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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和合”理念的本意出发，探究“和合”理念在客家家具文化中的具体内涵、设计理念，

以及对整个客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方法 详细阐释“和合”理念的深刻内涵，以及该理念对客家人的

社会、生活、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影响，将客家家具置于“天、地、人”的系统中来阐述客家家具文化

中所蕴涵的“协调”、“节制”、“和谐共生”等“和合”理念，运用系统的方法来剖析 3 者之间的共生关

系。结论 结合客家人的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客家先民的迁徙历程，详细分析客家家具中所蕴

涵的人本理念、自然观念、精神特质和自身变化发展等方面的特征和理念，探索客家家具文化中所蕴涵

的“和合”之道，并以此为客家家具的设计创新和整个客家文化研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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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y" of Hakka Furniture Culture 

ZHANG Xian-fu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543002,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re meaning of Harmony, it discusses the concrete meaning and design idea of harmony 

concept in Hakka furniture culture, and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this idea on the whole Hakka culture. It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harmony" concep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 on the culture, folk custom, social life of Hakka, etc., 

placing the Hakka furniture in the system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to illustrate the Harmony concept of harmony and 

moderation in Hakka furniture culture, using a systematic way to analyze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ideas. Combined with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Hakka people, as well as the migratory course of the 

Hakka ancestors, the humanistic concept, the natural concept, the spiritual trait and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akka furniture are analyzed in detail to explore the "harmony" in the Hakka furniture culture, an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design innovation of the Hakka furniture and the study of the Hakk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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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又称河洛郎，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

民系。客家的源流始于秦南征百越，历东晋五胡乱华、

唐末黄巢起义、宋南渡、明末清初西进运动以及 19

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等几次大的迁徙逐渐形成的

相对稳定的族群。客家文化包括语言、戏剧、音乐、

舞蹈、工艺、民俗、家具、建筑、饮食等，是由客家

人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出于生存的需

要，在相对封闭的偏远山区客居，客家人只有团结、

友爱、互助、尊重才能共渡难关、幸福生活，并以此

在中原汉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友爱、尊重”为

核心的客家“和”文化，后来客家人将这种待人的态度

与方式延续到了对自然，物、文化等方面，形成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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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色的客家“和合”文化。 

“和”、“合” 初出现于甲骨文，“和”初意为声音

相应和谐，“合”则指上、下唇的闭合。殷周时，“和”

与“合”是单一概念，《易经》中只用“和”表达和谐、

和善之意；而《尚书》中，“合”作“相合、符合”讲；

《中庸》首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

以此观之，客家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与传统文化是一

脉相承的，影响着客家人社会、生活、文化的各方面，

对客家家具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这里将从客家家具

文化的人本理念、自然观念、社会文化内涵以及发展

特质等方面来阐述客家家具文化中所蕴涵的“和合”

理念。 

1  “和”人文之本——凸显客家家具文化的

人文关怀 

人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原因和中心，《泰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从之”，可见，人在活动中处于核心地

位。客家人对“人本”的尊重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

对艰苦历程的感悟与反思。战争、灾难、举家迁徙使

客家人更加珍爱生命，理解生命的意义与真谛，尊重

人的本源地位。客家人将“人本”思想固化在客家文化

中沉淀并传承，表现在吃、穿、住、用、行、风俗习

惯、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客家家具文化属于客家文化中“住”的重要内容与

形式，客家人根据人的行为习惯、生理特征、心理需求

等要素对家具进行设计，体现了完美的“人本”理念。 

1.1  满足心理需求，构建和谐关系 

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将人的

需求分为生理和心理两大类共 5 个层次，由此可见，

满足使用者的心理需求是家具设计的重要任务。客家

人在家具设计时也非常重视这一点，设计出了众多优

秀的家具，其中客家大栏床就是一个典型，客家大栏

床见图 1。 

在心理学中，床的高低会给使用者带来不一样的心 

理感受：床太低会让使用者感到压抑；而床太高又让使

用者有悬空之感而不踏实。要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客家人根据功能的主次采取“补充式”设计。先根据睡觉

者的心理需求，确定床的理想高度，避免床太高或太低

给人带来的悬空或压抑；再加上床栏以防止小孩在睡

觉、嘻戏时从床上摔下来，满足人对安全的心理需要；

后在床边添加踏脚凳来弥补因床沿太高而无法当坐

具的缺陷，以满足妇女坐床做女工的功能需求。 

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是任何产品除使用功能外

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对安全的需求更是这种心理需

求的焦点。 

 

图 1  客家大栏床 
Fig.1 Hakka big column bed 

1.2  重视人机关系，体现人文关怀 

除了心理需求外，客家人在家具设计时的人本关

怀还体现在对家具人机关系的良好把握上。客家人全

面了解材料的属性，将人体工学运用到极致。在设计

中，将材料属性、家具造型和人的生理结构等要素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综合考虑，充分满足了人对家具便

利性和舒适性的要求。 

客家竹椅、躺椅见图 2，竹椅造型圆润，曲线优

美，充分体现了竹材在型体塑造方面的优势。再看细

节，椅面采用竹片编制，略微上拱，具有一定的弹性，

就坐时，可以减轻臀部的压迫感；靠背的弯曲曲线与

人脊柱曲线相吻合，且具弹性；靠颈部分质软且前突，

这些都符合人体特性，能增加人们就坐时的舒适感，

获得良好的休息效果。摇椅通过优秀的人机尺寸把

握，合理地处理了就坐后的整体重心，轻压把手，椅

子就可以前后连续晃动，轻松惬意。 

 

图 2  客家竹椅、躺椅 
Fig.2 Hakka bamboo chair deck chair 

 “人本”是客家家具文化的核心，从使用者的角

度出发，满足人的需求，使人在使用家具的过程中不

仅能享受功能的便利，而且还能感受到家具带来的安

全感和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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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自然之律——体现客家家具文化的

自然观念 

虽然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但是也不能没

有节制。《周易.系辞传》中提出：知周乎万物而道济

天下，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象

传》中提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人类

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协助他们达到完满的成就，换句

话说，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以不能伤害自然的自

身循环为前提，这在今天表现为适度消费、保护环境。 

客家人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2]，恶劣的生存环

境铸就了他们的理性，应怀着对自然、环境的敬畏，

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客家家具文化中，这

种理念主要表现为两种：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和合理利

用代替材料，体现现代的生态设计理念。 

2.1  注重功能整合，减少资源消耗 

在家具设计中，减少资源消耗是现代设计和制造

的趋势。自然资源有限，且有其自身的循环周期，因

此，如何在满足人们对家具功能需求的同时减少资源

的消耗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功能整合，是客家人给

出的答案。 

客家功能整合的家具很多， 典型的就是一种带

抽屉的椅子，客家带抽屉的座椅见图 3 左，这类椅子

普遍座面较低，整体稳重，其特色之处就是在座面下

设计一个小抽屉，相当于一个储物箱，可以随手放置

一些常用工具，既节约空间又节约木材资源，这种方

式在现代家居设计中也不少见，客家现代抽屉椅见图

3 右，将抽屉和座椅叠放，可以有效利用空间，这对

现代狭小的住房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功能

整合的生命力。 

 

图 3  客家带抽屉的座椅、现代抽屉椅 
Fig.3 Hakka drawer chair modern drawer chair 

2.2  多用竹藤材料，体现生态观念 

客家人对竹、藤材的偏好和他们身居南方息息相

关。南方多竹材，《黄帝内经.素问篇》中写道：南方生

然，然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疲，可以

看出南方与竹、木等易生火的资源联系紧密[3—5]。 

客家家具文化所蕴涵的自然观不仅体现在家具

功能的整合方面，而且在竹、藤等替代材料的利用方

面也有成效，特别是他们设计制作了大量优秀的竹藤

家具，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观念，客家书桌、藤箱见图

4，桌子的抽屉就是用藤编制而成，藤箱则完全是由

藤编来制作。  

 

图 4  客家书桌、藤箱 
Fig.4 Hakka desk rattan box 

竹、藤家具的广泛使用对今天的家具产业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木材生长周期长，要几年、几十

年才能成材，而竹、藤等替代材料属一年生植物，生

长周期短，成材快，因此大量使用竹、藤材有助于减

少木材资源的消耗。 

3  “和”精神之意——展现客家家具文化的

精神特质 

客家家具文化的精神特质物化在家具中，体现了

客家人的精神风貌。除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外，客家文

化 显著的精神特质就是客家先民千百年来形成的

简洁质朴的风貌，以及客家人特有的精神特质，如吉

祥、兴旺、和谐、团圆的文化观念。在客家家具文化

中，通过造型、色彩、装饰等要素体现其精髓与内涵。 

3.1  追求简洁质朴，体现客家人的务实品质 

《淮南子·本经训》道：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

即平和随顺事物本性，保持它们的质性纯真而不加雕

饰。长期以来，客家人固守“尚简崇拙，贬奢抑侈”的生

活态度[6]，“齐民居不求华，服不求侈，饮食不求异，

器用不求奇”[7-8]。大到民居建筑，小到衣着物用，无不

流露出这种崇拙尚简的风骨[9]，特别是在客家家具文化

中，这种质朴的思想体现得尤为真切生动。 

客家家具体现了客家人质朴、务实的品质，形成

了独特的家具文化。客家坐栏、镜台见图 5 就是这方

面的典型，这些家具造型简洁、结构合理，每个部件

都采用几何造型，用结实的木块连接，粗矿、厚重，

没有多余的装饰，将客家家具的质朴之风演绎得淋漓

尽致。 

客家家具文化中的质朴是客家人内在朴质品质

的外化，也是其务实精神特质的物化。在当代，人们

感受到环境资源的压力时，又重新重视被人们忽视而

渐渐远去的质朴，并期待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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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客家坐栏、镜台 
Fig.5 Hakka sitting column mirror table 

3.2  期盼和谐兴旺，体现客家人的家庭观念 

社会是大的家庭，家庭是小的社会，客家人的家

庭、社会观念一脉相承。客家人既期盼社会和谐，又

追求家族和家庭和睦兴旺，客家人的这种希望和寄托

在客家家具文化中也有充分体现，主要表现为对事业

兴旺的追求和对和谐团圆的期盼。 

3.2.1  事业兴旺、平安顺利 

对事业兴旺、平安顺利的追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

所表现出的一种共性。但是各个族群的地域特征、宗

教信仰、自然风貌、社会生活等情况不一样，因此文

化载体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就客家文化而言，

具代表性的还是客家家具。 

在客家家具文化中，围绕平安兴旺的主题形式很

多，主要有文字和图案两类：文字类主要包括福、禄、

寿等字样和叙述故事；图案较为丰富，包括象征富贵

的牡丹、郁金香、富贵竹等，象征长寿的菊花、松、

鹤等，象征品德的梅花、莲花等[10]。 

客家柜子见图 6 左，五斗柜作为典型的客家家

具，柜上描有吉祥寓意的情景故事和人物图像；客家

家具花片见图 6 右，是各种典型客家家具雕饰，有文

字“平安”和翠竹类，有双鹿凿花类，还有“萬”字细刻

等，这些都运用了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寓意来祝福主人

平安幸福、吉利如意、繁荣昌盛。 

 

图 6  客家柜子、家具花片 
Fig.6 Hakka cabinet furniture flower slice 

3.2.2  家庭和睦、阖家团圆   

传统文化讲究天圆地方，把圆看成天，敬天，也

就崇拜“圆”，将圆视为幸福、美满、团圆的象征[11]。

据《周礼·春官》记载，周代已有“中秋夜迎寒”的活

动来庆祝团圆，吴自牧《梦梁录》中道：“团围子女，

以酬佳节”。 

客家人对佳节团圆尤其重视，在客家家具文化

中，和“团圆”相关的主题也特别丰富，有的以造型来

体现，有的以装饰来表达，也有的以图案来描述，

还有的以文字来说明。客家书架见图 7 左，书架整

体以方、圆为造型主体，体现“阖家团圆”、“圆圆满

满”的文化理念；八仙桌见图 7 右，是客家人在重要

节日必用的象征团圆的家具，是客家人团圆文化的

家具外化。 

 

图 7  客家书架、八仙桌 
Fig.7 Hakka bookshelf square table 

客家文化中关于“团圆”的另外一个标志性文化

载体就是围屋。围屋以圆为形，建造牢固，除了抵御

入侵、保护安全外，还有祈求万事和合，子孙团圆的

意思，客家团圆文化源于中原汉文化，却又有更深的

理解。 

4  “和”发展之需——促进客家家具文化的

自身发展 

从哲学上讲，物质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客家

家具文化也一样，它不是一个静止、封闭的文化，它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兼

收并蓄、博众之长。 

4.1  材料多样化——客家家具文化中的材料拓展 

传统的客家家具主要以木、竹为主，再辅以藤材，

这些实用的家具在客家人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

的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家具材料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玻璃、塑料、不锈钢、铁等材料给家具发展提

供了机遇，客家人敏锐地抓住时机，实时做出改变，

将这些材料和客家传统的竹、藤结合，设计出各式各

样符合潮流、又别具客家特色的家具，体现了客家家

具文化的发展思想。 

客家玻璃茶桌见图 8 左，它是将铁、玻璃和传统

的藤材综合运用的典型。带花纹的透明玻璃给人现代

纯洁感，藤材的运用又使桌子更加自然，用高强度钢

材作支撑，使桌腿纤细、秀美，如是种种都是材料合

理运用给客家家具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现代材料的

引入把客家家具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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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客家玻璃茶桌、三明客家宾馆的床 
Fig.8 Hakka glass tea table and the bed of hakka hotel of 

San-ming 

4.2  制作精致化——客家家具文化中的工艺提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客家人早已脱离了那种

“十亩共桑之迫”、“人稠地土狭，不足相供”的局面。

受经济改善的驱动，客家人对家具的审美提出了新的

要求，和世界主流接轨，因此，家具制作工艺精致化

成了客家家具发展的方向。在传统朴质观念和设计人

性化的基础上，改进制作工艺，实现审美的提升，这

和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极为相似。 

三明客家宾馆的床见图 8 右，大床造型朴质，结构

简洁，承袭了客家家具一贯的风格。，床的整体比例右

协调，细节处理精致，每根木条轮廓分明，转角处理非

常讲究，打磨做工都极为细致，这是在承袭传统客家家

具简洁、朴质的基础上实现了审美的提升[12]。 

4.3  兼收并蓄——客家家具文化中的博众之长 

客家家具文化的“和合”之道还体现在它的开放

性上，客家家具不闭门造车、故步自封，而是随着时

代的变化而发展，随着地域的变化而改变，兼收并蓄、

博众之长。 

南迁后的客家人与当地畲族人杂居，不但一改中

原家具以木材为主的特色，将竹、藤材大量运用到家

具中，而且还向畲族人学习，并将畲族人引以为傲的

竹编工艺运用到了家具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竹

家具。在唐以前，客家坐具以低矮坐具为主，五代以

后，客家家具接受了少数民族胡坐、胡床的思想，也

慢慢进入了高式坐具时代[13]。在现代，随着现代主义

思潮席卷全球，客家家具也受此熏陶，并迅速将这种

设计风格运用到了设计中，因此出现了一大批自然质

朴、简洁淡雅又不失大气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家具，客

家人熟练运用流畅线条，并对家具赋予适度的装饰，

体现了一种简洁美。 

客家家具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它不但有自己

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一定的自律性，而且还受其他政

治、经济、文化、材料、工艺、社会思潮等因素的影

响，体现了一定的他律性，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

才促进了客家家具文化的发展，展现了客家家具文化

的勃勃生机。 

5  结语 

世间万物相辅相成、和合众缘、协调发展，达到

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客家家具文化就是这种平衡状态

的典型代表。 

“和合”理念作为客家家具文化的灵魂，塑造了客

家家具文化的特质和内涵。这里通过对客家家具文化

现象和特征的研究，揭示了客家家具文化中所蕴涵的

“和合”理念，以及以家具为中心的家具与人、家具与

自然、家具与文化之间的“和合”关系，展示了客家家

具文化中所包含的简洁、质朴的客家理念、人文气质

和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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