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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椅凳为例，从模件化的角度来探讨明式椅凳类家具的生成方法及椅凳类家具的模件化特

征。作为我国古代家具的典型代表，明式家具历经数百年不衰。它有着丰富的内涵，蕴含了古代设计者、

生产者的造物思想，是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从模件的角度来探讨明式家具，可以丰富明式家具的研究

体系。方法 从明式椅凳本身出发，通过观察、分析明式椅凳类家具，分别从整体与细节上分析了明式

椅凳类家具构件的组合方式，论述了明式椅凳家具模件的标准化与丰富性、明式椅凳家具的模件整体组

合特征，以及单件明式椅凳家具的模件构成特征。结论 明式椅凳类家具由一定数量的模件构成，并且

在明式家具的特征范围内，它具有模件互换、能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组合的模件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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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arization of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YAN Zhao-hui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forming method and modularized features of the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ularization, with chair and stool as an example.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ancient 
furniture in our country, the Ming-style furniture has been arou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It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con-
tains the creation thoughts of ancient designers and producers. I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ancient people's wisdom.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ing-style furni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ule can enrich the Ming-style furniture research 
system. Based on the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themselves, the combination modes of the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components were analyzed on the whole and in detail by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richness of the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modules, the overall combina-
tion modes of the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components and the constitutive features of the modules of a single 
piece of the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were discussed. The Ming-style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is composed of a 
certain number of modules, and has modularized features in which the modules are interchanged and can be combined 
according to certain rules within the characteristic range of the Ming-style furniture. 
KEY WORDS: Ming-style furniture; module; chair and stool; analysis 

德国学者雷德侯在其著作《万物》中提出了模件

的概念与模件化的思想，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艺术中

汉字、青铜器、陶瓷、木建筑、印刷、兵马俑、地狱

十王图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问题，总结了模件体系

的七条法则[1]。模件概念与法则是其对中国部分艺术

的研究成果，而明式家具，作为中国艺术中的一部分，

是否也具有模件化的特征？它丰富的品类和造型形

态是如何实现的？明式家具承载着古人的造物思想，

凝结了古人的造物智慧，经过时间的洗礼，最终发展

出令人赞叹的中式家具体系，它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在

长期生产实践中的各种思考[2]。虽然众多学者对明式

家具进行了诸多研究，但是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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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式家具的造型、结构、材质、功能、美学及文化

内涵等层面，从模件化的角度来探究明式家具的研究

很少，因此，本文将从模件化的角度来探讨明式椅凳

类家具，以期丰富明式家具的研究体系。 

1  对明式椅凳家具的观察 

明式家具的椅凳可分为杌凳、坐墩、交杌、长凳、

椅、宝座等几类[3]。其中，凳一般可以用“无束腰”

和“有束腰”进行区分；而椅类依照其形制大体可分

为四式，即靠背椅、扶手椅、圈椅和交椅[4]。通过对

《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明式椅凳类家具的前期观察

与分析，从各种椅凳类家具中选取了部分椅凳图片。

椅凳类家具见表 1，表中图片均来源于王世襄的《明

式家具研究》。 
对椅凳进一步细分，凳类可分为方凳、条凳、坐

墩、圆凳几种主要形式。其中，方凳与条凳主要由座

面、凳腿（分直腿和弯腿，如为弯腿，则有束腰）、

枨子、牙子牙板、装饰纹样等构件组成。凳子的座面、

凳腿等构件变化较少，其形制也基本相同；而枨子、

牙子牙板、纹样等构件则变化较大，形式、种类也比

较丰富。交杌主要由杌子腿、杌面、踏床等构件构成，

杌面有藤制、皮制、绳制、木棂制等不同造法，变化

相对较多，而杌腿等构件的变化相对较少。椅子主要

有靠背椅和扶手椅之分。扶手椅主要由搭脑、扶手、

椅盘、枨子、牙子、雕花纹样等构件组成，可被细分

为四出头官帽椅、南官帽椅、圈椅、玫瑰椅、交椅等

主要类别。靠背椅与扶手椅相比，则少了扶手等构件。

椅子（除交椅外）座面以下的构件主要有直枨加矮老

加管脚枨、罗锅枨加矮老加管脚枨、素壸门式券口牙

子加管脚枨、浮雕卷草纹壸门式券口牙子加管脚枨等

组合变化。从椅子的组成构件来看，各类椅子的搭脑、

扶手、椅盘等构件的变化相对较小；而枨子、牙子、

雕刻纹样等构件的变化相对较多。 
首先，根据表 1，从整体上看，椅凳类家具的部

分构件具有互换性。对表中无束腰直足直枨长方凳与

攒靠背玫瑰椅的下半部分进行比较，除了横枨有一定

差异外，其余部分基本相同；表中的胡床加上椅圈与

靠背就构成了一把交椅。同时，表中部分椅子的座面

及以下部分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如高扶手南官帽椅与

一统碑椅，以及直棂围子玫瑰椅与独板围子玫瑰椅，

它们的下半部分类似，形制为凳。由此可见，凳子在

不同的椅子之间可以互换，它具有可互换性。从细节

上看，无束腰椅凳的腿足形式基本相同，都为圆足或

外圆里方的形式，只是在线脚的处理上略有不同，这

也符合模件的法则之一，即单元的标准化取代完全复

制。其次，凳子中的横枨、罗锅枨、矮老、牙板牙子

等部件不仅在凳子之中反复使用，而且在椅子中也同

样反复使用，其形制虽略有差异，但总体类似，如券

口靠背玫瑰椅中的罗锅枨加矮老组合也出现在素南

官帽椅中，大灯挂椅的搭脑和靠背与四出头弯材官帽

椅的搭脑和靠背基本相同，这种互换的方式符合模件

中高度标准化取代毫厘不爽的复制这一法则（雷德侯

在其著作《万物》中进行了说明：标准化的构件在不

同的形体中存在一定差异，可以使物体的形式表现更

丰富）。再次，圈椅中的椅圈不仅在素圈椅、透雕靠

背圈椅、有束腰带托泥雕花圈椅及高束腰带托泥雕花

圈椅中出现，而且在圆后背交椅及圆后背雕花交椅中

出现，其形制基本相同。同时，横向比较，以玫瑰椅

为例，表中玫瑰椅的搭脑与椅后腿基本采用挖烟袋锅

的特征制作，扶手与椅前腿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制作，

且玫瑰椅的座面、椅腿等构件的做法与形制均类似。

在上表中，这种一种构件在不同家具上被使用的情况

在椅凳中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明式椅凳类家具的构件可互相置换，具有

通用性，即同一个构件可以在不同的椅凳之间使用。

并且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凳子、靠背、凳面、各

类枨子、椅凳腿等构件都符合雷侯德在《万物》中对

模件的定义。模件不仅是可以互换的构件，而且能用

在不同的组合中，形成不同的单元[1]。由此可以得出，

明式椅凳类家具具有模件化的特征。 

2  明式椅凳家具的模件化特征分析 

2.1  明式椅凳家具模件的标准性与丰富性 

首先，在古代，家具的制造者一般为没有文化的

底层工匠，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素养和经济条件，因

此，家具的设计与制作一般采用师传口授经验的方式

进行。一些针对常用家具及构件的形制及尺寸的口诀

被一些经验丰富的工匠总结，并将这些口诀通过口授

的方式传授给徒弟，经过代代相传，形成了一定的标

准。其次，有关木作的相关理论著作开始出现，如《长

物志》、《蝶几谱》、《园治》、《髹饰录》、《鲁班经匠家

镜》等。尤其是《鲁班经匠家镜》一书包含了许多与

家具制作相关的内容，收录了许多实际制作中的经验

尺寸与制作的技术歌诀，对所记载的家具尺寸、榫卯

结构、线脚、装饰等均有详细描述[5]。如《鲁班经匠

家镜》一书中记录了杌子的制作方法：“面一尺二寸

长，阔九寸或八寸，高一尺六寸。头空一寸零六分昼

眼。脚方圆一寸四分大，面上眼斜六分半。下櫎仔一

寸一分厚，起釰眷线，花牙三寸五分。”这些详细的

尺寸一方面为工匠制作家具提供了依据，使制作者可

依照记录的尺寸进行制作；另一方面，也为家具制作

者后期对家具的修改提供了参考。例如乾隆朝活计档

中的辑录中提到：“十八日，将画得方香几画样一件

呈览，照样准用花梨木成做二件，再做样呈览。于本

月二十日将木香几样一件呈览，照样准做，周围去三

分。”这些记录下来的标准尺寸为后期设计家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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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椅凳类家具 
Tab.1  Chairs and stools 

类型 图示 

凳类 

椅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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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寸调整提供了参考与可行性，因此，这些相关著

作所记载的家具尺寸、形制、构件等也为明式椅凳家

具的制作提供了参考标准。 
明式椅凳类家具模件的丰富性包括了两个方面。 
1）模件数量较多。例如，椅子中就有不同形状

的椅腿模件、座面模件、搭脑模件、枨子、牙子模件，

以及不同形式的雕刻模件，将这些模件按照一定的方

式与规则进行组合后，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家具形式。 
2）单个模件本身具有丰富的细节特征。例如，

线在中国古典家具中的使用非常广泛，家具的造型形

式大部分是通过线的微妙变化来实现的，椅子的座

面、椅子腿、边抹、券口、枨子等部位就有着不同形

式的线脚装饰[6-7]。这些具有不同细节形态的模件被

组合到家具中，就可以实现更多变化，从而使家具呈

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形态更加丰富。通过丰富的模

件，不仅可以营造出不同的家具造型效果，而且将这

些模件按照一定方式进行组合后，可以得到大量的家

具样式，进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模件体系可以很

好地达到这样的目标。它既可以满足大批量生产的要

求，又可以产生大量的新形式，满足不同顾客和雇主

的需求[1]。 

2.2  明式椅凳家具模件的整体组合特征 

从整体上看，明式家具在造型结构方面已经形成

了有束腰式和无束腰式（梁柱式）两种基本体系[8]，

当然椅凳类家具也被包含在这两种体系之中。束腰是

明式家具中的一个构件，它在不同的家具之间反复出

现，可被看作椅凳类家具的一个模件。束腰主要与曲

线形腿、各类牙子牙板、托泥等模件组合成有束腰家

具；而无束腰式（梁柱式）家具主要由面板、直腿、

枨子、牙子等模件组合而成。  
无束腰椅凳类家具的四足多用圆材，直足落地，

足下端无马蹄、无托泥，腿间一般配以不同的枨子和

牙子等构件。有束腰椅凳类家具的腿足多为弯腿，四

足多用方材，足下端多有马蹄，有的足底有托泥。束

腰圈椅见图 1，无束腰圈椅见图 2。两图所示均为圈

椅，图 1 的圈椅为有束腰式，其腿足形式为曲线形，

足下端为马蹄形，椅腿的横截面为方形，弯腿下面设

有托泥；而图 2 所示的为无束腰式圈椅，该圈椅的腿

足则为圆腿，壸门式牙子，腿部以下无托泥，取而代

之的是步步高赶枨。这种组合方式也可以看作是明式 
椅凳类家具模件的整体组合特征。这种造法，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至少从明朝到清朝）内，从南方到北方，

在相当广阔的区域范围内被大部分工匠所遵循，很少

出现例外，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我国传统家具的一种造

型规律 [4]。总结明式椅凳类家具的模件整体组合特

征，见表 2。 
此外，明式椅凳类家具基本沿用了古代木建筑梁

柱式木构架的结构，具有“侧脚”和“收分”的造型

特征。这种造型特征对椅凳类家具有两个作用。 

 
 

图 1  束腰圈椅 
Fig.1  Round-backed arm-

chair with waist band 
 

 

图 2  无束腰圈椅 
Fig.2  Round-backed arm-

chair without waist band 
 

表 2  模件整体组合特征 
Tab.2  Overall combination features of the module 

结构特征 模件组合 
有束腰 弯腿，腿足截面多为方形，有的足底有托泥模件

无束腰 直腿，腿足截面多为圆形，无托泥模件 
 
1）体现在视觉上。这种“侧脚”和“收分”的

做法营造了视觉上的稳定感。由于尺度的原因，当人

观察椅子时，一般都是从上而下俯视观察。同时，由

于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如果椅凳上下做成等宽的矩

形，那么当人从上往下观看时，椅凳势必会产生上宽

下窄的视觉效果，从而给人不稳定感。采用上窄下宽

的形体，在视觉上椅凳就会变成上下基本同宽，这样

在视觉上对其“侧脚”与“收分”的特征进行了矫正。 
2）体现在椅凳的受力上。如图 2 的圈椅，当人

坐在椅子上时，其载荷力首先由座面传递至边抹，然

后由边抹传递至腿足，再由腿足传递至枨子与牙子等

部位……通过这一系列的传递，力得到了分流，腿足

等模件的受力得到了缓解，座椅的稳定性也就大大提

高了。这就决定了腿足、座面边抹等模件为主要承重

模件，而枨子、牙子等部件为辅助承重模件。通过分

析这些模件对力的承受情况，可以得出模件的用材大

小关系，其从大到小的顺序应为腿足、边抹、枨子、

牙子等。这也决定了椅凳类家具模件的大小关系。 

2.3  单件明式椅凳家具模件的构成特征 

通过观察发现，单件明式椅凳家具的模件可分为

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主要模件，主要模件为椅凳类家

具的基础模件和核心模件。例如，四出头官帽椅的主

要模件由靠背、搭脑、腿足、扶手、座面和管脚枨组

成，每一个模件具有特定的作用和功能，不可或缺，

否则就不能构成四出头官帽椅。这类模件的标准化程

度较高，整体形式变化较小，具有低度的可变性。第

二部分为装饰结构模件，它主要指既有装饰作用，又

能在结构上起作用的模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类

型的枨子。装饰结构模件的种类相对较多，细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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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玫瑰椅的主要模件 
Fig.3  The main module of rose chair 

 

图 4  装饰结构模件 
Fig.4  The decorative structure module

 

图 5  纯装饰模件 
Fig.5  The purely decorative module

 
也相对丰富，它不仅活化了椅凳的外观形式，而且起
到了加固椅凳的作用[9]。第三部分为纯装饰模件，纯
装饰模件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丰富家具的表现形式，
使家具的最终表现更加多样化。这部分模件的数量和
种类较多，主要包括髹漆、描绘、雕刻纹样、镶嵌等，
如明式透雕靠背圈椅靠背上的透雕装饰，不仅破除了
椅子靠背的单调性，而且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10]。明
式玫瑰椅的主要模件见图 3。然后在此基础上，融入
刀板牙子、横枨、卡子花等装饰结构模件（见图 4），
再融入纹样等纯装饰模件（见图 5），即可得到玫瑰
椅的最终样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测出明式椅凳类家具整体
形态的确定方式，其确定方式大致可以分成三步：首
先，确定主要模件，建立家具外形的主要框架；其次，
在主要模件的基础上，加入装饰结构模件，对其进行
加固，并且丰富家具造型形式；再次，根据情况适度
地融入纯装饰模件，以此来进一步丰富家具的形式。
通过以上三步，基本就可以确定明式椅凳类家具的整体
外观形态。 

3  结语 

明式家具作为我国古代家具发展史上最具代表
性的家具体系，它凝聚了先贤的智慧和结晶，承载了
古人的造物理念与方法。模件化是生成明式椅凳类家
具的方法之一。明式椅凳家具本身具有一定数量的可
互换模件，如座面板、各类枨子、牙子牙板、靠背、
各类雕刻纹样等。对这些模件进行一定的变化，即可
形成具有不同细节特征的模件形式。然后，将这些不
同类型的模件按照一定的方式与规则进行组合，进而
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明式椅凳类家具形式。明式家具
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特征，因此，需要从不同的角度
去探索、研究，才能不断地丰富其研究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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