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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品设计实践。结论 通过对设计原则、方法的实践，证明了使用传统家具图案进行现代设计是可行

的、有效的。 

关键词：传统家具；家具图案；现代产品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9)14-0156-06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9.14.026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Patterns in  

Decoration Design of Moder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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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patterns in decoration design of modern 

products. By introducing the types, patterns, application positions and expression methods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patterns, 

the significanc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applying traditional furniture patterns to modern product design were analyzed 

and put forward. Design elements were extracted from plant patterns, animal patterns, moires and auspicious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and applied to modern product design practice.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it is proved that it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to u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patterns for moder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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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具由于造型优美、结构精巧而得到广

大文化学者、艺术设计者、历史研究者的亲睐，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传统家具上的各

类图案是家具文化性和艺术性最集中的体现，这些图

案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展示出独特的艺

术特色。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和设计师们对中国传统

家具图案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

传统图案的发掘、收集、整理、分析、传承、改进

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研究

成果大多集中于家具研究、设计、制造等领域。若

将承载文化精髓的传统家具图案用于现代设计并服

务 于 现 代 生活 ， 则 对 于传 统 图 案 的保 护 、 传 播必   

将发挥有益的作用。本文总结了笔者近年来将传统

家 具 图 案 应用 于 现 代 设计 的 一 些 思考 及 典 型 实践 

案例。 

1  传统家具图案的内涵 

1.1  传统家具图案的定义 

传统家具图案是指传统家具上用于装饰表面、角

部，承载某种文化内涵，却基本不承担功能，通过雕

刻、绘画、填嵌等手法表现出来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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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传统家具图案的分类 

传统家具图案有多种分类方法。按照装饰的手法

来划分，可分为雕刻、镶嵌、彩绘、髹漆描金、雕漆

等；按照装饰材料划分，可分为木材、竹材、各类玉

石、珍珠、螺钿、金属、各色珐琅、丝织品、刺绣、 
 

纸帛画、书法等；按照图案纹样划分，可分为动物

纹、植物纹、云纹、水纹、吉祥图案、宗教相关图

案、人物故事图案等 [1]。传统家具图案纹样丰富，

其主要类型、图案纹样形式、应用位置、表现技法，

见表 1。 

表 1  传统家具图案纹样 
Tab.1 Traditional furniture pattern 

图案种类 内容或方法 图案纹样形式 应用位置 表现形式 

动物纹 
龙纹、凤纹、麒麟、 

狮子、蝙蝠等 
单独纹样 

柜体面板、座椅靠背板、 

绦环板、案子挡板 
雕刻、填嵌 

植物纹 
卷草、牡丹、梅花、菊花、荷花、

灵芝、宝相花、西蕃莲、竹等

单独纹样、角隅纹

样、适合纹样 

柜体面板、座椅靠背板、 

牙子、圈口、案子挡板 
雕刻、描金、雕漆

几何纹样 锦纹、回纹、万字纹 底纹 柜体面板、图案周边 
雕刻、彩绘、

髹漆描金 

云纹 
勾云纹、卷云、朵云、团云、如

意云纹、灵芝云纹、叠云纹 
底纹、团纹 柜体面板、座椅靠背板 雕刻、彩绘 

吉祥图案 象征、谐音、寓意、标识 单独纹样 柜体面板、座椅靠背板 雕刻 

博古纹  单独纹样 座椅靠背板、屏风屏心 雕刻 

宗教相关图案 佛教相关图案、道教相关图案 单独纹样 柜体面板、座椅靠背板 雕刻 

风景、人物图案  绘画作品、适合纹样 座椅靠背板、屏风屏心 
彩绘、髹漆描金、

填嵌、雕刻 

 

2  传统家具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的意义、

原则与方法 

2.1  传统家具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的意义 

将传统家具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是对传统文化

的有效保护。传统家具上丰富、生动、传神的图案，

或者伴随于家具母体深藏在博物馆中，或者在专业研

究人士的论著中，或者在现代家具的设计中，却很少

为大众所了解，令人遗憾。若能将图案与现代设计融

合在一起，必将对其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将传统家具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是对传统文化

的广泛传承。将这些优美图案纹样，挖掘、整理出来，

准确地把握其深刻内涵，并将其与现代的设计元素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赋予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让传统

家具装饰艺术焕发青春并传承下去。 

将传统家具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可发挥传统图

案更大的效能。传统家具图案凝结了太多的前人智

慧、工匠精神和文化精髓，若能将其与现代设计相结

合，必能使现代设计更加具有文化性和艺术性，使现

代设计发挥更大的艺术、文化和商业价值。 

2.2  传统家具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的主要原则 

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加工制造相结合。当今设计

使用的工具方法，以及实现设计意图的工艺设备、工

艺方法，与传统的雕刻、镶嵌、彩绘、髹漆描金、雕

漆已大不相同。先进的设计软件、激光加工、化学刻

蚀、3D 打印、微纳加工等方法，已广泛应用于设计

及其实现过程。这些工艺手段和方法使得设计图案的

实现更加容易、高效，使一些可设计但实现难度极大

的图案的制造，成为可能。 

传统图案与现代材质的选择相结合。材料技术的

发展日新月异，在材料结合作品的过程中，适度地把

握住图案与材料的平衡，以及各种材料之间的平衡。

木材、金属、织物、皮革、纸张都是表达设计的材料，

可单纯使用某一种材料，也可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材

料，构成碰撞。如朴素、温和的木材，与坚硬、冰冷

的金属，体现历史的余温和现代的冷峻碰撞，生成变

化丰富的新趋势，各种隐匿的连接与迭合，形成不同

的差异变体。 

传统图案与现代美学相结合。传统家具图案在家

具上的使用一般蕴含着一定的意义，深藏着某些心理

期许或美好祝愿，而现代设计更多地关注艺术之美的

实现。弱化传统图案所蕴含的特殊意义，更多考虑艺

术设计中的美学因素，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代设计。 

传统图案与用户个性需求相结合。设计的根本出

发点在于满足用户的需求，不同的用户对图案、颜色、

材质、工艺的喜好不尽相同，要求千差万别，产品设

计过程中更要关注用户对传统图案的选用和设计要求。 

2.3  传统家具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造型方法 

直接再现法。根据传统家具造型及图案纹样，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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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分析家具结构、比例尺度、装饰特点等，把握设计

作品的特色，从传统家具中提取设计元素，通过描绘、

扫描、拍照等手段，直接提取传统图案，并在现代设

计中进行再现。再现过程中，可能依据设计需求对图

案进行比例调整[2]。 

解构重组法。对传统家具图案应用的探索和再设

计，还包括对其解构，并依据新的设计需求进行重构。

在“打破与重建”的思想下，“不传统地应用传统”，运

用散乱、残缺、突变、失重、超常等手法，把传统家

具图案与现代生活元素进行分解重组，探讨传统图案

与当代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嫁接的可能性[3]。 

内涵精练法。在深入了解传统家具及其图案纹样

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提炼产品的精髓，转化成为形

与韵的结合。不仅仅单纯追求形的美好，更要引导消费

者去领略精神层面的完美。在提取传统家具图案设计元

素的基础上，对图案的神韵进行分析，凝练其精髓，并

对图案进行借鉴和改进，进而应用于现代产品设计[4]。 

3  传统家具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的典型实践 

3.1  植物图案 

常见的植物图案有草纹、牡丹、梅花、荷花等。 
 

牡丹雍容华贵，一直以来被视为吉祥富贵、繁荣昌盛

的象征，因此牡丹也是最受人们喜爱、应用最广泛的

装饰题材。牡丹纹最早见于北魏，到隋唐五代，开始

用于染织、陶瓷、铜镜等。牡丹有折枝牡丹和缠枝牡

丹。可单独形成图案或与其他花卉相配，组成各种各

样的图案。 

官帽椅中牡丹图案应用见图 1，如图 1a 明紫檀

扇面形官帽椅座面呈扇形，管脚枨明榫出头，造型大

气。靠背浮雕牡丹团花（如图 1b）为素混面的座椅，

增添了妩媚典雅的气息。折枝牡丹造型雅致，高超的

雕工配上紫檀木稳重的色泽，细密的材质，锦上添花

为座椅增色[5]。 

基于牡丹图案，笔者团队完成了折枝牡丹小包设

计，如图 1c。图案采用明紫檀扇面形官帽椅靠背浮

雕牡丹团花，设计图案造型采用直接再现法，材料采

用皮革。通过分析图案造型的特点，非常适合深入刻

画。具体工艺过程如下：首先雕牡丹花，按着样板尺

寸切割出所需要的植鞣革，将植鞣皮用海绵打湿后描

摹出牡丹的图案，雕刻时注意线条要有力度，光滑富

有弹性，敲出图案的阴影、肌理等，染色、磨边后，

牡丹雕刻完成[6]。制作完成的小手包典雅，将官帽椅

靠背板的图案展现得淋漓尽致。 

           
a  明紫檀扇面形官帽椅               b  手绘牡丹图案                  c  图案设计的小手包 

 

图 1  官帽椅中牡丹图案应用 
Fig.1 Application of hat chair with peony patterns 

 

3.2  动物图案 

常见的动物图案有龙纹、凤纹、狮子、麒麟等。

在民间，人们赋予狮子避邪御凶、招财纳福的作用，

是人们十分喜爱的装饰图案。《汉书·西域传》记载：

“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金珠之属皆与罽相同，

而有桃拔、师子、犀牛[7]。”这是正史记中第一次记

载“狮”（“师”通“狮”），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狮子图案

的普及而受到欢迎，在民间大量应用狮子图案。 

狮纹半圆桌图案应用见图 2。清代红木狮纹桌（如

图 2a）四腿的上部雕有狮面纹（如图 2b），大额圆眼，

口吐牡丹，腿足外撇为鱼龙纹。桌子做工繁复精细，

狮子的神态刻画精准。 

基于传统狮纹图案，笔者团队完成了书封和手提

布袋设计。在进行图案设计创作时，考虑到腿部造型

是从狮子变为鱼的造型，在绘画技法上也使用渐变的

方法，将狮子作为主要的刻画对象，向下逐步过渡为

线描，刻画得细腻传神。在进行产品设计时，笔者的

专著正在进行封面设计，如图 2b 的狮子纹，诠释了

传统家具的特色，狮子纹取中间 3/4，沿封面向书脊

转折，与红木狮纹桌腿部的转折形成了异曲同工之

妙。图片反显的效果雅致、安静，体现了书籍内容（如

图 2c）。而图案设计的帆布袋如图 2d，展示了图案轻

松愉快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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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红木狮纹半圆桌             b  手绘狮子纹桌腿      c  图案设计的图书封面         d  图案设计的帆布袋 
 

图 2  狮纹半圆桌图案应用 
Fig.2 Application of semi-circular table with lion pattern 

 

3.3  云纹图案 

云纹在中国人的心中一直是极具中华文化特色

的“祥云”，它代表着吉利、祥和、理想、美好以及神

圣之意。在传统家具的装饰上，云纹运用得非常广泛，

有具象，有抽象，也有程式化的形式，其形式有勾云

纹、卷云、朵云、团云、如意云纹、灵芝云纹、叠云 
 
 

纹等[8]。 

博古架云纹应用见图 3。填漆戗金花卉致博古格

如图 3a，博古格四框外表红漆，填漆戗金花卉纹，

格里以黑漆加描金两种手法饰花蝶纹和山水风景纹。

正面分割错落有致，最特别的是柜体右侧中间侧板绘

云纹，并随云纹中部开光[9]。戗金色彩艳丽，云纹流

畅舒展，更增添了一层意境，手绘云纹如图 3b。 

 

 

a  填漆戗金花卉致博古格 b  手绘云纹 
 

   
c  图案设计的四联卡包 d  卡包中一个单体 e  图案设计的手机壳 

 

图 3  博古架云纹应用 
Fig.3 Application of bogu shelf with moir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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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云纹笔者团队完成了两件产品设计。第一件

为四联装云纹卡套，如图 3c，该产品将完整的云纹

划分为 4 个部分，使得整个图案形成部分和整体的关

系，“部分”（如图 3d）就是组成体之一，它既可以是

单独的形体，又能为整体服务，组合成完整的结构[4]。

第二件为云纹装饰手机壳（如图 3e）。上述两个产品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使用了激光雕刻的加工方法，

具有快速、工作效率高、可批量生产等优点。同时也

可发现，与图 1c 对比后发现，激光雕刻的作品与手

工制作的作品相比，在线条的变化、情感的表达上还

有欠缺。 

3.4  吉祥图案 

《周易·系辞下》“吉事有祥。”《说文解字》中：

“吉，善也。祥，福也[10]。”吉祥图案指以象征、谐音、

寓意、标识、含蓄曲折的手法，组成具有一定吉祥寓

意的装饰纹样，饱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

福的追求。吉祥图案凝结着祖先的智慧，到了清代“图

必有意，意必吉祥”，是设计装饰纹样的常态。葫芦， 
 

谐音“福、禄”，是人们对多福多寿的期盼，缠枝葫芦，

寓意“福禄富贵”、“长寿吉祥”。 

屏风葫芦纹应用见图 4。酸枝木嵌螺钿边座嵌料

石葫芦插屏如图 4a，酸枝作框，屏框上嵌银丝形成

云纹，其间点缀镶嵌螺钿蝙蝠纹，屏心点翠枝蔓串接

各色石料葫芦，最下山石亦用点翠手法进行制作。 

基于吉祥图案，笔者团队完成了纸雕灯设计。葫

芦插屏，绚丽多彩，适合用纸雕的方式呈现，纸雕灯

成为此方案的首选。图案选择酸枝木嵌螺钿边座嵌料

石葫芦插屏纹案，设计的图案造型采用解构重组法。

点翠枝蔓与葫芦是插屏最大的特色，而枝蔓与葫芦又

过于密集。在手绘插屏时（如图 4b），将图案作进

一步分析，将枝蔓与各色石材进行区分，但是屏风为

了配色，各色葫芦点缀其间，很难连接在一起，成为

一些断点，因此需要重新对图案进行设计，将枝蔓与

葫芦、山石进行分层（如图 4c—d），作品最终完成

的状态，突出了艺术效果与意境以及设计的内涵，如

如 4e。  

 

  
a  酸枝木嵌螺钿边座嵌料石葫芦插屏 b  手绘葫芦纹 c  分解葫芦文中元素 1 

 

 
d  分解葫芦文中元素 2 e  纸雕灯 

 

图 4  屏风葫芦纹应用 
Fig.4 Application of screen with gourd pattern 

 

4  结语 

中国传统家具装饰图案丰富、造型精美、工艺精

湛，探索传统家具图案应用于现代设计，是对传统文

化的有效保护，是对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承。传统图案

与现代设计加工制造相结合、与现代材质相结合、与

现代美学相结合，将极大提高设计的表达水平和效

率。传统家具图案凝结了前人智慧和文化精髓，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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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会使现代设计内涵更加深刻，形

式更加优美，从而发挥更大的艺术、文化和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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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路线对其它领域同样适用。基于案例的产品可拓

重构设计方法有效地实现了设计知识的共享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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