的典型案

例。设计师为了表达当今社会结构的改变所出现的传

统三代同堂家庭结构逐渐瓦解的境况，给人以反思，

传承和落实孝道观念及宗族文化，在设计过程中突破

了传统材料的限制，戏剧化地运用了石雕塑，以类似

俄罗斯娃娃的形式进行展现，一张鼓凳可分开成为 3

张不同尺寸的鼓凳，每一张鼓凳又能够分离成为 6 张

椅凳，给竹材质的运用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

为老、中、青 3 代提供了家族团聚时适合自己高度的

椅凳，完美地诠释了传统东方文化中的工匠技艺。另

一款台湾设计师周育润作品——泡泡沙发，同样是对

竹制家具的混搭典范。那些竹编小球以单一元素重复

连结的方式取代了原本复杂的沙发结构，创造出轻

盈、穿透、简洁的特性。 

2.2  色彩混搭 

阿尔海姆曾说：“色彩能够表现感情，这是一个

无可辩驳的事实”。在家具设计中，充分的利用色彩

混搭的形式进行设计，能够更好地营造空间氛围。这

是因为在一个窄小的空间中，人们极易感到沉闷，而

若在其中添置一件跳跃颜色的家具，便会让整个空间

比较有活力，让人赏心悦目。可见，色彩的搭配非常

重要，尤其是在多色彩的家具设计时，更要在进行混

搭设计时充分了解各种色彩在各种材料上所出现的

不同效果，同时要懂得扬长避短，将各种材料的不足

变成独具个性的特点，打破材料本身固有色的单一

性，使设计更多样化[8]。只要色彩搭配得好，便能使

整个家具在品位上更加出众，反之，随意混搭色彩、

没有主次就会造成视觉上的混乱，给人俗气、廉价的

感觉。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色彩的合理混搭呢？事实

上，好的家具对于一个空间来说，不仅是一个储存空

间，而且更是一件装饰品。成功的家具必须唤起人们

对以往美好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因此，

在设计时必须从丰富多彩的自然色彩中进行提炼和

概括，充分利用色彩表达设计的情调，通过合理搭配

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传递出一种情感。比如，对于

追逐时尚的年轻人群体所设计的家具，其颜色的搭配

要注重艳丽、新奇，再配合前卫的整体造型，迎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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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阳光积极、开朗活泼的性格特点；对于老年群体的

家具设计，要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特征和情绪特点，选

择具有稳定感的色系进行搭配，使其有利于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群体家具设计，其颜

色要选择明快、活泼、可爱的颜色，为他们创造一种

积极的氛围，激发想象力和对生活的热情。 

2.3  风格混搭 

风格是一个大概念，是文化模式的一种表现。具

体来讲，一个风格的形成要具备独特性、一致性、稳

定性 3 要素，是设计师、作品（产品）、时代、民族

的风格和设计思想等的综合反映。风格一旦形成，便

会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其在流行与

发展过程中，能够给产品形态带来同类特征的流行[9]。

在风格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很难说哪种风格是家

具设计的主流，随之出现的欧式风格融合了东方元

素、古典风格用现代手法去演绎等形式，为风格的混

搭提供了温床，那跨时间、跨地域、跨文化的不同风

格的混搭与兼容，在很大意义上实现了跨越与创新。

首先，中式风格的混搭。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中式家

具凭借自身严密紧凑的结合工艺、天然的木质纹理、

手艺高超的制造工艺、珍贵的文化底蕴与内涵有着广

阔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然而，在现代社会，很多

人觉得中式家具美则美矣，却并不符合人机工程学原

理，同时也缺乏现代的明快流畅，因此，即便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中式家具仍然因为不能与现代

人的日常生活在装饰和使用上进行融合，从而被耽搁

了。对这种繁琐的中式家具进行现代化的设计，通过

合理的组合搭配，变旧为新，成为了混搭的一大课题。

比如，现代风格的椅子设计，可以在扶手部分采用中

式古典家具圈椅的部分造型，配合新的材质以及更简

约时尚的整体造型，在传统与现代的混搭中实现“旧”

的历史符号样式与“新”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从而更加

符合当今时代的现代化生活和工作需求[10]。现代衣柜

的设计同样可以实现新与旧的混搭，比如将古典家具

的材料进行替换，去除繁复的边角及花纹设计，将青

花瓷的材质代替原本铜的位置，以大胆的变化和创新

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其次，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混

搭。后现代主义深受行家和大众喜爱的原因在于其常

通过夸张、变形、断裂、折射、叠加等手法组合传统

元素， 终求得设计语言的双重解码。在家具设计中，

沙发、床、妆台、贵妃椅、餐边柜、餐桌椅等家具产

品常常是后现代风格的主要表现载体。在色彩方面，

后现代主义讲究的混搭多没有主次之分，借助不同色

调的色块并置，使之相互干扰，营造全新的视觉效果[11]。

在材质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混搭更加灵活，既可以是

光滑温润的毛绒面料或高档尊贵的全皮面料相结合，

又可以是木架或不锈钢脚架的混合，再镶上闪闪发光

的珠片、钻扣、珍珠等，与欧式风格家居相搭配，从

而营造出时尚、另类、奢华的艺术效果。 

3  结语 

混搭改变人们一成不变的搭配方式，把不尽相同

的类别组合在一起，使之产生多重意义上的共生，不

同元素的并行与交融，为设计创新确立了更为理性的

认识导向，也给家具设计带来新的启发，指明了未来

的发展方向[12-13]。在当前这个设计多元化发展的社会

现实下，设计师要摒弃机械式的拼凑，科学、合理地

把混搭风格运用到家具设计中，强调人与空间、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更好地为家居空间的良好氛围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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