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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价值，从表达形式、设计元素和表现手法三个方面，总结出吴越传统文化在现代家具产品文化语意

设计中的表达途径。结论 基于传统文化特质的文化语意元素提取，是传承吴越传统礼仪、哲学思想、

价值观念、民间习俗、审美情趣，并融于现代家具产品设计的有效途径，在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相互碰

撞和磨合的背景下，有助于保留吴越地区的文化特质，并将其作为优势融入现代设计，创造出“中国风

格”的时代产品，增加现代家具产品的民族属性和文化意境，在继承和发扬中为吴越文化注入新的生机

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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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emantic Expression of Wu and Yue Culture in Furniture Product Design 

GONG Yu 
(Wuxi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Wuxi 21415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way of integrating Wu and Yu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cultural 
semantic design of modern furniture product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Wu and Yu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elements, forms and connotations was explored, the cultural semantic forms and val-
ues in furniture design were proposed, and the cultural semantic expression of Wu and Yu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was summarized from expression form, design element and expression technique. The extraction of cul-
tural semantic elements based on tradi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herit Wu and Yue traditional 
etiquette, philosophy, values, folk customs and aesthetic interest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regional culture and global culture collide and blend with each other, it is easy to retain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Wu and Yue culture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modern design as advantages, so as to create "Chinese style" 
products, thus increasing the national attribute and cultural artistic conception of modern furniture products, and adding 
new vitality to Wu and Yue culture b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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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吴越之地，是一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

地，历史悠久的吴越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颗璀璨的

明珠，其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是现代家具产品

设计创新的源泉。本文基于吴越传统文化特质的分

析，探寻其文化的元素、形式、内涵、语意的表达途

径，为增加现代家具产品的民族属性和文化意境，  
实现传统文化在家具产品设计中的回归和发展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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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吴越传统文化，其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

明，是吴越繁荣历史上宝贵的思想文化源泉；其崇德

尚善、智慧灵动、包容吸纳、务实进取，是吴越现代

快速发展的坚实支撑和推动力量[1]。 
家具是地域文化的凝练，吴越地区独特的自然环

境、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孕育出的苏作家具继承了

宋元家具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成为了中

国传统家具的杰出之作。苏作家具用料精细、构造精

巧、工艺精湛，同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

术特征，被誉为明式家具的经典，吴越之地成为了我

国家具的传统产地之一。 
现在吴越地区的家具产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

展，已有为数不少的家具企业入驻，资金资本颇具实

力，初步形成了区域产业聚集的格局。然而其发展也

存在着诸多问题，大型企业数量不多，中小型企业占

据主导，其中大型企业多把市场放置于海外，以 OEM
形式加工出口产品，中小型企业受限于资金和人才，无

法进行产品研发和品牌经营，产品多面向国内中低端

市场。在这样的模式下，家具产业主要集中在低附加

值的生产制作环节，家具企业在设计创新方面严重缺

失，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产品的设计开发模仿国外，无

法形成自己的家具品牌，更不能形成本土的家具文化。 
反观西方国家，对苏作家具的关注和研究从未间

断，汉斯瓦格纳的 Y 椅见图 1，且借鉴我国传统家具

和民族文化进行创新的家具产品屡见不鲜，菲利普斯

塔克的 Ming 椅见图 2。随着家具产业的发展，具有

地域文化特色的家具，必将成为中国家具关注的焦点

和发展的趋势[2]。 
 

 
 

图 1  Y 椅 
Fig.1  Y chair 

 

图 2  Ming 椅 
Fig.2  Ming chair 

 

2  吴越文化的溯源及特质 

2.1  吴越文化溯源 

广义上的吴越文化是指人类产生以来至今存在

于吴越之地的一切文化现象和文化特质的总和，是一

个时间与空间多维度、多层次交织于一体的综合存 
在[3]。狭义上的吴越文化则特指春秋战国时期由吴越

两国所创立的文化。 
从时间维度上看，吴越文化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

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太湖三山岛发现的“三山文化”，然

而由于历史久远，其文化特征比较模糊，且这类远古

文明在文化特征上拥有一切原始文明的共通性和相

似性，缺乏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核心特质，因此学

界多以“太伯奔吴”作为吴越文化的源头。古句吴国存

世七百多年，其文化随疆域和国力的增长而不断发

展，直至越国灭吴，又促成了越吴两地的交融。而后

历经两晋、隋唐至两宋，吴越文化已然呈现强劲之势。 
从空间维度上看，吴越文化是“三山文化”为代表

的本土土著文化和“太伯奔吴”的外来商周文化融合

交流的结果，在诞生之初便是多空间文化融合的范

例。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吴越文化又历经了越文化、

楚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多次交融，从而不断吸纳、更新

和发展。在吴越文化的空间存在上，苏南最具吴地韵

味，浙北更偏越地气息，其精神核心区域和文化重心

始终在太湖流域，尤以苏州、无锡为核心，并由此向

外辐射传播。 

2.2  吴越文化特质及内容表现 

2.2.1  复杂多元的稻作水文化 

虽然同是农业文明，但是吴地农业文化在本质上

是区别于北方旱耕的稻作水文化的[4]。吴越多水，内

湖外海、通达便利，吴越文化以水为起点，以水为灵

魂，表现出外柔内刚、智慧灵动、机敏通达的文化特

质，反映在文化内容上其存在多元表现。在物质领域，

吴越人以稻为粮，以鱼为食，因此早在河姆渡时期，

就掌握了造船技术，极善驾舟，城镇内桥梁众多，建

筑营造多采用干栏式结构。在精神领域，与水相关的

表现主要为两个图腾、一个色彩，即崇拜飞鸟图腾（玉

飞凤见图 3）和水底神兽龙图腾，在色彩上偏好青绿

之色。 
 

 
 

图 3  玉飞凤                     
Fig.3  Jade Phoe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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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由尚武至崇文的重大转型 

吴越文化在早期阶段表现出刚勇尚武的精神特

征，春秋时期吴人就拥有发达的铸铜技术，著名的军

事圣典《孙子兵法》亦出自吴越。从魏晋时期开始，

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此风开始变化，历经隋唐至宋，

终于化刚为柔，从尚武变为崇文。此后，吴越历代藏

书、读书风气盛行，学堂发达，状元辈出，文化气息

渐浓。崇文的转型使吴越文化表现出细腻的特质，在

文化内容上的典型象征，便是温文尔雅的吴侬软语和

清丽委婉的评弹戏曲，此外丝织、刺绣、玉器、竹刻

（见图 4）、瓷器等文化和技艺，无一不精美细致，

体现了吴越人高超的技术和独特的品质追求。 
 

 
 

图 4  留青竹刻               
Fig.4  Liuqing bamboo carving   

 

2.2.3  重艺术审美的精神本质 

吴越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历来包含着农业文明和

工商文化的双重性，是重经济重创新的文化[5]，表现

为注重感官和享受，由此产生了对艺术和审美的需

求。因此有别于以“伦理政治”为精神结构的北方文

化，吴越文化的精神灵魂在于“审美艺术”，由此生成

了 吴 越 文 化 以 艺 术 审 美 为 精 神 本 质 的 诗 性 文 化 形  
态[6]。东汉以后，吴越表现出全民化的艺术追求意识，

文化俊杰辈出，江南园林（拙政园见图 5）、苏作家

具、诗词文学、书法绘画、曲艺篆刻都取得了无可比 

拟的成就和地位。吴越文化因追求艺术审美而呈现出

的精神特质，使得吴越传统文化元素、文化形式、文

化内涵对现代设计具有极大的创新意义。 
 

 
 

图 5  拙政园 
Fig.5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3  家具产品设计中文化语意的表现形式及

价值 

3.1  文化语意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产品语意是通过造型形式、符号系统的构建，在

产品设计中传达心理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等方面的象

征特性和价值[7]，使产品能够向用户表达、传递、沟

通相关的信息和情感。产品文化语意特指产品的文化

语言和文化意义。家具产品的设计可以看成是设计者

和用户交流的过程，其文化语意的体现，就是设计者

在设计过程中把想要表达的文化信息，进行设计元素

的提取和设计手段的转化，通过家具这个产品载体传

达给用户，这些信息可以是具象的外观和功能信息，

也可以是意会的精神和情感信息[8]，它们共同构成了

家具产品特有的文化语意。 
诺曼把产品设计的目标分为本能层、行为层和反

思层三个层次。对应这三个层次，笔者将地域文化的

表现形式分为文化外显、文化行为和文化价值三个层

次，见图 6。每个层次的文化内容经过提取和设计转 
 

 
 

图 6  地域文化表现形式的三个层次 
Fig.6  Three levels of reg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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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设计的要素表达出来，实现产品文化语意的表达。 
家具产品不仅只是一件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符

号和载体，其不仅具有功能价值，还能表达文化意义。

通过传统文化的融入，增加家具产品设计的文化内涵

和象征意义，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实现家具产品文

化语意的多元化创新。 

3.2  文化语意的现实意义及价值 

3.2.1  保护民族和地域固有的文化特色 

在当今高科技和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原本

丰富多样的家具设计风格，正逐渐趋于同一的国际化

风格，民族和地域固有的文化特色在现代家具产品上

逐渐消失。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家具设计的源泉，吴

越传统文化更是孕育了经典的苏作家具，作为一个地

区积淀下来的宝贵记忆，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传承其固

有的文化特色，无疑可以加强设计的文化延续性和地

域气息，增强家具产品的设计感染力。 

3.2.2  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文化情感归属 

消费已取代生产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主导动力

和目标，消费者对于家具产品的需求，也从对功能形

式的简单满足转变为对感性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体现

为情感上的共鸣和文化上的归属感。因此基于消费文

化的背景，现代家具设计应重新审视设计的方法和视

角，从对家具形式功能的研究转为对人与文化关系的

研究，重新思考设计应有的文化价值，唤醒消费者对

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共识，实现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 

3.2.3  丰富现代家具设计的内容与形式 

现代家具产品的功能与技术，随着工业化特别是

近现代科技的进步，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作为

产品功能以外的内容和形式，却在大工业时代陷入了

困境，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学意识、丰富的元素形式

和文化内涵，可以是现代家具设计挖掘的源泉。通过

传统文化的注入，赋予家具产品功能以外的人文价

值，是现代家具定位和发展自身文化，丰富形式和内

容的重要途径。 

3.2.4  促进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回归与传承 

在家具设计领域，一方面是全球范围内的家具美

学风格和技术趋同，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觉醒和需

求增强，将这两种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现象交织在

一起的最好方式，就是促进传统文化在家具设计中回

归、传承与发展。创新家具产品的设计，融入文化内

核，构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地域文化与全球文化

的连接，通过家具产品这一物质载体来强化、推动传

统文化的发展与演进。 

4  吴越文化在家具产品文化语意中的表达

途径 

4.1  吴越文化语意表达的形式 

器物是文化遗留在它专属时空中的痕迹。家具作

为传统地域文化的物化诠释，承袭了文化的时代信息

和内涵特征。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继承和表达传统文

化，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从相关的文章、课题和

市场产品中，看到的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注入传统文化

元素。那么是否使用了中国元素就是在现代家具产品

中表达了传统文化语意？笔者看来，如果只是表征化

地使用元素符号，恰恰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和无

知。面对传统性、地域性元素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应

该从更深的层次去看待传统文化，中国元素不是一个

静态的符号，而是一个涵盖传统礼仪、哲学思想、价

值观念、民间习俗、审美情趣的动态体系；应该从更

广的维度去看待传统文化，中国元素不是一种表象的

装饰，其外延可以是材料，是工艺，是结构，是情感，

是思维，是生活方式，是一种东方的造物智慧[9]。从

多元化的角度去看待地域传统文化，才能使其适合

现代的生活方式，实现文化情感归属的家具文化语

意设计。 
结合地域文化外显、文化行为和文化价值三个层

次的表现形式，对吴越文化语意的表达形式进行概

括，分为具象和抽象两个方面，见图 7。 
 

 
 

图 7  吴越文化语意的表达形式 
Fig.7  Expression of Wu and Yue cultural se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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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文化语意的家具产品设计，就是地域传统文

化的物化，对家具的形态、色彩、材料、结构和使用

状态等赋予美学与文化的各种意义价值，在现代科技

和生产工艺的背景下，将传统的文化、情感、记忆与

现代技术连接起来，建立家具产品与传统地域文化之

间的关联。 

4.2  吴越文化语意提取的设计元素 

4.2.1  哲学意识和精神特质 

上文中分析的吴越文化的精神特质，具有崇尚自

然、温婉灵动的特性，在审美情趣上偏好简朴素雅，

虚实含蓄，概括地说即为一种和谐的诗性文化。表现

在传统的苏作家具上，不管是其形态、色彩，还是选

材、结构和制作工艺，无一不体现出一种精致、高雅

的朴素，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10]。这种苏作美

学所体现的文化韵味，是在现代家具产品设计中寻求

文化语意表达途径的灵魂。 

4.2.2  形态与尺度 

形态往往代表一定时代、一定地域的人们的审美

意识，形态的处理方式和比例关系，都会被加上特定

的地域文化含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来非常注重“适

形”，大小、高低、尺度，甚至材料、结构、建造工

艺都有各种参数，强调和谐感和秩序感。就苏作家具

而言，其造型特点、用料结构，更是体现了吴越之地

文人造物的精到周详。在现代家具产品设计中，注重

某些特征性的形态和尺度比例的使用，有助于唤起人

们对于地域文化的记忆。通过这类特定的文化语意设

计手法和现代设计观念及技术手段的融合，有助于延

续发展传统文化特征。 

4.2.3  色彩 

色彩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地域的文化对于色彩的偏好和象征意义又有所

不同。吴越文化偏好质朴素净的色彩，粉墙黛瓦与自

然和谐天成，是吴越美学的典型风格。苏作家具在色

彩的表现上一脉相承，它所采用的木材虽然不能为黑

白，但是其似红非红、似黄非黄、似紫非紫的色调，

呈现出一种稳重和谐的美感，体现了吴越民众的生活

态度。在现代家具产品设计中融入具有地域文化象征

特性的色彩符号，也能在设计中表达传统文化的内涵。 

4.2.4  材料 

设计中对于材料的选择，历来带有浓厚的地域文

化意味。吴越文化崇尚自然和谐的观念，主张就地取

材、因材施艺，在设计和使用中重视材料的自然品质

和特性，追求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如广泛应用于

吴越日常产品中的竹材，石大宇设计的椅君子，见图

8，除了造型上的特殊美感外，还具有格外的文化品

质，传递着吴越文人正直清高、清秀俊逸的诗性品质

和人格追求。这无形中就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语意，在

现代家具产品设计中使用这样的材料符号，很容易让

人联想起地域元素，唤起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情感。 
 

 
图 8  椅君子 

Fig.8  Chair Junzi 
 

4.2.5  民族手工艺 

民族手工艺是传统文化中非物质部分的重要组

成，吴越传统民族手工艺历史悠久，品类丰富，刺绣、

扇艺、陶艺、年画、泥人、篆刻、竹雕、绘画、书法

等，均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这些传统手

工艺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用料考究、技艺精良，

充分体现了吴越文化的细腻与考究。通过与现代科技

手段的有效结合，改善民族手工艺在技艺要求和经济

成本上的限制，传承其艺术价值和文化精神，丰富现

代家具产品文化语意设计的表达方式。2018 年的米

兰三年展中，马聪设计的静如秋团屏风，见图 9，以

吴越地区的传统团扇为原型，采用苎麻刺绣结合玻璃

与金箔的洒金技艺，配以现代高科技的动画和声光效

果，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图 9  静如秋团屏风               
Fig.9  Jing screen 

 

4.3  吴越文化语意转化表现的手法 

4.3.1  直接沿用 

吴越文化语意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就是直接沿用

传统文化外显和文化行为中所体现的造型、色彩、纹

饰、图案、构造等具象的文化符号。通过家具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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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手法，将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运用到现代家具产品

中，使符号本身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特质融入产品实

物，以具象的符号形式来传递抽象的文化内涵。将传

统文化符号表征化注入，这是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方

式，也是文化语意最浅显的表达手法。 

4.3.2  解构再创造 

对吴越传统文化中的具象符号进行解构，通过现
代的设计手法对其进行简化、改造、变形、提炼、解
构再创造，使其更符合现代家具产品的审美理念、形
式特征和结构形式，同时延续传统文化的韵味和意
境。如曲美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中展出的扶手椅和咖啡
桌，见图 10，以团扇和折扇为设计原型，对传统文
化符号进行解构再创造，在设计中有意识地抹去了传
统扇子的形态，延续了吴越文化的韵味。这种通过解
构再创造的手法，可以使家具产品更富现代意味，同
时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符号的发展，是文化语意表现的
深化手法。 

 

 
 

图 10  扶手椅和咖啡桌 
Fig.10  Armchair & coffee table 

 

4.3.3  内涵意指 
对于吴越传统文化价值中的抽象文化特质，通过

隐喻、象征、寓意等手法进行表达，提取为一种情感
和精神符号融于现代家具产品设计中，达到唤起使用
者感情和文化共鸣的目的。这种内涵意指的手法更具
有隐匿性、主观性和意会性，从理解文化观念和精神
特质出发，表达吴越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品质思想，通
过营造地域特色的意境来表达产品的文化意韵，这是
文化语意表现的深化手法。 

5  结语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文化的冲击和磨
合，吴越之地发展至今，已形成世界第六大都市圈，
在今后的发展中必将进一步地面对自身地域传统文
化与全球多元文化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在这种相互碰
撞和融合中，加深对吴越传统文化的感知和理解，保
留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并将其作为一种优势投入到现
代家具产品设计中，促进地域传统文化和现代产品设
计的新融合，创造出新的“中国风格”的设计，在继承
和发扬中为吴越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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