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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洛可可家具的时代背景、原因及女性化设计倾向的具体表现，挖掘设计中的“以人为本”，
为当前的 “性别化”设计趋势提供思路。方法 通过分析路易十五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模式，探讨

洛可可家具女性化倾向的原因，寻绎设计背后的深层内涵，从功能、形态、色彩、尺度等方面，归纳并

提炼洛可可家具的女性化特色，并以意大利品牌 Angelo Cappellini 中的家具为例，探析其在当前社会背

景下的创新方向和设计呈现。结论 路易十五时期女性地位的提高和 21 世纪“她”时代的来临，均为女性

化设计提供了滋生土壤，通过分析洛可可家具的设计元素，得出柔和曲线、暖色调高明度的色彩，是女

性化设计的形式语言，从而以史为鉴，为当前的性别化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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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ne Design Tendency of Rococo Furniture in the Period of Louie Fifteenth 

SHEN Ming-qian1, GAO Meng2 
(1.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2.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uses an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feminine design 
tendency of Rococo furniture, and excavate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in the design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current 
"gendered" design tendency. Through analyzing the social status and patterns of women in the Louis XV period, exploring 
the causes for the feminine tendency of Rococo furniture, and seeking the deep connotation behind the design, the femi-
nine characteristics of Rococo furniture were summarized and ref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function, form, color and scale, 
etc. With the furniture in the Italian brand Angelo Cappellini as an example, its innovative direction and design presenta-
tion under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were explored.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in the Louis XV period 
and "her" times in the 21st century provide a breeding ground for feminine design. By analyzing the design elements of 
Rococo furniture, the high brightness color of gentle curve and warm tone obtained is the formal language of feminine 
design, an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urrent gendered design based on th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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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辞海》解释：“洛可可（Rococo），源于法文

rocaille，意为贝壳形，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统治时期

（1715—1774 年）所崇尚的艺术风格”。该风格因强

烈的豪华感和装饰性影响着 18 世纪的家具设计，并

于 18 世纪 30—60 年代达到顶峰。如查尔斯·皮诺特·杜

克洛所说：“洛可可风格的作品中有千娇百媚的女性

特征[1]”，唐开军认为洛可可家具具有“柔婉、秀美、

纤细、轻巧的女性特征[2]”，“奢丽艳情”、“阴柔之韵”、

“纤秀优美”等颇具女性特征的词汇，是人们对洛可可

家具的普遍评价。由此可见，洛可可家具是西方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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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具有鲜明女性特征的代表，是从女性出发，为满

足女性需求而形成的家具，因此，从性别的视角对洛

可可家具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入解读洛可可家具

的设计基因，并为“她”时代家具的性别化设计，提供

启发与思考。 

1  洛可可家具的女性化倾向成因与背景分析 

1.1  新王朝下女性地位的提高 

自中世纪以来，法国就确立了以男性为主体，女

性处于附属地位的格局[3]，但到了 18 世纪，随着社

会政治危机的加重，王室权威急剧下滑，女性特权开

始膨胀[4]，同时女性在文化、艺术等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浦兰·德·拉·巴尔在他的"Three Cartesian Feminist Treaties"
中为女性辩护，认为女性和男性生来是平等的，不存

在优劣之分[5]。同一时期，法国的自由女权主义受孟

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影响，也开始为女性争取各种权利，

主张在法律和教育保障的前提下，每个妇女通过自己

的努力获得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6]。法国启蒙思想

家伏尔泰也曾指责女人命运的不公平。狄德罗认为，女

性劣于男性是社会强加于她们的，并不是她们与生俱

来的[7]。由此可见，在 18 世纪，法国女性开始受到

空前的重视，尤其是宫廷女性，她们出入于上流社会、

公共沙龙，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女性开

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1.2  沙龙使女性的想法具有可执行性 

在路易十五执政期间，法国上层社会形成以女性

为中心的沙龙文化，在沙龙中女性尽情地享受舞蹈、诗

歌、音乐，并能和男性们一起探讨文学、哲学、政治、

理论、宗教等[8]，这样的沙龙活动使女性看到了“自

我意识”的曙光，而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作

为法国凡尔赛宫沙龙的中心人物，以其智慧和高超的 
 

社交手腕，在沙龙中笼络了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伏 
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著名画家布歇（Francois 
Boucher），建筑师布里埃（Jacques Anqe Gabriel），家

具师埃班（Jean Francois Oeben）、德拉诺瓦（Louis 
Dclanois）、安托万·高德罗（Antoine Gaudrea）等，

这些人物的出现，使沙龙摆脱了单纯的意识形态，形

成了具有左右能力的设计力量，成为洛可可艺术风格

的倡导者和执行者。 

2  洛可可家具的女性化倾向 

家具作为满足日常使用功能的物质载体，人们更

多地关注其在造型、材质、色彩等方面所体现的物理

属性和文化特质，而往往忽略了使用者对家具的精神

需求，尤其是女性使用者对家具的精神需求。而洛可

可家具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女性

的实际需求出发，以满足女性的审美喜好为宗旨，在

造型、功能、色彩、图案等方面，都体现出女性化的

设计倾向。 

2.1  “以女性需求为导向”的功能分析 

2.1.1  功能的多样性 

《中国大百科全书·轻功卷》中释义：家具，是

具有坐卧、凭依、储藏、间隔等功能的器具。由此可

见，坐卧、凭依、储藏、间隔等是家具需要满足的基

本功能，但在“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指导之下，家具

的功能会以人的需求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法国路易

十五时期的洛可可家具为了满足沙龙中女性的需求，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家具类型。 
基于女性需求的家具类型见图 1，例如梳发椅就

是专门为女性梳理长发而设计的，当时上流社会的女

性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她们会挖空心思来装扮自

己，比如在发型上就出现了以蓬帕杜夫人为代表的高 

 
 

图 1  基于女性需求的家具类型 
Fig.1  Furniture type based on women's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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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型[9]，见图 1a。这种发型耗时较长，装饰元素复杂，

常见的装饰有树木、花鸟饰品、帆船模型等，因此为

了方便美发师较好地帮助她们梳理发型，就催生了梳

发椅这一特殊的坐具类型。梳发椅的形体相对较小，

靠背顶端中央向下凹成月牙形，女性舒适地靠在靠背

上，并使梳发不受座椅靠背的影响。另外，洛可可时

期的女性为了凸显女性生理特征，追求性感之美，她

们用紧身胸衣勒细腰身，并结合裙撑来增大下半身的

体积[10]。据记载，洛可可女服中的裙撑横宽最长可达

4 m，因此为了满足身着裙撑服装的女性在沙龙上休息，

就出现了长椅，见图 1b。该椅子从外型看类似三人

坐的沙发，但实则为穿有裙撑的女性专门设计，一般

只供一人使用，如果在沙龙上男性坐上去，会被视为

缺乏教养，可见是一款具有较强女性化倾向的坐具。

观牌椅是一种特殊的安乐椅，因为打牌是当时的社会

风尚，尤其是在沙龙中，打牌既是娱乐活动，又是一

种社会交流，因此打牌时会有很多围观者，从而导致

观牌椅的出现。该椅子靠背较高，迎合观牌者站立的

高度，同时在椅背顶端设置较宽的软垫，使观牌者将

手臂放于其上进行身体支撑，降低长时间站立的疲劳。

该座椅虽然不是专门为女性设计，但是因为法国沙龙

的核心是女性，而观牌椅作为沙龙催生的特殊产物，

也可以认定是以女性需求为导向的设计，见图 1c。 

2.1.2  功能对家具尺度的影响 

家具的比例由家具大小、高矮、长短、宽窄、深

浅等的比较关系所形成，而家具的尺度是指家具与人

体之间的大小关系[11]。尺度的大小通常受人体尺度、

使用要求和特定氛围等 3 个层面的制约，家具尺度的

影响因素见图 2，前两个属于物质功能，后者属于精

神功能。以洛可可座椅为例，在设计时首先要考虑人

体尺度，包括使用者的身高、上臂长、前臂长、大腿

长、小腿长等，以及坐姿时使用者的坐高、坐姿眼高、

坐姿肩高、坐姿肘高、坐姿大腿厚、坐姿膝高、小腿

加足高、坐姿下肢长度等，这些尺度是决定座椅尺度

的首要依据。其次，使用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家具的尺度。比如洛可可座椅常用于沙龙之中，为了

满足沙龙交际的需要，座椅需要经常被搬动，因此尺

度不能太大，且重量要轻，从而导致洛可可座椅整体

纤细、轻巧，具有一定的女性体态特征；另外，女性

的特殊需求会产生一些具有典型特色的椅型，比如为

了满足女性梳发的需要，产生了梳发椅，为了满足女

性身着较大裙撑的需要，产生了长椅等，可见使用要

求是决定家具尺度的又一重要因素。最后，家具尺度

除了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精神功能（营造特

定氛围）的影响。不同的环境氛围决定了家具尺度的

大小。比如为了凸显王室权威，营造宏伟奔放的氛围，

巴洛克家具尺度较大，气势逼人；而洛可可家具受到

宫廷享乐主义的影响，为了营造优雅、阴柔、闲适的

氛围，家具尺度纤细、轻巧，呈现出典型的女性化特色。 

 
 

图 2  家具尺度的影响因素 
Fig.2  Factors affecting the scale of furniture 

 
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些家具从女性的需求出

发，为了保证女性在社交中的优雅、性感、礼仪等，

从造型、尺度、功能、细节等方面进行设计，从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以女性为本”的人性化设计理念。 

2.2  “以女性审美为导向”的外形设计 

西班牙巴利阿里大学研究员卡米诺·塞拉孔的研

究结果：在对美的认知上，男女之间存在差异。男性

用右脑审美，而女性则用整个大脑审美。这种认知的

差异，直接导致了男女审美标准的不同。正是因为如此，

可以基于一件产品的造型、结构、色彩、质感、机理

等要素，直观地判断出该产品是倾向于男性化、女性

化，抑或是中性化，而洛可可家具为了迎合女性的审

美喜好，在外形设计上体现出鲜明的女性化特质。 

2.2.1  曲线造型，圆润柔婉 

从线条的情感体验来看，直线代表着理性，曲线

代表着感性；直线给人以寒冷，曲线给人以温暖；直

线目的明确，曲线隐忍含蓄[12]，因此，从线条的性别

属性来看，直线有着男性的阳刚，而曲线则赋予女性

的优雅。可见，曲线是具有强烈女性特征的设计元素。 
在洛可可家具中，C 型、S 型与螺旋型的曲线是

最常见的造型元素，这些造型元素的应用，使其摆脱

了直线的僵硬，整体风格活泼、灵动，充满阴柔之韵。

椅子细节分析见图 3，该椅子又名佛提尤（Fauteuil），

是洛可可家具中比较典型的椅型。从整体造型来看，

椅子的靠背轮廓采用波浪形的曲线，整体圆润柔婉，

靠背顶端中央采用贝壳形装饰图案。扶手采用中部下

凹的 C 型曲线，以便于在中部安置软包，形成良好的

支撑功能，这种 C 型曲线经常在家具造型中作支撑曲

线使用。比如柯布西埃著名的钢管躺椅，整体就采用

大的 C 型轮廓曲线形成整个椅子的结构支撑，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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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装饰效果，又能提供良好的功能需要。另外，

椅子扶手支柱下粗上细，呈 S 形曲线走势并与扶手连

为一体；腿足同样采用 S 型曲线造型，腿部上方雕刻

有莨苕叶等纹饰，脚部以兽蹄状脚型结束。 
 

 
 

图 3  椅子细节分析 
Fig.3  Detail analysis of chair 

 
这些曲线元素的应用打破了常规的对称性原则，

使洛可可家具呈现出强烈的非对称性和动感，同时雕
刻图案的排布又弥补了这种不对称形式在视觉上造
成的不稳定感，使洛可可家具具有了较好的均衡性。
总之，从造型上来看，洛可可家具无论是腿型、扶手、
靠背等，都会采用玲珑有致、婉转曲折的曲线，以营
造出具有阴柔之韵的女性美。 

2.2.2  色彩鲜嫩，明媚娇艳 

色彩本身不具有性别意义，但人们在认知色彩的 

过程中因为不同性别的审美偏好，会赋予色彩一定的

性别角色。比如，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女性喜欢暖色

调、高明度的色彩，尤其是红色系列；男性喜欢冷色

调、低明度的色彩，如蓝、灰、棕[13]。美国数据可视

化专家 Stephen Von Worley 曾基于 XKCD 的"Color 
Survey"调研结果，创造出交互式可视化作品"His and 
Her Colors"，见图 4，图 4 中每个圆代表一个颜色，圆

圈的大小代表颜色的相对使用率，纵坐标表示颜色的

偏好程度。从纵坐标来看，女性偏好的颜色位于交 
 

 
 

图 4  His and her colors 
Fig.4  His and her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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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图的上方，而男性偏好的颜色位于下方，可见，不

同性别在颜色喜好上存在明显差异，如将女性偏好的

颜色提取出来会发现（见图 5），女性偏爱蓝绿、灰

绿、珊瑚红、砖红、驼色等明艳、高亮度的色彩。而

如果将色彩偏好投射到家具上，粉红色、橙色、绿色

等颜色的家具，通常表现出强烈的女性特征，而黑色、

银灰色及金属色的家具，则表现出沉着、理性的男性

特征。 
 

 
 

图 5  女性偏爱的颜色 
Fig.5  The preferable colors of female 

 
在洛可可的家具中，除了运用曲线元素及造型法

则实现形态、比例的和谐之外，也非常注重色彩的巧

妙运用，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唤醒使用者的情感记忆，

从而达到震撼心灵、先声夺人的艺术魅力。笔者挑选

了几款经典洛可可坐具进行色彩分析，见图 6，发现

家具的整体色调主要有三类。一是红色类，该色彩主

要体现在坐具的座面、靠背、扶手侧围等大面积采用

软包的部位，经常采用朱红、品红、珊瑚红、玫瑰红、

粉红等红色色系形成坐具的主色调，在营造豪华、舒

适感的同时，这种鲜艳的色彩会给人视觉之外的联

想，比如红唇、草莓、香甜、丰满、酥松、弹性、光

滑、柔软、喜悦、热情、活力、兴奋、欢快、喜庆、

吉祥等，而这些想象与联想充满着强烈的性别暗示，

最易迎合女性内心的情感诉求，从而使女性对该类颜

色的家具“一见钟情”。二是黄色类，根据家具色彩的

黄金法则 60∶30∶10，即主色彩 60%、次色彩 30%、

辅助色彩 10%的比例，黄色类颜色一般在洛可可家具

中体现在次色彩中，且主要用于坐具的框架部分，尤

其以金黄色居多，通过金色的光芒象征财富和权利，

再搭配其他颜色，营造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三是绿

色类，在洛可可家具中主要应用橄榄绿、茶绿、豆绿、

黄绿、蓝绿、灰绿等，绿色系列作为一种能够令人放

松、解除疲劳的色彩，用在家具中也深受女性的喜爱。

而且从图 5 也可以看出，这三类颜色也深受女性的偏

好，从而更好印证了洛可可家具在色彩方面的女性化

倾向。 
 

 
 

图 6  洛可可家具色彩分析 
Fig.6  Color analysis of Rococo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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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软包布艺，细腻柔软 

制作家具的材料种类繁多，不同的材质带给人不

同的心理感受和情感想象，如软硬感、冷暖感、轻重

感、粗细感等。洛可可坐椅多以桃花心木、紫罗兰、

端木、黑檀等高档材质为框架，在座面和靠背部位采

用软性填充物，并在填充物表面包覆色彩华丽雅致的

丝缎或刺绣面料，从而在“硬”的基础上添加“软”的元

素，赋予洛可可坐具“软体”的特质，而这种“软”更能

带给女性审美愉悦。首先从生理角度来看，软性填充

物给人以软和、软化、柔软、绵软、松软、细软等接

触感，从而唤起人们的联想并产生与其经验世界相关

的感受。对于女性来说，在与这种材料的互动中，易

产生柔软、温馨、安全的情感[14]，从而带来直接的生

理愉悦。其次从审美角度来看，洛可可坐具多采用织

锦、天鹅绒、丝绸等高级面料，织锦和丝绸具有天然

的光泽感，轻盈滑爽，色彩鲜艳，高贵优雅，而天鹅

绒质感丰厚，色泽亮丽，触感无比柔滑温软，并以高

贵优雅的气质和略带神秘的光泽感，较好地迎合了以

蓬帕杜夫人为代表的宫廷贵妇们的喜好。 

3  洛可可风格家具在性别化家具设计方面

的启发 

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洛可可家具，具有明显的

“女性化”倾向，是西方家具设计史上以“男性”为主体

的附属地位的阴影下摆脱出来的一次重大突破，是西

方文化中关爱女性、尊重女性的表现，这在中西方家

具设计历史上都是少之又少，难能可贵的。在 21 世

纪的今天，洛可可风格仍然以其奢华、艳丽而受到人

们的推崇，但如果仅仅传承洛可可风格家具的造型、

色彩、材质等设计元素，而忽视该风格产生的由来、

社会背景及设计初衷，那么这样的传承只能是徒有其

表，而遗弃了家具设计中最关键的“人”的因素。因此，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要想准确把握洛可可风格家具的

设计命脉，传承其优秀的设计基因，就势必要凸显设

计中“女性使用者”这一关键因素。尤其是随着女性社

会地位的日益提高，经济能力和消费能力迅速膨胀，

女性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大军中的主流群体，“性别

化”的设计趋势逐渐显现。因此如何在家具设计中满

足女性在生理、心理等方面所体现出的性别需求，是

当前设计师必须考虑的问题。 
例如，Angelo Cappellini 家具见图 7（笔者拍摄

于 2018 年米兰家具沙龙展现场），Angelo Cappellini
作为洛可可家具的典范，在保留古典洛可可设计基因

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创新与突破。图 7 中的沙发

从靠背到扶手轮廓，采用了洛可可一贯的曲线造型，

圆润流畅，沙发通体采用粉色，给人以单纯、可爱的

感觉。整体设计迎合了现代居室环境以及女性对功

能、色彩、造型等方面的审美偏好，是洛可可家具在

当前背景下的最佳呈现形式。例如 Angelo Cappellini
坐具见图 8，造型非常简洁，离方遁圆，整体采用圆

形坐墩的形式，绿色丝绒坐面使整体坐感舒适宜人，

而底座的鎏金花边支撑以低调的形式点 洛可可的

奢华，完美演绎与传承了洛可可风格在新时代的新形式。 
 

 
 

图 7  Angelo Cappellini 家具 
Fig.7  Angelo Cappellini furniture 

 

 
 

图 8  Angelo Cappellini 坐具 
Fig.8  Angelo Cappellini seat 

 

4  结语 

最好的设计应该是最符合时代特色和使用对象

诉求的设计，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成就

了古典洛可可家具，而现代男女平等，女性对家具的

形态、功能、材质、色彩等方面的需求，相较于法国

18 世纪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她们的审美标准和

消费行为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消费市场体系，性别化的

设计趋势将必然波及到整个产品设计领域，而家具作

为满足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从女性的角度进行考量

将使家具更加人性化和多元化。本文借助“洛可可家

具”这一欧洲古典家具的典范，分析其特定的时代背

景和设计因素，挖掘其在功能、造型、色彩等方面体

现出的女性化设计倾向，探求其在当前性别化设计趋

势中的引导与启发作用，为现代女性化设计提供参考

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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