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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进行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方法 通过调查问卷和统计分析法，对 13 个典型新中式品

牌系列家具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在雕刻装饰上的表现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新中式家具进行创新

设计实践。结论 新中式家具的时代特征主要由家具造型决定，而雕刻装饰对其影响较小；新中式家具

的民族特征主要由具有重复性、连续性、密集性、平面性且带有一定寓意的纹样为主雕刻题材及以易于

机器雕刻的浅浮雕和线雕为主的雕刻工艺所影响。在此理论基础上设计的床头柜符合设计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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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Design of New Chinese-style Furnitu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ulpture Dec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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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design the innovation of the new Chinese-style furnitur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and statisti-

cal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Chinese furniture in the 13 typical furniture brand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culpture decoration are analyzed. The innovative design practice of the new Chinese fur-

niture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Chinese furniture are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furniture shape, the sculpture has little effect on it.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Chinese furniture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repetition, continuity, intensive, flat and the pattern-based sculpture theme as well as the shallow relief that 

was easy to machine carving and line carving-based sculpture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e design of the bedside cabinet is 

in line with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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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计具有民族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及使用需求的新中式家具，很多学者围绕此类家具设

计做了相关研究，包括新中式风格家具的定义、设计

方法、整体造型等，这些研究为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

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之前的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新中

式家具的概念和传统家具的造型、工艺和结构方面

的研究，对新中式家具的创新设计研究较少且不够深

入[1—3]，因此，本文从雕刻装饰特征这个新角度对新

中式家具进行研究与创新设计，从而为此类家具开发

提供新的思路。 

1  雕刻装饰特征分析 

新中式家具，主要包含“新”字体现的时代特征和



第 39 卷  第 14 期 李珊等：基于雕刻装饰特征的新中式家具创新设计 163 

“中式”体现的民族特征[4—7]。雕刻装饰图案作为家具

中的重要符号因素，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以往对于雕

刻装饰图案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符号研究层面，容

易忽略时代特征要素和人文精神要素，且对家具特征

的描述往往较为抽象，如“这款家具很现代”、“有一

点传统”等。为了能够将这些描述性语句转化为设计

性依据，进而转化为产品概念设计，选取了具有新中

式风格特征的国内 13 个典型品牌系列家具进行调

研：一是通过向家具从业人员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

对这 13 个品牌系列家具给被调查者的传统感—现代

感的印象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雕刻装饰对

家具时代特征的影响；二是对这 13 个品牌系列家具

产品的雕刻装饰图案所采用的题材和工艺，进行分类

统计，并根据统计结果分析雕刻装饰对家具民族特征

的影响。调研品牌见表 1。 

1.1  雕刻装饰对时代特征的影响 

调查问卷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一是对所选取的

13 个典型品牌系列的家具图片进行无序排列；二是

在问卷中建立一条轴线，以传统感与现代感分别作为

轴线的两个极端，越靠近轴左侧家具传统感越强，越

靠近轴右侧现代感越强；三是要求被调查者按照问卷

所建立的轴线方向对这些家具由传统感到现代感进

行排序，调查问卷对每个排序位置设置了对应次序的

分值，见图 1。在回收问卷后将对这些家具所得的分

值进行统计，从而得出各个品牌家具在传统感—现代

感轴线上的次序。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2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20 份，问卷统计结果，见图 2。 
 

表 1  调研品牌 
Tab.1 The brand name of the market research 

序号 品牌/系列 序号 品牌/系列 

1 联邦/新东方 2 荣麟世佳/京瓷 

3 美家/汉唐林韵 4 诺佳/祥云 

5 红古轩/万事如意 6 荣星/红荣居 

7 匡家/黄花梨 8 乾元/忆东方 

9 一品木阁/华堂 10 三有/明清风韵 

11 豪典工坊/中国概念 II 12 嘉豪何室/中国红 

13 澳珀   

 

 
 

图 1  某份调查问卷结果 
Fig.1 Results of a survey 

 

 
 

图 2  调查结果 
Fig.2 The results of market research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从家具的造型特征来

看，越靠近轴左侧的家具在整体造型上近似古代家

具，家具的体量感较大，家具的构件边缘倒角较大，

呈现出较高的圆润度；而越靠近轴右侧的家具在整体

造型轻盈时尚、线型硬直、设计感强，家具构件边缘

倒角较小，呈现出很强几何感。从家具的雕刻装饰特

征来看，轴线左侧和轴线右侧的家具采用了相同的雕

刻装饰题材和工艺手法，并只作为一种装饰手段依附

于家具构件；而不同之处仅在于左侧较具传统感的家

具雕刻分布较多，甚至每个家具构件都有雕刻，而右

侧较具现代感的家具，雕刻纹样仅在某些部位出现或

完全没有使用雕刻纹样，而是通过使用布艺纹样、具

有传统味道的五金件及其他辅助材料来达到体现中

式家具特征的目的。由此可见，家具的时代特征是由

其整体外观造型特征来决定的，雕刻装饰则依附于家

具构件，对家具的时代特征不起决定性作用。 

1.2  雕刻装饰对民族特征的影响 

1.2.1  雕刻装饰题材的分析 

经统计，调研的 13 个典型品牌系列家具共使用

了 12 种题材纹样，各类题材纹样的使用种类和频次，

见表 2。其中，如回纹和祥云纹使用次数为 4 次，使

用频率为 30%；卷草纹和如意纹使用次数为 3 次，使

用频率为 23%。而中国传统家具中使用较多的一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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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纹样，比如代表平安的瓶子，代表祥瑞的大象，山

水风景图等在现代的家具中使用较少，特别是带有故

事性情节的雕刻纹样符号，如西游记故事、喜上眉梢、

马上封侯等题材已经几乎没有家具系列使用。在调查

品牌中使用频次高的纹样，如“渊源共生，和谐共融”

的祥云纹，“富贵不断头”的回纹，“龙凤形象”的卷草

纹和“富贵如意”的如意纹等往往都是带有一定寓意

的，是高度概括的基础单元图案的不断重复，呈现出

提炼性、连续性、通识性、密集性、平面性的共同特

点 [8]。由于这些雕刻纹样不仅具有美好的精神化寓

意，体现出很强的民族性，而且其在现代构成手法中

是高度概括的图案，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再加上具有

受家具器形限制小、易加工、适用性强的特点，可以

适用于各种家具造型，利于现代家具的规模化生产。 
 

表 2  题材纹样使用种类与频次统计 
Tab.2 Type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theme patterns 

雕刻题材 使用频次 雕刻题材 使用频次 

几何纹 1 宝相花纹 1 

冰裂纹 2 祥云纹 4 

回纹 4 如意纹 3 

波浪纹 1 草龙纹 1 

卷草纹 3 兰草图 1 

牡丹花纹 1 山水风景图 1 

 

1.2.2  雕刻工艺的分析 

经统计，13 个典型品牌系列的家具使用的都是

易于雕刻的浅浮雕、线雕和透雕，透雕和浮雕的使用

频率为 69%，线雕的使用频率为 54%，雕刻难度较大

的圆雕较少使用，且雕刻造型多呈现在二维的表现

上，因此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和平面感。 

雕刻工艺与雕刻题材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雕刻

题材决定了雕刻工艺技法的使用。在过去，中式家具

的雕刻图案是以雕刻技师的手工雕刻为主且标准化

程度低，雕刻题材多为具象性的纹样，须使用到多种

工艺技法，例如雕刻难度较大的圆雕和深浮雕等工艺

技法都可能出现在同一家具系列上，从而将博大精深

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生动的体现在家具上。而在现

代，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影

响，国人开始逐渐青睐于雕刻题材简洁的家具，为了

适应这一审美需求变化，简单化、同质化的图案逐渐

成为雕刻题材的主流；另一方面，又因为受到工业化

生产的影响以及现代家具对雕刻精度和标准化程度

要求的提高，机器雕刻开始逐步替代人工雕刻。由于

机器雕刻不同于人工雕刻手法的灵活，所以在雕刻工

艺上多采用更有利于加工生产的浅浮雕和线雕等雕

刻工艺，而雕刻难度较大的圆雕和深浮雕工艺则很难

体现在现代工业化生产的家具上。 

由此可见，雕刻装饰图案作为一种包含民族情感

的纹样符号，直接反映了中式家具的民族特征，雕刻

装饰图案的变化将会对新中式家具的民族特征产生

直接影响。 

2  新中式风格家具设计案例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基础，以一款实木床头柜的设

计为例，从雕刻装饰特征入手，并综合考虑新中式家

具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以及家具研发中的技术、艺

术等因素对该家具进行创新设计[9—10]。 

2.1  整体造型概念设计 

家具的时代特征是由家具的整体外观造型特征

来决定的，因此首先对家具的整体外观造型进行设

计。该设计从中国“鼎”文化理念入手，强调稳定感、

方正感，脱离了传统中式家具的造型样式，意在强调

承托感；家具结构为框架结构，造型分为上下两部分，

下部分底座比上部分柜体面积大，壶口部分向上慢慢

收拢，呈现出力度感；整个家具的构件线条都比较平

直，呈现出现代感。绘制原型概念草图。此阶段除了

确定设计概念，对整体外观造型进行设计外，还需对

家具的比例尺度进行初步设计，根据人机工程学确定

家具的基本尺寸，根据家具营造“鼎”文化的稳定感和

方正感寓意，家具构件不能太圆润，同时为了表现家

具的精致感，构件边缘倒 5 mm 的圆角。 

2.2  雕刻题材与工艺选定 

确定概念草图后，采用 3Dmax 软件就对家具进

行电脑效果图的绘制，进一步细化家具的尺寸和体量

感。为了更好体现家具的中式特征，设计时将雕刻装

饰部位选在了底座的前面板，并对此面板进行了弧形

处理，除了在面板底部边缘部分保留原始木料外，其

余部分均采用易于机器加工的浅浮雕工艺进行处理，

从而增加面板的层次感。雕刻装饰题材选用具有平面

化特征的祥云纹，该纹样对家具构件造型的适应性

强，同时还使用了异于古代黄铜色的银灰色五金件拉

手，大大增加了家具的现代感。设计效果见图 3。 
 

 
 

图 3  床头柜效果 
Fig.3 The rendering of the bedside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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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确定家具设计细节 

在绘制第一次效果图后，通过与家具设计师、结

构师等专业人员交流，得到相关反馈意见后，对设计

做了以下优化：将床头柜框架支座超出上柜体部分的

边缘位置外露尺寸减少，避免在使用时造成磕碰；将

整面板雕刻改为面板局部雕刻，由于原弧形雕刻板的

雕刻装饰部分一直延伸到面板的上边缘，机器雕刻操

作不理想，且上部分端头外露，容易造成积灰，不易

清理；将柜体抽屉部分的面板框架宽度增加，由不利

于加工的内斜式面板改为有中国“铜钱”感的平面框

架面板，且不再使用五金件，把雕刻元素集中于床头

柜视觉的中心位置，使家具外观看上去更大气。 终

效果见图 4，该家具整体造型具有现代感，且鼎文化

的承托感和稳重感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位于床头

柜视觉中心的前面板和抽屉面板上，还选用了具有吉

祥寓意的祥云图案，从而使这款床头柜既体现了时代

特征和民族特征，也符合现代人的使用方式和审美需

求，总体设计上能够符合新中式家具的设计预期。 
 

 
 

图 4  终效果 
Fig.4 Final rendering 

3  结语 

新中式家具的风格，特别是体现时代特征中的现

代感，主要是由家具的整体外观决定，雕刻装饰对其

时代特征影响较小。雕刻装饰题材和雕刻工艺则对新

中式家具的民族特征影响较大。在前期理论指导下所

设计的新中式家具产品，能够达到设计预期，但设计

过程会受诸多因素影响，应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进行调

整， 终设计出符合预期的新中式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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