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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传统与现代为范畴，以传统器物元素在休息凳中的设计应用为主线，探索传统器物元素

在现代设计中的转化与应用的新思路。方法 运用现代设计理论，审视传统器物元素的转化与应用存在

的主要问题，即“有形元素的标签式复制、脱离具体环境的简单迁移、传统器物元素转化的二维倾向”，

并用解构分析法进行剖析，找寻解决问题的途径。结论 传统器物元素的转化与应用是在具体环境下的

“功能元素、审美元素、精神元素”相互影响和融合的重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器物的材料和结构

越来越优化，其简洁流畅的造型也符合现代工业的生产效率要求。传统器物元素只有将形式和现代材料、

结构、工艺相结合，将功能置于首位，将繁缛的装饰进行简化，才能被时代所接受，才能在当下得到继

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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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ifact Elements 

JIANG Chen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333403,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new ideas of traditional artifacts functional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design, 

studying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artifacts in outdoor benches. The approach is applying modern design theo-

ries to examine existing major problems in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artifacts. It is the label replication of 

tangible elements, simple shift away from special environment, two-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endency of traditional 

artifact elements, and seeking solutions with deconstructive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artifacts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tually influenced and fused functional elements, aesthetic elements, and 

spiritual elements in specific environ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aterial and 

structure of products become more and more optimized. The smooth shape of artifact meets the efficiency requirement of 

modern industry. The modern design should focus eyes on the function first and simplify its adornment. The traditional 

artifact elements should integrate its shape to mate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Only in this way, the traditional design 

can continue develop in the modern time and it could be accepted by the new time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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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器

物”指各种用具，即通常所说的“器具”、“器皿”，是

一种纯粹的物质概念；广义的“器物”指经过人类加

工的一种物质形态，并在加工、使用、流传、解释过

程中获得文化价值[1]，是一种包含“物质”在内的文

化概念。很显然，广义的“器物”涉及的范围更加广

泛，内容也更加丰富，设计学中的“器物”更是以文

化的视角来审视人造物与人类文明及社会发展之间的

互动关系。本文以广义的器物为研究对象，剖析传统

器物元素在现代设计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户外休

息凳为切入点，探讨传统器物元素在现代性转换过程

中的合理途径，为解决类似的问题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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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器物元素与现代设计的民族性 

古语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器物，形而下也，它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于

人们生活，更贴近于人们生活[2]，器物承载着人类丰

富的文化信息。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

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和改善的过程[3]，器物在推进人类

文明的进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器物的每一次变革都

与社会的科技、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凝聚了

一个时代社会的发展面貌，是社会文明的一面镜子。 

传统器物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一种物质形态再

现，是传统文化的构建。从现代眼光来看，传统器物

凝聚了某个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人们了解当时社

会状态及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了解传统器物不仅可

以回顾过去，而且能够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在，给当

下的设计以更多的启示。 

设计作为一种物质生产活动，其目的旨在创造一

种器物、或是营造一种环境，来满足人们的某种使用

需求。现代设计就是根植于现代的社会环境，利用现

代工具和手段创造适应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创造性活

动。同样，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创意活动，在满足使用

需求的同时，也需要在设计中体现一种文化内涵，以

体现自身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这也是区别其他不同文

化设计的基本手段。这种文化的体现既可以是一种符

号、也可以是一种观念、或是一种价值体系的重构与

再现，而将传统器物元素借用到现代设计中，是这种

文化内涵 直观的体现。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

文化的文明古国，其中传统器物文化更是傲视世界

数千年，为世人所仰慕和惊叹。时至当下，现代设

计的话语权为西方主导，中国传统器物文化在现代

设计环境中略显颓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器物在

现代社会中失去其价值，关键是如何在现代设计语

境中对传统器物文化进行适时的重构，在充满同质

化的所谓“国际范”的设计中，凸显本民族的特色，

这是中国现代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中国设计

界已经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对于本民族设计的重要

性，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有意或无意的将传统器物元

素借用到现代设计当中，这已形成一种风尚，或将

成为一种趋势。 

2  传统器物元素现代性转化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提到的传统器物元素，既包括有形的元

素，也包括无形的元素。所谓有形的元素，是指人们

感官可感受到的形体、图案、材质等，是具体的、直

观的；所谓无形的元素，则是设计文化当中所固有的

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等，是抽象的、概念的，是不

可直接被人的感官所触及的。传统器物元素在现代性

转化过程中，是将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元素进行解构和

重组，用现代手段进行再造与构建，以适应现代人的

使用需求和审美观念。这种转化不是一味的模仿和照

搬，也不是简单的组合与修改，而是将其从原来语境

中剥离出来，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改造，以适应新的语

境需求[4—5]，然而在现实的操作层面，通常只是浅层

表象的迁移，忽视内涵和功能的转化，往往流于形式，

成为一种披着“传统”外衣的躯壳。 

2.1  有形元素的标签式复制 

有形元素是一种较为直观的设计语言表达，也是

易于大众接受的传达方式，在现代设计中借用传统器

物中的有形元素，以体现设计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

这是 为直接且 容易达到效果的一种手段。如果这

种借用是一种“有机”的借用，即将传统的有形元素

进行合理的解构，与现代的技术手段、生产方式、材

料结构、生活环境相结合，将“传统”赋予新的含义，

这不失是一种“讨巧”的设计手段，但如果只是为了迎

合大众的某种“怀旧”心理，将传统元素进行简单的复

制，生搬硬套的将其从一个历史时空迁入到另一个时

空，剥离于其所依附的物质技术条件，这样只能是流

于形式，成为了一种为复古而复古的形式主义倾向。 

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这种

“形式主义”的作品。例如在很多地方，为了重塑城

市的历史文脉，修建了很多仿古建筑，或是在现代建

筑中“贴上”传统建筑元素，以体现所谓的城市内涵。

但是这些所谓的“中式”建筑很多都只是“形似而神

异”的新“古董”——内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而外

部是传统的标签，例如在水泥柱上贴上木纹，在钢筋

梁架之下拼装斗拱和雀替等等。这些本来和木构架体

系相配合的建筑构件，被不加变化的拼凑在现代建筑

结构之上，外表和结构格格不入，既显得突兀，又显

得累赘。 

2.2  脱离具体环境的简单迁移 

设计是一种文化语言形式，是将蕴含在作品中的

文化信息通过设计这一媒介进行表达与转述，从而引

起人们情感的共鸣，这种共鸣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认

知、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是一种具体环境下的情感

表达。一定的设计必然根植于一定环境，没有环境的

依托，设计只是一串没有意义的符号，不能为人们所

感知[6]。同样，设计如果脱离特定的环境，必将失去

其生存的土壤，其所展现的、所表达的也必将是南辕

北辙，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因此，传统器物元素的转换与迁移需要注意不同

环境下的精准对接，毕竟环境不同，设计所依存的生

态也发生了改变，这样势必会影响器物所要传达信息

的精准度，从而造成解读的偏差，然而这种忽略具体

环境的简单迁移，在现代设计中比比皆是。例如，中

部某省会城市兴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在建筑外墙上借

用传统青花元素，欲打造类似青花瓷“高雅”的建筑

形象，但是由于现代城市的环境污染，“白底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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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表面蒙上现代工业文明的灰尘，与青花“高

雅”、“纯净”的形象相距甚远，而且大体量的建筑外

表铺满华丽的青花纹饰，在视觉上略显繁杂，也不符

合现代人追求简约的审美倾向。从瓷器到建筑，同样

的元素，运用在不同的器物上，所产生的效果却大相

径庭，其原因就是在这种迁移过程中，忽略了器物所

处的环境差别，从而导致了不尽如人意的效果。 

2.3  传统器物元素转化的二维倾向 

传统器物元素运用到现代设计中， 普遍的就是

图案、纹样等装饰性元素的借用和转化，这在平面设

计中 为常见，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毕竟二维元素

的构建远比三维元素简单且直接。然而这种过于注重

传统装饰元素的运用，会给人一种传统设计平面化、

二维化、表面化的印象，这种倾向应该予以纠正，毕

竟设计不仅只有平面的，也有立体的，传统器物元素

也不仅只有二维的，也有三维的，甚至多维的。因此

对于传统器物元素的解读，不能仅限于装饰性元素，

更要着眼于功能性、结构性等多个因素在不同时空

下的解构、重组和转化，同时不能只关注物质层面，

更要关注文化、精神、生态等多重层面。只有这样，

现代人才能对传统器物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才能

使传统器物元素的现代性应用更加全面，其形象也

更加丰满。 

3  基于休息凳设计的传统器物元素的现代

性转化研究 

休息凳作为城市公共设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为

公众提供舒适的休息空间的同时，也起到美化公共环

境的作用。然而，就国内现实的状况而言，城市经济

稳步发展，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却相对滞后，

城市公共设施同质化情况严重并且缺少与地域文化

的关联，成为我国城市公共设施 为突出的问题[7]。

如何在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中将传统元素与实用功

能相结合，凸显地域及民族特色，将器物与环境协调

统一，本文以户外休息凳为例，对传统器物元素的现

代性转化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3.1 “斗拱”元素的现代性转化与应用 

3.1.1 “斗拱”的功能及内涵 

斗拱是中国传统建筑一个特殊构件，是屋顶与立

柱之间过渡的部分，是将屋顶的重量集中下来传递到

柱的上面，是横展结构与立柱间的衔接关节[8]，见图

1。正是因为斗拱在建筑中起到承上启下，传递荷载

的作用，才使得中国传统建筑的厚重屋顶能够出檐深

远，远看犹如展翅的大鹏，雄劲而悠扬。斗拱造型除

满足力的承载与传递外，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建筑

装饰品，其结构精巧、重重叠叠，如盆景、似兰花，

象民间量米的斗子，具有很好的装饰性[9]。斗拱这一

元素，既满足建筑的功能性需求，又满足人们的审美

需求，将结构与装饰完美结合，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

观中“文质统一”的设计哲学，是实用与审美结合的

典范。 

 

    
 

图 1  斗拱 
Fig.1 The bucket arch diagram 

 
3.1.2 “斗拱”元素的重构与应用 

“斗拱”根植于中国传统木构架体系建筑，出于

承托厚重屋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构件，而现代

建筑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屋顶平实，钢筋混凝土

的梁柱基本满足建筑的承重需求，传统建筑中的斗拱

在现代建筑体系中失去其受力承重的作用，然而作为

一种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器物，如何将其进行合理的

重构，赋予其新的含义，使其内涵得到延续和发展，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借用了传统斗拱的造型，并没

有相互穿插依托的梁、拱、契等部件。它是一个整体，

用立体构成手法对传统元素进行开创性的演绎，其建

筑语言简练而直率，没有传统建筑构件的繁复，直线

条的结构增加了空间的通透性、公共性和开放性，层

层叠加、向上展开的倒金字塔型有一种振翅飞翔、御

风而上的动感，引发人们无限的联想[10]。 

同样，在其它器物的设计中，也可以对斗拱元素

进行设计的再迁移，使其成为另外一种具有实用功能

的器物。比如在一些中式风格公园的休息凳设计中，

对斗拱元素进行改进和优化，使其既符合结构功能，

又能保持传统特色的休息凳形式，见图 2。在结构上，

休息凳没有屋顶厚重，无需硕大的斗拱进行结构支

撑，因此在设计中将斗拱的昂、拱、翘等部件摒弃，

只留下支撑梁之间的穿插，满足基本的受力要求。在

造型上，凳面犹如简化的屋顶，支撑部分犹如简化的

斗拱体系，从上到下逐渐收缩，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

“上大下小”的特点。整个休息凳既简洁大方又不失

传统特色，既符合结构要求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简约的

审美观念，在考虑造型的同时又将结构与材质、功能

之间的关系进行很好的统筹，是一个将形式与功能有

机结合的休息凳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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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从斗拱到休息凳 
Fig.2 From bucket arch to rest stool         

 

3.2 “雀替”元素的现代性转化与应用 

3.2.1 “雀替”的功能及内涵 

雀替，亦称“角替”、“撑拱”，作为一种木构架

建筑中不可或缺的构件，它位于建筑立柱与梁枋相交

处，其作用是加强梁枋纵跨度应力，从而强化梁枋的

抗弯性能，避免梁枋因垂向荷载过大而导致的柱梁纵

向上的倾斜变形[11]，见图 3。与斗拱类似，雀替除了

是木制建筑中一种受力构件外，还具有美化建筑的作

用。雀替的造型常与中国传统的木雕、砖雕等工艺相

结合，配以精美的纹饰、吉祥的图案、绚丽的色彩，

为传统建筑增添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除了建筑两边

部分角柱外，雀替在柱间都是成对出现，这种布置既

符合美学上的对称需求，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

“好事成双”的美好寓意。 
 

  
 

图 3  传统建筑中的雀替 
Fig.3 The sparrow bra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3.2.2 “雀替”元素的重构与应用 

由于雀替在木建筑结构中起到承托的作用，因此

在休息凳的设计中，同样可以借助雀替这种元素，将

其作为凳子底部的支撑构件，并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要

求，将其造型和装饰进行简化，与整个凳子的流畅造

型相配合，成为休息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凳面

部分做对称布置，既能和底部形成一种呼应，又可以

转换为座位之间的隔断，可谓一举两得，见图 4。 
       

 
 

图 4  休息凳中的“雀替”元素 
Fig.4 The sparrow brace element in rest stool   

 

3.3 “镬耳墙”的现代性转换与应用 

3.3.1 “镬耳墙”的功能及内涵 

镬耳墙，又称锅耳墙，山墙的一种，是岭南建筑

一种特有的建筑构件，见图 5。镬耳墙是位于屋顶两

端的横向外墙，其目的是分隔相邻两栋建筑，并起到

防火的作用。 

 

   
 

图 5  岭南传统建筑中的“镬耳墙” 
Fig.5 The pot ear wall i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镬耳墙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出现于岭南一带的

民居建筑元素之一，关于其形制的由来有多种解释，

其中 为普遍接受的一种是镬耳墙来源于鳌鱼墙。中

国传统建筑主要是以木结构为基础，古人为了防止火

灾的发生，就根据风水学五行当中水克火的道理，在

建筑上修建意味深远的鳌鱼墙，因为鳌鱼为水中生

灵，用在建筑中有保佑平安，免遭火灾之意。鳌鱼墙

本是作为建筑中的一种图腾符号，经过不断的发展和

演变，变成山墙的一种形式，而屋脊两侧高出的山墙

似鳌鱼翘起的嘴巴，呈现出官帽两耳般的造型，有“独

占鳌头”之意，而在粤语方言中“鳌鱼”与“镬耳”

发音近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镬耳墙”之说，因此，

镬耳墙不仅具有防火的实用功能，而且寄托了民间一

种美好的愿望，反映了普通百姓祈求平安、追求幸福



232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8 月 

 

的朴实情感。 

3.3.2 “镬耳墙”元素的重构与应用 

镬耳墙是传统建筑中的承重墙，由于现代建筑基

本是框架结构，摆脱了大量承重墙的束缚，山墙的承

重功能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具有岭南特

色的传统器物元素，浓郁的地域特色使其成为地方文

化符号，在器物设计中经常被当地人所模仿和“借

用”，因此可以借用镬耳墙元素进行休息凳的设计，

例如借助镬耳墙作为空间分隔的作用，将其置于凳子

两边，不仅使整个休息凳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且

构成凳子两边的扶手，满足人们在休息时对于倚靠的

需求。此外，结合传统岭南建筑屋顶进行整体抽象化

的再设计，将斜屋顶“拉平”，成为休息凳的凳面，

将屋顶的主梁“拉高”，成为凳子的支撑构件，并将

这些元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按照凳子的形式进行解构

与重组，使其满足作为休息凳的实际需求。这种“镬

耳墙”式休息凳，在借用了传统器物元素的同时又不

拘泥于具体的形式，将造型、功能、结构之间的关系

进行综合考量，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同时又保留了地域

文化特色，是一种既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休息

凳形式，见图 6。 
  

 
 

图 6 “镬耳墙”式休息凳 
Fig.6 Rest stool with style of pot ear wall 

 

4  结语 

现代设计倡导“形式随从功能”，形式必须反映

功能、表现功能，形式只有和材料、结构以及设计生

产方式相结合，才能被时代所接受。现代科技的发展，

使得器物的材料和结构性能越来越优化，传统设计中

形式和功能的分化逐渐得以弥合，在现代设计中两者

通常合二为一，使得现代器物的造型愈发简洁流畅，

而这又是机器大生产和批量化生产所需要的，符合现

代社会的效率要求。传统器物元素的现代性转化与应

用必须迎合这种时代需求，将功能置于首位，将繁缛

的装饰进行简化，并结合具体的场域和空间环境，将

“功能元素、审美元素、精神元素”进行重构，以适

应现代人的使用要求和审美需求。只有这样，传统设

计才能重获新生，传统器物文化才能在当下得到继承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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