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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广西壮族文化元素在家具设计中的运用方法，为家具设计提供新思路，也为壮族文化

提供新的传承途径。方法 分析广西壮族及其文化元素概况，将壮族文化元素从自然文化、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等方面进行归纳分类。从纹样类型、色彩特点、工艺特色等方面深入分析壮族文化

元素的艺术特征。挖掘壮族文化元素中图案纹样、色彩、造型、结构、工艺、材料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

运用方法。结论 通过运用绣球、烟袋、铜鼓、梯田等广西壮族文化元素与现代家具设计相融合的方式，

结合现代设计理念进行椅子、书柜、边柜、凳子等多件家具的设计实践，展示壮族文化元素与家具的色

彩、造型、工艺等相结合的设计方法，为家具设计提供新思路，同时传承与弘扬广西壮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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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Guangxi Zhuang Cultural Elements in Furniture Design 

PANG Xian1, ZENG Jing2 
(1.Li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uzhou 545616, China;  

2.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Guangxi Zhuang cultural elements in furniture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furniture design and a new way for Zhuang culture to pass on. Firstly,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Guangxi Zhuang nationality and its cultural elements were analyzed to classify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Zhuang nation-
ality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culture, material culture, spiritual culture and behavior cultur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elements of Zhuang nationality were deeply analyzed from pattern type, color characteristic and craft charac-
teristics, etc. The methods of patterns, colors, modeling, structures, crafts and materials in Zhuang cultural elements ap-
plied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were explored. The design practices of a few pieces of furniture such as chair, bookcase, 
side cabinet and stool are conducted by integrating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Guangxi Zhuang nationality, such as hydran-
gea kwangsiensis, tobacco bag, bronze drum and terrace, and by combining modern design concepts. In such way, the de-
sign method integrating Zhuang cultural elements with furniture colors, modeling, crafts, etc. is displaye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furniture design and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Guangxi Zhuang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Zhuang culture; furniture desig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pattern; color; craft 

家具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文化、艺术传承

的承载体。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具设计不仅

要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而且需要满足人们的审美需

求。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家具不

仅要面向国内的市场，还要走向世界。人们常说，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1]。广西壮族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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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民族，发展至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灿烂文化，

其文化元素种类多样、造型丰富、工艺精美、色彩绚

丽、纹饰独特。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是现代家具设计吸取灵感的宝库[2]。把壮族文化元素

引入现代家具设计中不仅可以增加家具的装饰种类，

还能丰富现代家具的文化内涵，是家具创新设计的重

要途径之一。 

1  广西壮族及其文化元素概述 

广西壮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壮族人主要聚居

在南宁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柳州市等地。

壮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特色

鲜明的文化，显示出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文化的特

征。广西壮族文化元素种类丰富，从自然文化元素、

物质文化元素、精神文化元素和行为文化元素四方面

分类与归纳[3]，见表 1。壮族自然文化元素主要指壮 
 

族人民长期生活中的气候、土壤、水环境、地形地貌、

植被、动物等自然资源。例如远近闻名的梯田、拔地

而起的石山、形态奇特的岩洞等[4]。壮族物质文化元

素主要包括建筑、生产工具、服饰、乐器和工艺品等。

例如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见图 1，其图案别

致、色彩绚丽；绣球由彩绣制作而成，是壮族民间的

吉祥物，也是青年男女传情、定情的信物；铜鼓是壮

族先民的古老乐器，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见图 2。

壮族的精神文化元素主要包括壮族的宗教信仰、图腾

崇拜、传说故事等，蕴含着壮族人民深厚的民族情感

和生活信仰。行为文化元素主要包括壮族的音乐、舞

蹈、戏剧、节日、工艺美术、民风民俗等。例如农历

三月三，不仅是壮族最大的歌圩日，也是壮族祭拜盘

古、布洛陀始祖的重要日子。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骆

越人巫术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5]，也是国内外著名的

古代涂绘类岩画点，见图 3。 

表 1  壮族文化元素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Zhuang cultural elements 

天然材料：木材、竹材、藤材、石材 
地形地貌：石山、岩洞、梯田、天坑 
河流：红水河、左右江、柳江、西江 

自然文化 

动物：蛙、牛、鸟、鸡 
建筑：干栏式民居、社亭、舂米房、古寨亭、磨坊、火塘 
服饰：壮服、花鞋、背带、银首饰、花头巾、黑帕、宽脚裤 
生产工具：大石铲、石斧、石磨棒、犁、耙、水车、簸箕 
乐器：铜鼓、唢呐、大鼓、箫、笛、马骨胡、木琴 

物质文化 

工艺品：绣球、壮锦、手袋、背包、烟袋 
人物崇拜：姆六甲、布洛陀、师公、刘三姐 
动物崇拜 蛙、蛇、鸡、牛 
神灵信仰：天神、雷神、土地神、巨石神、树神 

精神文化 

传说、故事：《美丽的壮锦》、《母子访天边》 
音乐：山歌、小调、叙事歌、习俗歌、儿歌和摇儿歌 
舞蹈：舂堂舞、绣球舞、捞虾舞、采茶、采茶舞、扁担舞、铜鼓舞 
戏剧：师公剧、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广南壮剧、乐西土戏 
节日：三月三歌节、牛魂节、中元节等 
文字：壮文、师公唱本、山歌本、故事传说、族谱 
工艺美术：织绣、印染、银饰、石刻、剪纸、布贴、木刻、竹编 

壮族

文化

元素 

行为文化 

壁画：花山崖壁画 
 

   
 

图 1  壮锦 
Fig.1  Zhuang brocade 

 

图 2  铜鼓 
Fig.2  Zhuang bronze drum 

 

图 3  花山岩画 
Fig.3  Huashan rock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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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壮族文化元素的艺术特征 

2.1  色彩绚丽 

壮族人民对色彩有着自己的用色规律和社会文

化内涵。壮族民间的服饰、壮锦、床毯、背带、挂包、

台布、围裙、头巾、烟袋等都展现了色彩应用上的民

族特性。壮族色彩以青、黑色为主基调，红色是壮族

人民的吉祥色[6]。壮族人民喜欢色彩的鲜明对比，在

鲜明对比的同时又不失和谐统一。壮族的用色经历了

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从较早的单一色彩，发展到现

今，一件服饰、一匹壮锦、一张床毯或一双绣花鞋上

最多可用到十几种颜色，十分绚丽。壮族服饰见图 4，

壮族绣花鞋图 5。 

2.2  纹样独特 

壮族的壮锦、铜鼓、服饰、花山壁画等上有着丰

富的图案纹样。壮族纹样是壮族图腾崇拜、自然崇拜

等文化的重要实物载体。壮锦纹样的题材多以自然届

的花鸟鱼兽和传统农耕习作为主，常见图案纹样为几

何纹样、花草纹、虫鱼纹、鸟兽纹样等。铜鼓的图案

纹样有羽人纹、龙舟纹、云雷纹、圆圈纹、青蛙纹和

翔鹭纹等。壮族传统服饰的图案纹样有鸟、兽、凤凰、

青蛙、花草、山川等[7]。这些图案体现了壮族人民对

大自然的崇敬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 

2.3  工艺精美 

壮族的匠师们经过长期的观察摸索、反复的实践
与积累创造了壮族特有的精美工艺。壮族的工艺有纺
织、刺绣、印染、银饰、木刻、石刻、剪纸、布贴、
绘画、竹编、藤编等。壮族是一个淳厚简朴和注重现
实的民族，其传统工艺所塑造的建筑、家具、日用器
皿等不但具有实用性，而且造型美观庄重、形象生动，
内涵丰富神秘，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8]。 

3  壮族文化元素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方法 

3.1  纹样的运用 

壮族纹样种类丰富，样式别致。将壮锦纹样应用

于现代家具上可丰富其装饰性，也有利于壮族文化的

传播。壮族图案纹样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可采用直接

引用与分解重构的方法。直接引用即根据家具的功能

及美感需求将壮族纹样直接引入到家具设计，这是最

基础、最普遍的方式。分解重构是对原始纹样进行分

解、组合、再创造的构成手法。家具表面是人们观赏

家具的主界面，因此在家具的表面展示壮族纹样是最

简单、最直接的应用方法。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可采

用雕刻、印染、彩绘作为家具的局部装饰，用于桌子、

沙发、椅子、床等家具的设计，或采用图案纹样排列

成面的方式，用于柜子、架子、屏风等面幅家具设计。 

 
 

图 4  壮族服饰 
Fig.4  Zhuang costume 

 

 
 

图 5  壮族绣花鞋 
Fig.5  Zhuang embroidered shoes 

 

3.2  色彩的应用 

壮族对色彩的运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广西壮

族的配色理念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深底人人爱，浅

底也不坏”的暗花亮底观，也是服饰、壮锦等物品的

色彩配色运用较多的方法之一。二是“红配绿，看不

俗”的色彩对比观，体现了壮族配色的一些要求：既

要艳丽夺目，还要经久耐看。三是阴阳生生色彩观：

从丰富复杂的自然界色彩中提炼、夸张或者换色，表

现自然界中阴阳生生相息，万事万物都有旺盛的生命

力的特点，色彩既富有变化，又朴实大方[9]。把这些

壮族经典的色彩搭配理念与规律运用到现代家具设

计中，可以为家具配色提供多样性的选择。 

3.3  造型的应用 

壮族传统的建筑、工艺品、乐器、图腾符号等传

统元素具有丰富的造型，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现代

家具造型设计吸取灵感的宝库。例如屏风、书架的造

型可借鉴花山岩画的图腾造型设计；茶几、圆桌造型

可借鉴铜鼓的造型设计等。一些壮族文化元素具有形

式陈旧、造型繁琐的缺点，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倾向

和生活方式[10]。设计师应结合现代家具使用功能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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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壮族建筑 
Fig.6  Zhuang building 

 
 

图 7  壮族刺绣 
Fig.7  Zhuang embroidery 

 
构进行造型设计，从壮族文化元素的形状、色彩及材

质等方面汲取灵感，同时把造型中装饰大过功能、装

饰过于繁杂的部分简化或去掉[11]，使家具的造型实现

“形简而神似”的意境，才能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实现

家具的功能性，也更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12]。 

3.4  结构的应用 

自古以来，木构建筑中的结构样式对家具的结构

制造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壮族地区保存着大

量干栏式房屋、阁楼、廊桥等建筑。壮族建筑贮存了

丰富的建筑技术与方法，例如穿斗式、斗拱式、平身

柱卯技术、转角柱卯技术等，具有很高的技术价值，

对家具结构设计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作用。在现代家

具设计中，家具整体框架结构可借鉴壮族建筑的梁柱

系统；家具的腿部设计可借鉴壮族建筑中立柱的设

计；家具中的各种装饰牙子可借鉴壮族建筑中牙子的

设计；家具的各种围子、屏风的设计可借鉴壮族建筑

中棂格的设计；家具连接方式可直接使用或借鉴壮族

建筑中的榫卯结构。在传统榫卯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合

理改良，探索出新型家具榫卯结构，例如燕尾榫、格

角榫、粽角榫等，使传统榫卯结构更适应现代生产模

式，重新焕发榫卯结构的生机。壮族建筑见图 6。 

3.5  工艺的应用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壮族积累了丰富的传统工

艺。例如刺绣、绘画、雕刻、布贴、印染、纺织、银

饰、竹藤编织等。壮族绣品图案自然生动，壮绣的主

要材料为锦缎、棉布、纺织土布等，主要技法有布贴

绣、平针绣、绒绣、绞绣等。壮族流行在建筑、家具、

工艺品上绘画人物故事、山水等装饰性图案。表现手

法多为写实性的工笔画，勾画细致，形象生动。壮族

民间的木制雕刻主要用于建筑、家具、面具、神像的

装饰，而且多涂上储红色颜料，显得别致古朴[13]。将

壮族丰富的传统工艺用于现代家具设计，不但可以增

加家具的传统工艺美感，也使壮族传统工艺得到了更

好的保护。如利用壮族纺织、刺绣、印染工艺制作家

具中的靠背、座面、床屏等，利用雕刻、镶嵌、绘画、

银饰等工艺对家具的门板、腿部、扶手等部位进行装

饰。壮族刺绣见图 7。 

3.6  材料的应用 

壮族人民用于制作生活用品的材料丰富多彩。壮

族人民大多生活在偏远山区里，林业资源丰富，盛产

香椿、苦檩、马尾松、柳州杉、火力楠、樟木等木材，

这些优质木材各具不同的色彩，文理美观、坚固耐用。

此外，壮族地区还盛产毛竹、粉单竹、麻竹、撑篙竹、

车筒竹等竹材，这些竹材具有生长快、成材早、色泽

柔和、文理通直、坚硬耐磨的优点。壮族自古有相当

繁盛的纺织业，花色品种繁多。在印染方面有斑布，

在麻织方面有柳布、象布、古布，在棉织方面有壮人

布等。壮族染色材料主要有赤铁矿、茜草、姜黄、黄

栀子、紫草、蓝草、树皮和树叶等天然染料[14]。纯天

然的染料以其无毒、无害、无污染的特点受到人们的

喜爱。将壮族的材料运用于家具设计中，可丰富家具

材料的可选性。 
基于以上几种应用方法，分析壮锦、铜鼓、花山

壁画、绣球、建筑等部分壮族文化元素，深入研究其

可提炼的内容，以及其在家具设计中的运用策略与方

法，见表 2。 

4  基于壮族文化元素的家具设计实践 

4.1  五彩椅 

五彩椅，“五彩”寓意五彩斑斓的生活。五彩椅见

图 8，该款椅子造型简洁明快，椅子靠背的图形提取

于绣球的造型，座面图案来源于壮族的烟袋图案。在

颜色设计上，正是从壮族的烟袋图案提取而来的，烟

袋可提取的颜色非常多，图 8 只是其中一种搭配，可

以根据家具的设计风格选择提取出来的色彩。座面软

包面料采用了壮族纺织土布，座面图案由壮族印染工

艺制作而成。软包座面下的底板与椅腿、扶手与椅腿

之间可运用直角榫或燕尾榫连接，结构坚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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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壮族文化元素在家具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Tab.2  Application method of Zhuang cultural elements in furniture design 

主题类型 提取内容 运用策略 方法手段 

壮锦 
色彩、鸟兽和花卉等图案、 

刺绣和染色工艺 
多用于屏风、柜子、桌子、椅子等 

彩绘、雕刻、印染、

刺绣等 

铜鼓 
太阳纹、舞蹈纹、青蛙纹、 

雕刻工艺、造型 
多用于柜子、椅子、沙发、凳子等 彩绘、雕刻、刺绣等

花山壁画 
色彩、人物图案、动物图案、

太阳图案、绘画工艺 
多用于屏风、置物架、床、柜子、沙发等 

彩绘、雕刻、印染、

刺绣等 

绣球 色彩，造型，图案 多用于椅子、屏风、沙发、柜子 雕刻、编织、印染

梯田、山水 色彩、造型 多用于椅子、柜子、凳子等 彩绘、雕刻等 

壮族建筑 
榫卯结构、装饰图案、 

木刻工艺、造型 
可用于茶几、鞋柜、衣帽架、屏风、 

沙发、茶几等各类家具 
木刻、彩绘等 

植物 木材、竹材、藤材、染料 
可用于茶几、鞋柜、衣帽架、屏风、 

沙发、茶几等各类家具 
纺织、染色、 

雕刻、编织 

 

    
 

图 8  五彩椅 
Fig.8  Colorful chair 

 

     
 

图 9  梯田造型元素提取 
Fig.9  Terrace modeling element extraction 

 

4.2  多功能阶梯式书柜 

桂林龙脊古壮寨至今已有四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龙脊梯田是壮族人民长久耕种形成的人文景观，是广

西北部壮族文化的载体。多功能阶梯式书柜的外观造

型灵感来自于龙脊梯田的地貌轮廓曲线的造型，见图

9，柜体内部可储存书籍，层层向上形成递进式的层

次感。在柜子的座面上放上坐垫，人们可以坐在柜子

上看书。这款多功能书柜可以放置于图书馆、书店、

办公室等空间，见图 10。坐在书柜上的读者们像龙脊

壮寨勤劳的人民一样，通过努力学习收获丰富的知识。 

4.3  铜鼓图案边柜、凳子 

铜鼓是壮族古老的乐器，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铜鼓承载了壮族的冶炼、铸造、雕刻、绘画、装饰、

音乐、宗教等多种文化。铜鼓鼓面由太阳纹、圆圈纹

和翔鹭纹组成。铜鼓纹样见图 11，太阳纹形似太阳，

居于鼓面中心，是铜鼓中最早出现和最基本的纹饰。

边柜见图 12，以壮族经典的黑色为基调，边柜门板

中心配以圆形的铜鼓鼓面纹样，门板四个角的装饰纹

样取自于壮族廊桥建筑中的装饰牙子。柜子整体造型

简约，线条清晰，富有民族之美。在结构设计上，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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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多功能阶梯式书柜 
Fig.10  Multifunctional stepped bookcase 

 

  
 

图 11  铜鼓纹样 
Fig.11  Bronze drum pattern 

 

图 12  边柜 
Fig.12  Side cabinet 

 

图 13  凳子 
Fig.13  Stool 

 
子的腿部与底板、门板与侧板等之间的连接可采用直

角榫、燕尾榫、圆棒榫和偏心连接件连接。凳子见图

13，其座面软包面料采用壮族纺织土布，座面铜鼓图

案由壮族刺绣工艺制作而成。腿部由木材经过热压弯

曲工艺成型，托泥与凳腿、凳腿与软包底座之间通过

圆棒榫连接。凳子材质纹理清晰，结构坚实耐用，座

面古朴别致，流露着自然与原始之美。 

5  结语 

壮族文化元素积淀了丰厚的民族艺术内涵。将壮

族特色文化元素应用于现代家具设计时，应掌握好壮

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家具设计之间的契合点。找出壮族

艺术中合适的元素，将其纹样、色彩、造型、结构、

工艺和材料合理地应用到现代家具设计中。在设计上

应加以深化，融入创新设计理念与时代特色。不仅可

以传承与发扬壮族文化，还可以为现代家具设计带来

新的思路，设计出更具文化内涵和创意的家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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