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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明式圈椅进行整体与局部形态和构造的改制，并对其理论依据进行阐述，启发一种在传

统材料与工艺基础上的改良设计尝试。方法 根据现代生活方式与人机需求对圈椅整体与局部形态进行

深入分析，并在传统工艺的框架中对现有形态进行深度调整，对器型局部逐一进行理论分析，深度改良

圈椅椅型，在器型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线型符号。结论 在维护传统工艺基础上对形态构成调整改进，

往往更具难度与挑战性。对传统工艺美学非遗价值的传承以及不断扩展细分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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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Improvement of Traditional Ming-style Ring Chair 

ZHOU Xiao-Bo, BI Ke-ke, WANG Ruo-yu, LIU Jin-jian 
(Tianjin University Renai College, Tianjin 30163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modify the overall and local structures and forms of Ming-style chair system, and elabo-
ra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so as to propose an improvement design based on traditional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modern life style and human needs, the overall and local forms of ring chair were investigated deeply and the ex-
isting form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was adjus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e by one 
on the parts of the device type, and the ring chair type was improved to create a brand-new linear symbol in the device 
type. The design methods that favor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more difficult and challenging in adjusting 
and improving the form and 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al crafts, but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herit the intangible value of traditional craft aesthetics and to continuously expand and subdivide the diversified 
market demand. 
KEY WORDS: chairs; furni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improved design 

明式家具通常指的是利用名贵硬木、榫卯结构，

其线体优雅，在明中期到清早期达到巅峰的中国传统

家具，其众多器形都是根据当时的行为需求与文脉传

承发展而来的。明式家具在独特的人文信仰的约束

下，形成了一整套成熟且偏于执拗的造设理念，但是

其中很多器型已经不适合或是有悖于当下的生活方式

与人机需求，而需要重新改良与规划。从形态的复杂

与精妙程度来讲，“圈椅”可以说是明式家具中最具

代表性的器型之一。本文将从传统圈椅局部构造出发，  

列举若干设计切入点，并提出有效改良的建议与方案。 

1  圈椅的形制特点 

“圈椅”是明式家具中最广为人知的椅类器形之

一。其形制特点是扶手与靠背以 3 段（或 5 段）木料

榫接而成的“开口圈型”构件，此构件是区别于其它

椅类最明显的特征，故被称为“圈椅”。据可以考证

的史料推测，圈椅器形始于宋代，早在北朝之前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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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的“胡床”被贪图安逸的宋人适时改动，加椅圈、

扶手，称之为“交椅”。加了椅圈的交椅在宋代图像

中出现频繁，《春游晚归图》中交椅由人扛于背上，

生动而清晰，见图 1。而后，圈椅慢慢脱离交椅复杂

的结构，独立成器；明清时期，圈椅形制众多，丰富

多变，成为一项重要门类[1—2]。 
 

 
 

图 1 《春游晚归图》 
Fig.1 "Picture for Late Returning from Spring Outing" 

 

2  圈椅的改良设计方法 

对比古代，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实质

性的变化。传统的以“人文精神”构建的器物观与当

代“以人为本”的产品设计观在很多层面都存在冲突。

今天人们对于家具的认知，包括与家具产品的交互都

产生了全新的概念与定义。必须承认，明式家具在一

个特定的时代达到了一种“人文精神核心”设计理念

的巅峰，但是面对今天信息化时代下形成的产品价值

观，其内涵与形式必须做出改变与调整，就产品发展

而言，这是一种必要的良性进程。 
当下，家具设计的本土化地域化需求愈加显著，

根据市场的细分，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家具设计主要体

现在：（1）提取某些传统符号或隐喻特征，利用全

新材料与其配套的工艺和折衷主义手法进行拼凑、融

合，如台湾知名设计师石大宇先生的竹系列作品，见

图 2；（2）提取传统符号或隐喻特征，但利用传统

材料与传统工艺和折衷主义手法进行拼凑、融合，如

国内很多常见的新中式木作作品就是采用此手法[3]；

（3）在不改变传统材料与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根据

现代人机需求进行整体或局部构造的改良。本文主要

阐述关于明式圈椅的改良设计尝试所利用的便是这

种设计手法。此设计尝试的核心价值在于——如何能

让明式家具在改进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传承其美学层

面的精髓价值，比如构成与符号方面充满了哲学思考

的调度，而并不是完全按照现代设计理念那样强调产

品人机功能或是某些现代工业制造价值的意义。 
 

 
 

图 2  石大宇作品《竹圈椅》 
Fig.2 "Bamboo Chair" by Daewoo 

 

3  基于传统圈椅的改良设计 

3.1  关于“座高尺寸”的改进 

明式归椅类器形，其座面高度较之今天坐具普遍

偏高 52~53 cm，此现象是源于古人坐姿与器物结构

特殊之影响，无论主流的“官帽”还是“圈椅”样式，

其腿部下部皆有横枨连接，形成“四脚八叉”的结构
[4]；正面这根较为壮硕的横枨，学名“管脚枨”，见

图 3，起到承托双脚之用。当人坐在明式椅上，双脚

是难于着地的，所以双脚踩在管脚枨上可以使人保持

一个极为端正的坐姿，所谓“正襟危坐”便是古人的

生活方式之一，见图 4[5]。 

 

 
 

图 3  圈椅的牙板与管脚枨 
Fig.3 Tooth plate and tube foot of ring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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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统圈椅的坐姿 
Fig.4 Sitting posture on traditional ring chair 

 
根据现代的人机要求，坐具类坐面高度为 44~ 

46 cm，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双脚着地”而较为舒适

的尺度，所以传统圈椅下部的 4 根横枨完全可以去

除，因为它们不再承载意义甚至成为行为障碍。然而

这样会对圈椅形态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腿部变短，

比例失调，更主要的是边腿之间的“牙板”失去了收

笔的结构，但如果粗暴的取消“牙板”或是利用“罗

锅枨”等传统样式随意取而代之，那将是缺乏思考深

度盲目的拼凑。这将是一个充满价值的切入点。 
在新的方案中，首先需要弥补先前的牙板在视觉

上带来的厚度感。对于此切入点，在现代设计案例中，

经常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尝试，本文通过调整“冰盘

沿曲线”——提高上部突出段的比例，在没有牙板的

情况下，使“看面”视觉最大程度的产生厚度感；    
在腿部与边抹结合处的视觉空缺处设计了全新的构

件——一种类似于霸王枨曲线的榫接构件，它直接链

接边抹与腿部，增设于每条腿双侧，承载力学支撑的

同时填充了腿根部的视觉质量，使腿部根部显得粗壮

有力，以让圈椅下部比例谐美，见图 5。 
 

 
 

图 5  新方案中的边抹与腿足结构 
Fig.5 Side and foot structure in the new scheme 

 

3.2  关于“边抹飞檐”形态的改进 

在明椅中有个特殊的部位，形态独特，结构睿巧，

可谓自成一派的“龙眼”，就是“边抹”与“腿部”

交界处的“边抹飞檐”。这个取自于“须弥座”冰盘

样式的局部，却被很多人理解为“极具中国传统特色

的局部特征之一”。如果把中国传统宫宇与中世纪的

哥特式建筑放在一起，见图 6[6]。中国建筑的横向张

力与哥特式的纵向张力在视觉上的美学呈现是大相

径庭的，这种“构成差异”可以帮助人们更怀柔地解

读那些取自明式符号的欧洲“现代设计”，比如根据

某些国外设计师的设计作品，明显可以感 受到其形

态完全是构架于西方审美潜意识的造物，见图 7[7]。 
 

 
 

图 6  哥特式建筑与中式建筑 
Fig.6 Gothic architecture and Chinese architecture 

 

 
 

图 7  传统圈椅与国外作品的飞檐结构差异 
Fig.7 Difference in eave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and foreign ring chairs 
 

此外，这种“边抹飞檐”对于椅类来讲还承载着

一种“明式造法”中引以为豪的木作结构——“一木

连做”（腿部上下贯穿），这种“利用边抹卡住一条腿

部”的结构，单从视觉上看，已经远远超越其实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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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成为“追求极致”的标准案例。而另一方面，“边

抹飞檐”的视觉品质大多取决于“冰盘”与“腿部”

的样式比例、以及“飞檐导角”的变化。实际上，细

微尺寸的调整便可以把这个局部做的神采奕奕或是

呆头木脑，这恰恰是很多高仿作品容易忽视的一个 
细节。 

然而问题仍然明显：边抹飞出，会浪费了外围座

面空间。一般来讲，宽度为 60 cm 的座面，可使用长

度为 51 cm，进深尺寸同理。在新的方案中，边抹飞

檐被缩小，并形成裹腿紧贴与腿部，视觉上边抹与腿

部曲面最大程度的贴合，形成了流线型的视觉特点。

类似效果在现代木制家具中是常用手法。这样，座面

的宽度与进深尺寸均缩小了约 2 cm，在相同舒适性的

基础上整体器型看上去更精致、睿巧，见图 8—图 9。 
 

 
 

图 8  新方案中的飞檐结构局部 
Fig.8 Local structure of cornice in new scheme 

 

 
 

图 9  新方案中的飞檐结构全景 
Fig.9 Panoramic cornice structure in new scheme 

 

3.3  关于“搭背”形态的改进 

在明椅中有个醒目的部分，且兼顾着力学、美学

与人机学诸多方面，这便是“靠背板”与“搭脑”的

连接结构，称之为“搭背”。此结构在不同椅型中通

常会有不同的造法，比如四出头官帽椅的“搭脑”，

见图 10，其形同“宋代官帽之幞头双翅”，两边展翅，

中间头枕处为了与双翅顺滑过度，从而形成独特的

“翻背”造型。据说这种类似枕头的形态可以让人的

颈部得以歇息，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形态绝不仅仅是

以人机功能为目的结果，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追求视

觉上“搭背线形”的完美契合，然而这种玄妙的多指

向性语境，恰恰证明了“明式造法”更像是一种相互

权衡、讲究连带取舍的“术”。 
 

 
 

图 10  四出头官帽椅 
Fig.10 Arm chairs with corners 

 
与官帽椅不同，由于圈椅的“搭背”形态特殊，

其“搭脑”与“扶手”连成一圈，线形统一，通常无

法做到官帽椅的效果，所以一般来讲，不可避免“搭

背”处的结合较为生硬。通过一些智慧的“搭背”案

例，例如“麒麟纹圈椅”就是通过改变搭脑处的圈型

弧度，使它靠近背部的曲线变得舒缓而减轻视觉上一

种逆向的张力，见图 11。 
 

 
 

图 11  麒麟纹圈椅“搭背” 
Fig.11 "Backrest" with kylin pattern in ring chair 

 
另外在清式案例中能够接触到更为大胆地变化，

如某款“团龙圈椅”上，可以看到其“搭脑”处被刮

磨出扁平的形态刻意迎合背板的曲线，但在这种随意

性的取舍中破了些“明式”的格局，折煞了些味道，

见图 12。总体而言，由于圈椅搭背交叉的曲面复杂

且方向性难以中和，所以搭背的处理难度很大，相比

来讲汉斯·维纳的作品成为了很多欧洲设计师对“此

处矛盾”所做出的努力的典型代表，见图 13。 
而对这个切入点，新方案做了大胆尝试，传统的

椅圈从扶手到背部都是“泥鳅背”形态，其横截面为

圆形，本文把接近背部的形态切磨成经度上近乎平面

的曲面，这样的形态首先可以满足人机的舒适性，坐

上去背部不会有隔碍感。此曲面可以与背板的曲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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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某清式圈椅“搭背” 
Fig.12 "Backrest" in Qing-style ring chair 

 

 
 

图 13  汉斯维纳设计的圈椅 
Fig.13 Ring chair designed by Hans Wiener 

 
美融合，形成流线感。椅圈在背部近乎平面，但向两

端延伸逐渐变成曲面，整体形成一个曲面—平面—曲

面的线型效果。这个由于人机与视觉要求的线性变化

成为作品最重要的视觉符号特征，同时还造就了一种

观念上的隐喻——突出一种阴阳虚实的辩证关系，见

图 14 和图 15。 
 

 
 

图 14  新方案的搭背局部 
Fig.14 Local part of backrest in new scheme 

 

 
 

图 15  新方案的搭背局部侧视 
Fig.15 Side view of local part of backrest in new scheme 

3.4  关于“扶手把”形态的改进 

在明式扶手椅中，视觉上讨巧且最容易与身体接

触到的一个细节便是扶手的末端处——“扶手把”。

无论是“官帽椅”或是“圈椅”，大致分为两种扶手

结构：一种为“出头扶手”，其设计上为贴合手掌部

特征，常被处理成圆润形态。无论是“四出头”官帽

还是常见的圈椅均展现了较为早期的明式风格：偏重

刻画水平轴向的表现力，同时也强调了一种明式家具

中常被珍视的人文情趣（手掌触觉的满足感）。 
另外为了迎合自身器形的视觉取向，在扶手处做

了更多变化，如某些装饰性略显繁缛的“圈椅”，见

图 16，其扶手把的卷草造型逾越了人机因素而夸张

了某种装饰符号，这种看似有些强词夺理的设计趋势

在一款清早期的“皇宫椅”[8]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其镂空的卷草雕刻已经把明式造法的“权衡性”挤压

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见图 17。 
 

 
 

图 16  某传统圈椅的“扶手把”造型 
Fig.16 Shape of "armrest" in a traditional ring chair 

 

 
 

图 17  清式“皇宫椅”的“扶手把”造型 
Fig.17 "Armrest" of the "palace chair" in the Qing Dynasty 

 
相对于“出头扶手”，另一种则截然不同：其扶

手与“鹅脖”（前腿上段）连在一起，连接处圆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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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形成一种封闭的线形。这种形态通常被认为是配

合南官帽其搭脑与后腿连接处的封闭曲线而生的，当

然此特征在很多圈椅的器形中也常会碰到，见图 18。

在人们印象中，不出头的南官帽相对于四出头官帽似

乎更为文静、柔美，也更具文人味，但从一个侧面也

说明了“南官帽”过分内敛的气质将难以富于变化与

矫情，更无法像“四出头”那样卓越多姿，满怀风情

（圈椅同理）[9]。 
 

 
 

图 18  不出头“扶手把”的圈椅与官帽椅 
Fig.18 Ring chair and arm chair without  

protruding "armrest" 
 
对于扶手的变化，在日本的木作作品中，见图

19，仍可关注到各类造设意识与结果的差异性，并争

取在明式特有的价值观中吸取一切充满价值的想法。 
 

 
 

图 19  日本某设计 
Fig.19 Japanese design 

 
扶手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局部有其重要的承载

价值，不仅是与人体接触最多的局部，也是视觉上最

突出的局部。新的方案中，扶手把采用出头扶手作为

点睛收笔局部，在其形态线形上做了一种从硬到软的

过度，这种阴阳过度的视觉效果在此款作品中的不同

局部均有体现，彼此呼应，也成为此款作品的特有符

号。扶手把独特的形态变化可以为使用者带来全新的

体验感与把玩欲，见图 20 和图 21。 
 

 
 

图 20  新方案的扶手把 
Fig.20 Armrest in the new scheme 

 

 
 

图 21  新方案的扶手把局部 
Fig.21 Local part of armrest in the new scheme 

 
设计改良尝试完全是在传统工艺与传统材料的

基础上延伸而来的，它所注重的并非传统符号的提取

与演化，而是在明式家具传统造型法则的框架中，针

对现代生活需求与人机特点进行的一种全新的造型

改制，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对明式家具设计美学的致

敬与研习。作为融入传统文化脉络的非遗传承而存在

的一种设计尝试，在当下多元价值需求的市场与社会

环境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见图 22 和图 23[10]。 
 

 
 

图 22  新方案实物照片 
Fig.22 Photo of real chair in the new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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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新方案实物照片 
Fig.23 Photo of real chair in the new scheme 

4  结语 

明式家具博大精深，明椅更是深僻玄妙，以改良

实例证明“研故推新”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换言之，

今天对古人的成就既不可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更不

能一味崇尚抱守而轻视创新，要“扬长避短，挈神重

构，外师其道，古为今用”，才能把有古人的智慧与

造诣嫁接到今日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去，并加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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