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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基于指示功能的明式家具端头装饰的设计匠心，揭示明式家具装饰法则的内在根本。

方法 从构件端头装饰的实用功能和构件端头装饰的视觉力两个方面探讨明式家具构件端头装饰的作用

与意义。结论 研究表明，明式家具构件端头装饰不是为了装饰而装饰的符号主义，而是以实用需求为

设计基础的有意义的功能形式。明式家具构件端头装饰艺术是工匠造物过程的实践经验认知和民族文化

的完美融合。其造型规律是由实用功能、构件部位及民俗文化来决定的。它不仅是吉祥的装饰元素，传

达着高雅世界中文人的审美认知和造物观念，承载着世俗世界中民众趋吉避凶和纳福增禄的愿望，而且

还是实用的功能形式，通过构件自身形体结束部分的造型变化来使观者在欣赏和使用过程中更准确地认

知家具构件所承载的坐、靠、卧、承及日常生活中的储藏、陈设等具体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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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Motif of End Decoration of the Ming Style Furniture  
Compon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ixis 

NIU Xiao-ting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motif of end decoration of the Ming style furniture based on deixis, so 
as to reveal the intrinsic fundamentality of decoration rules of the Ming style furniture.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nd decoration of the Ming style furniture components were discussed from two aspects such as utilitarian function and 
visual force of component end decoration.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end decoration of the Ming style furniture 
components is not a symbol of decoration for decoration's sake, but a meaningful functional form based on practical 
needs. The end decoration art of the Ming style furniture components is the perfect fusion of the craftsman’s practical 
experience cogni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Its sculpt law is decided by practical function, component parts and folk cul-
ture. It is not only the decorative elements of propitiousness, which communicates the aesthetic cognition and creation 
concept of the scholars in the elegant world and carries the blessings of the people in the secular world, but also the prac-
tical functional form, which enables the viewers to accurately recognize the specific use functions of sitting, resting, lying, 
bearing, and storage and furnishings in daily life during the process of appreciation and use through the shape change of 
end decoration of the components. 
KEY WORDS: deixis; Ming style furniture; end decoration; design motif 

装饰，按通常的解释是指“修饰”和“打扮”。

家具的装饰可理解为其形体结构和造型之外的纹饰

和美化。如果说家具的结构和造型主要是为了满足使

用功能的要求，那么，家具装饰的目的主要是增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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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1]。濮安国这一段话对家具的装饰内涵及功用进行

了明确界定。从中可知，装饰的主要目的是美观。自

然万物皆因“境”而化形，人工造物亦是如此。 
前者之“境”归因于生存所需，后者之“境”则

寄托于生活所用。但人有意识，有思想，有七情六欲，

故会因“境”而生情，借“物”而感怀。古人对于“物”

的这一认识也就决定了古人生活中的器物形体自身

与自然形体一样具有满足物质需求功能的同时，还蕴

含着人类社会、时代、文化、民俗、宗教、美学等不

同的精神内涵[2]。这一点尤其在明式家具装饰物化的

形体结束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这种物化形体的结束

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其所在位置正好处于构件

形体边缘的结束部位。具体而论，这一类纹饰主要应

用在明式家具中各类构件的端头和线脚部位。其形态

特征多是由器物自身功能、使用方式及地域的风俗习

惯来决定的，是千百年来工匠造物过程的实践经验认

知和民族文化的完美融合[3]。它揭示了明式家具端头

构件装饰形式的装饰性和功能性。指示，是在器物的

局部进行装饰，以提高局部造型视觉显示度的功能[4]。

这是田自秉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纹样史》中对于纹样

功能的界定之一。结合明式家具端头装饰的功用将其

内涵进一步扩展便是在提高明式家具构件视觉装饰

性的基础上，明确其使用功能，消融其形体边界的视

觉力，揭示其所蕴含的吉祥寓意。总之，明式家具的

装饰艺术既传达着高雅世界中文人的审美认知和造

物观念，又承载着世俗世界中民众的趋吉避凶和纳福

增禄的愿望及祝福。在传世的明式家具中，考究者，

器型优美，纹饰典雅，毫无赘复之感。其造型变化与

装饰纹样形式相得益彰，在给观者美的视觉享受的同

时，还在互生有无的虚实空间转换中，传达装饰载体

的吉祥寓意[5-6]。反之，器物造型形式变化与装饰纹

样走向冲突矛盾，不仅不能够助推器形之挺拔，而且

还会产生滞郁赘复之视觉。目前对明式家具装饰艺术

的研究多是对于明式家具装饰纹样的历史沿革、纹样

吉祥寓意及纹样自身组织规律的探讨，较少研究是从

功能意义出发，结合明式家具工艺美学理论来解读装

饰艺术的妙笔匠心[7-9]。 

1  明式家具构件端头装饰的界定与类型 

在明式家具框架结构中，立柱和横材是造型构架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端部多为断面。由于木材是纤

维组织结构，故其横断面很不美观。古代匠师们常根

据其构件部位的功能需要进行不同纹饰的装饰处理。

其目的就是在弥补横、竖材端头截断面缺陷的基础

上，增强其造型艺术的表现力。端头装饰，具体来说，

是指明式家具中横材、竖材端头部位的装饰纹样。明

式家具端头装饰的匠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实

用功能的彰显；二为视觉力的塑造。 

 
 

图 1  龙首端头装饰 
Fig.1  Longshou end  

decoration 

 

图 2  灵芝如意端头装饰
Fig.2  Lingzhiruyi end 

decoration 
 

从所传实物来看，端头装饰大体可分为光素和圆

雕两类：前者以木材自然属性为妙笔；后者以人工巧

思来点睛。 
1）光素，以自身形体的变化作为其结束处理。

光素的端头装饰，以木纹取胜，借助构件抽象造型形

式来指示其自身的使用功能，同时，在视觉上强化明

式家具线性构件造型的视觉力量。这一方式舍弃雕

刻，彰显木纹，纹型合一，助推造型视觉本身。同时，

其采用曲直相合、方圆共生的造型手法，以丰富的造

型形态的抽象语言指示端头构件的靠、承等实用功

用。在明式家具构件当中，最能诠释此匠心的例子莫

过于椅类家具中的扶手端头和各式翘头。扶手端头用

于把握，搭脑端头用于承托。这两种功能决定了扶手

和搭脑的形式，体现了功能决定形式的设计思想。由

于实用功能而成其形，形式本身才能由衷地打动观者

或使用者的心灵。这种自然而然的功能物化便是明式

家具纹饰艺术耐人寻味的内在根本。以各式圈椅扶手

为例，它们的出现满足了使用者用手把握椅子的需

求。各式翘头则是为了便于叠放卷轴，防止卷轴滑落

而设计成翘起状。此类部件的设计可谓是独运匠心。 
2）圆雕，常以雕刻各种纹样作为端头装饰形体

的结束处理。圆雕者以具象形态来指示其自身的功能

意义。其功能除了具体的使用功能和视觉力的消融之

外，还承载着中华千年的吉祥文化。从传世的大量明

式家具实例中可知，一般在立柱的顶端和横材的两

头，或雕龙凤瑞狮，或雕灵芝祥云，或雕如意莲荷等。

其功用除了表达人们吉祥的诉求之外，在视觉上还要

形成向外延伸的视觉张力，以延续木纹生长力的视觉

观感，并通过自身纹饰的形体走向来平衡搭脑水平向

外的视觉力量，从而使整个端头构件达到均衡的和美

之态。其表现形式有一定的范式，或透雕，或圆雕，

多对称而置。雕刻祥禽瑞兽者，常取其头首雕斫，以

首的朝向来彼此呼应，如龙凤纹的雕刻装饰，常置于

端头，若从端头喷出，一般呈回首或仰头状，便可平

衡龙凤首顺应木材生长而形成的水平向外的视觉力

（见图 1）；植物花卉者，常取其花朵主体，以枝叶、

花瓣的翻转来彼此呼应（见图 2）。 

2  构件端头装饰实用功能的匠意分析 

实用功能的体现是指通过构件自身形体结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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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圆柱形结体 
Fig.3  Cylindrical knot 

 

图 4  扁圆形结体 
Fig.4  Oblate knot 

 

图 5  圆弧形结体 
Fig.5  Arched knot 

 
分的造型变化来使观者在欣赏和使用过程中更准确

地认知家具构件所承载的坐、靠、卧、承及储藏、陈

设等具体的使用功能。以实现坐、靠功能的明式椅类

家具为例，其扶手、搭脑、边抹等部位的指示作用最

明显。 
在明式椅类家具中，与人体的肩部、肘部、背部、

手部接触最为紧密的器物非三接或五接圈椅椅圈莫

属。它的造型规律是由搭脑部位顺势而下，后高前低，

呈“S”形，先向外扩，再内收，至扶手端部再微向

外扩，一波三折，与自然状态下人体手臂所呈现的曲

线一致。三类圈椅扶手曲线皆呈现此规律[9]。其匠心

就是一条曲线的变化实现了坐者背部倚靠、臂部承托

和手掌把握三种功能。可以说，椅圈扶手“S”形曲

线规律、后高前低及后粗前细的变化，均是出于使用

功能的考量。尤其是扶手端部的处理更具匠心。 
从传世的大量明式圈椅可知，椅圈扶手形体的结

束部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为圆柱形结体、扁

圆形结体和圆弧形结体。圆柱形结体是指在扶手端头

以突出的球形结束的端部或横断的平面结束的端部。

以突出的球形结束刚好符合人体手掌向内握拳所形

成的曲形内凹空间，有助于坐者手掌的把握。在椅具

上休憩时，伴随着使用者思考的过程，其潜意识的思

维会指引手掌进行重复性的前后移动。在移动的过程

中，扶手球形结束的端部满足了使用者潜意识里手掌

把握的体验感。尤其是圆柱形结体（见图 3）以慢慢

消失的球形作为形体的结束。其空间面积大小与手掌

五指收拢时所形成的虚体空间差不多。人可以坐在椅

子上自由地把玩，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体起到了很好

的按摩作用。并且这种手掌把握的体验感是空间性

的，是由搭脑上部顺势而下的空间过程。顺势而下的

椅圈扶手既可以承托坐者的臂膀，分解坐者手腕的荷

载力，有助于手掌自由地活动。横断的平面端部虽没

有突出的球形端部来得巧妙，但若从视觉审美的塑造

角度而论，其在满足使用者手掌把握基本功能的同

时，则是以横断虚空之势，以型逼境，成就了扶手形

式美的张力。扁圆形结体（见图 4）是指在扶手端部

以扁型的球体中间部分作为端部结束。其与圆柱形结

体端部结束曲线规律一样亦是顺椅圈外扩内收之势

与臂膀自然状态下的曲线方向一致。因其体积较圆柱

形结体端部要大，故其所形成的空间体积要较大于手 

掌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收合凹型空间体积。虽然在手心

体验感上没有圆柱形结体端部的功能明显，但是在辅

助坐者起身方面，使得坐者手掌用力起身方面更加显

著。并且作为端部的结束，以浑圆之形收扶手线性之

力，化线为点，呈现出美妙的线的节奏旋律，从而更

能表达张与弛的力量。总之，这两者端部形成的视觉

形象不仅巧妙地强化了观者或坐者的扶手认知，而且

还指示观者或坐者明确这一端部所具有的把握功能。 
圆弧形结体（见图 5）与前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它

们均有向外翻转之势。其差异性是圆弧形结体特征的

椅圈扶手外翻后并没有如前两者一样形成结束的空

间造型，而是顺势而下与前腿上截或鹅脖相接，形成

完整的交圈。它的实用功能也变得十分明显，即顺应

用户手掌向下的自然状态。可以说，同样是扶手端部

结束，其形体曲线视觉导向的差异是导致人们在使用

过程中操作行为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前两者，

扶手外扩的视觉性指示着使用者的手掌在椅圈水平

方向左右运动；而对于后者，扶手下弯的视觉性指示

着使用者手掌则在椅圈垂直方向进行上下运动。 
此外，再如官帽椅之搭脑，其两端或浑圆，或横

断。带枕式搭脑部位的形体结束在顺接下部相接靠背

板的视觉力的同时，向上突起，形成向后的下洼空间。

这既起到了将搭脑推到虚体空间的作用，又实现了承

托坐者后脑勺的功能，如案类家具中之翘头，作为形

体之结束，它主要是防止陈设画卷滑落，而非为了优

美等。由此可见，所有造型的端部处理均是源于使用

功能的考量。 

3  构件端头装饰视觉力塑造的匠意分析  

格式塔心理学主要研究视觉及感觉领域，格式塔

心理学家阿恩海姆通过分析历史上成功的艺术成果，

发现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充满着张力，这是由于外部

物理世界与人的内心世界存在着一种“异质同构”的

对应关系，当两者动力结构相一致时，就使得人们感

知到所见事物的情感特性，丰富审美经验，从而能在

静止的作品中感受到运动趋势和力量[10]。 
对于“视觉力的塑造”则需要用整体观来理解明

式家具构件线性形体的力量之美。世间万物有形便有

象，有象便有意，有意便有生命，有生命便有力量。

力量的刚柔、大小、隐现等方式可诠释器物生命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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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的搭脑、扶手 
Fig.6  The brain and armrest of the four-headed  

official hat chair of rose wood 

 
 

图 7  皇宫圈椅的椅圈 
Fig.7  The curved rest of the imperial armchair 

 
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观者都能对明式家具

线性之美有所感触、被其征服，其根本原因是触摸到

了这生命力量物化的灵魂——线的视觉力。视觉力以

客观物之形现，又以客观物之形隐。隐、现之间便有

了视觉力的消融。视觉力消融是指将明式家具构件形

体所形成的视觉力化于虚空。 
视觉力消融又有两分，一为化力于无形生意，二

为断力于无形而逼境。前者之匠心在于以含蓄之妙笔

以形化形，交圈圆融，呈现起始返终之妙。明式家具

整体框架延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大木构架体系，用精

巧的结构将各种各样的线性构件交织成韵，形成空间

旋律的节奏曲。明式家具整体框架以对称式的框架造

型彰显中正中和，以穿插的秩序性和曲线直线的交汇

来诠释礼乐的灵魂。后者之匠心则是以直接之手法断

形于虚空，以断生意，以实逼虚，呈现断头构件线的

张力。这是中国器物美学意境物化的最高境界。 
构件端头装饰化力和断力将明式家具构件线性

的视觉张力推向了两个极致。以圈椅扶手的形体结束

为例，圆柱形结体端部和扁圆形结体端部使椅圈所形

成的顺势而下的视觉力通过收放有度的曲线变化和

端头的弧面处理，消失在端头实体空间与虚空间交界

处，给予人无限的遐想，颇有四两拨千斤之妙。这可

谓是化力之典型。至于断力之妙也常在椅类家具中的

扶手、搭脑两端头的形体结束部位出现。伍嘉恩先生

所撰的《明式家具二十年经眼录》中的一款黄花梨四

出头官帽椅之搭脑、扶手（见图 6）便有断力之妙境[11]。

官帽椅扶手、搭脑两端头以平直的造型结束。带枕式

搭脑两端和扶手端部作垂直于构件而平直截断处理，

将“S”形扶手及曲形搭脑所形成的视觉张力瞬间断

于端头横截面与虚空间的交界处。从观者的审美体验

的角度来剖析，形体结束“断”的瞬间性和突然性并

没有使搭脑和扶手曲线所形成的视觉张力消失，反

之，以无处可化的矛盾和瞬间的横断遐想将端头装饰 

所形成的视觉力推向极致，以横断的界面来逼境。这

一境界是观者对于搭脑或扶手审美体验的记忆残存

或下意识地遐想，这体现了造物者的匠心。物的形体

是客观的、可触摸的和可感知的。其形体空间之外，

是虚空，恰如书法笔墨艺术的留白，需要人的想象赋

予情感，这便是观者寄情于境的过程。因此，观物既

要以物观物，又要以虚空观物才可得其妙，才能从根

本上理解古人所参悟的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 
雕刻的端头装饰与光素之端头相较，就视觉力的

表达而论，光素的端头装饰更能够直接彰显端头的使

用功能。具象纹样远没有抽象纹样的视觉冲击来得直

接。然而，就观者认识事物的过程而论，采用具象纹

样对功能的识别会更有利。以皇宫圈椅的椅圈（见图

7）为例，其扶手端部的卷草纹雕饰使观者很快就能

识别出这是扶手。但如果从椅圈自上而下的视觉张力

的疏导过程而论，很明显，此处雕刻弱化了椅圈顺势

而下的视觉张力化于端头虚空间的意境。当然，形成

这一结果的前提是光素椅圈和有卷草纹雕饰的椅圈

两者之间的比较。究其根本原因是卷草纹端头装饰将

椅圈扶手自上而下的视觉张力引向端头，并使张力分

散。从观者的审美体验而论，当其视觉的着眼点从椅

圈中部顺势转移到扶手端头时就会不自觉地停留在

扶手的端部卷草纹处，下意识地去解读卷草纹的造型

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观者对纹饰本身的理

解，但同时也阻碍了观者对于椅圈整体线性张力的连

续性解读。而椭圆形结体、扁圆形结体则是将椅圈自

上而下的视觉张力引向了规律的无数个同一性质的

点的不同方向。从观者的审美体验而论，无数点的同

一性使不同方向的视觉力得到了中和，当视觉的着眼

点从椅圈中部顺势转移到扶手端头时，不会在扶手的

端部作长时间的停留，而是顺着扶手端头的曲线瞬间

回到椅圈扶手自身，进行端头到椅圈中部的线性审美

体验。因此，这也有助于观者对于椅圈张弛有力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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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兽爪式足         
Fig.8  Beast clawed legs 

 

图 9  内翻高马蹄式足       
Fig.9  Tall introversive horseshoe legs  

 

图 10  内翻矮马蹄式足 
Fig.10  Short introversive horseshoe legs

 
 

性造型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说雕刻的端头装饰不

够经典，而是观者审视角度的差异造成了审美体验的

不同。如果从人类物化文明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对于

吉祥寓意的延伸，雕刻的端头装饰则就有助于观者理

解纹样的吉祥寓意。由于卷草纹对佛教吉祥文化和流

行时代的诠释要比曲线所形成的视觉生命更容易使观

者接受和理解，其他如灵芝纹端头、龙纹端头、狮子

纹端头等具象的雕刻纹样所具有的指示功能亦是如

此。需要说明的是，诸如龙、狮子等瑞兽纹样在具体

的应用过程中除了上述功能之外，还有一种指引器物

陈设方向的功能。这些瑞兽头部正脸的唯一性决定了

其陈设方向的唯一性，如明式家具中的盆架和巾架的

腿足上部经常出现狮子等瑞兽端头，其正脸看向的方

向是朝外的，这也决定了家具使用时的陈设方向。 
除了扶手端头和搭脑端头之外，腿足端部作为结

构性的端头构件，也是最佳的展现线与视觉张力的物

质载体。作为明式家具整体框架结构的骨格线，腿足

端部不仅可以迅速吸引观者的眼光，而且还关乎整体

框架结构线性主旋律的形成。木材是纤维组织结构，

具有弹性和塑性[11]，由木材制作的明式家具在使用过

程中因为“力的承载和分解”使家具线性的腿足更加

挺拔和具有视觉张力。或许也正因为此，明式家具腿

足的线型艺术才会如此丰富。从所传实物来看，明清

家具腿足在造型上有方、圆、扁方、椭圆、外圆内方

等众多截面形式变化，纹饰题材也十分丰富，如主要

有卷云纹、卷珠、搭叶、卷草、如意头、螭龙纹及兽

头等。这独特的形体特征再融合丰富的线脚艺术，最

终将明式家具整体框架结构的线性美和空间美展现

得惟妙惟肖。 
根据家具整体构架形体和造型的要求，古代匠师

们常在整个腿型的上、中、下不同部位作纹饰处理，

在满足实际功能的同时，还展现了别具匠心的视觉美

感。濮安国先生在其著作《明清家具装饰艺术》中将

这三个部位的装饰处理归纳为：一是在腿足的上部，

与面框、牙板的交接处，随形体结构变化加强装饰效

果；二是在腿足的脚头部位的各种装饰；三是在腿足

的中间部位饰以与上下呼应所做的装饰。这三种装饰

处理各有匠心。其中，第一种装饰处理多是考虑到与

牙板上纹饰交圈的完美性，也有少数随形体变化而化

为兽首，腿足由兽口喷出的。第二种装饰处理多是考

虑力的最终传递，以巧妙的形体变化来展现四两拨千

斤之神韵。按腿足造型形式的不同，腿足纹饰可分为

马蹄式、直足式、卷珠式、踩圆球式等（见图 8）[1]。

其中马蹄式腿足是明式家具最富时代精神和民族风

格的代表纹饰之一。马蹄亦有高足、扁足之分（见图

9—10）。高足者以马蹄斗转之势续接其他构件所传递

而来的视觉力，腿足中部不施雕凿，以“空”的形体

延伸至足端，最终将马蹄之美推向极致。扁足者则舍

弃了形体直接的对抗，以柔克刚，顺接所来之力，至

妙处突然斗转内翻，以小巧之足承载大体量之形体，

更是将四两拨千金之妙演绎得出神入化。第三种装饰

处理则是主要考虑腿足间横枨的遮挡或者是腿足纹

样形式的延续。 

4  结语 

明式家具装饰艺术是与其造型规律融为一体的，

并不是为了装饰而装饰，它是一种重塑造型，提升器

物审美观感的艺术手法。它将文人内心世界的形而上

精神世界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形而下世俗生活巧妙地

融合为一体。通过构件自身形体结束部分的造型变化

来使观者在欣赏和使用过程中更准确地认知家具构

件所承载的坐、靠、卧、承及储藏、陈设等不同的使

用功能，同时指引观者更加明确不同的使用功能决定

家具构件形体结束部位造型的差异。本文从构件端头

装饰的实用功能和构件端头装饰的视觉力塑造两个

方面探讨了明式家具构件端头装饰，得出了它并不是

为了装饰而装饰的符号主义，而是以实用需求为设计

基础的有意义的功能形式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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