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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中国传统高低两用桌案的榫卯结构进行研究，解锁中国古代工匠巧妙的榫卯结构处

理方法，为现代设计提供创新灵感。方法 以古籍文献考证为基础，对传世的家具实物使用实物拆解、

现场测量、3D 建模、分析研究等方法。得出中国传统高低两用桌案主要有五大类榫卯机巧结构：四腿

单独插接结构、侧腿成组拆卸结构、侧腿成组对折结构、十字交叉折叠结构和四腿固定成框架结构，且

每一类别榫卯机巧又有丰富变化，并对每一类榫接机巧结构进行剖析研究。结论 中国传统高低两用桌

精妙机巧而又科学合理的榫卯结构，可以为现代设计创新提供灵感，为探索现代中国风格的家具提供创

新的源泉。中国传统高低两用桌案不仅承载着中国的起居文化，更展现了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发展与进

步，以及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的独特的榫卯机巧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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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YU De-hua, JIANG K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genious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method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to provide innovative inspiration for 

modern design. Based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s, and by disassembly, measurement,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tables handed down,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re were five types of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to achieve the high and 

low dual purpose: four-leg independent insertion structure, side legs group disassemble, side legs group folding structure, 

cross folding structure and four-leg fixed frame structure, and each type of the structure had rich changes which were also 

studied. Chinese traditional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s have ingeniou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which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modern design innovation and provide innovation source for exploring mod-

ern Chinese style furni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not only carries the traditional living 

culture of Chinese, but also show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ancient Chinese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unique in-

novative spirit of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skillfully created by ancient Chinese craftsmen.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 furniture;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中国传统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坐转变为垂足

而坐，自宋代至今已千年有余，高低两用桌案正是在

中国家具发展过程中，席地而坐的历史习惯遗存的典

型家具。高低两用桌案是指一张桌案可以组合成高桌

案和矮桌案两种形式，通过拆卸、插接、折叠、转动

腿足来实现桌案腿高低的变换。 

1  高低两用桌案产生的背景 

高低两用桌案既可以席地而坐时作矮桌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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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垂足而坐时作高桌案使用，是中国传统起居文

化变迁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桌案制式，其形成有着深

层的背景因素。 

1.1  起居方式变迁的遗存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在这里产生了最早的

农耕文明，席地而坐是中国古人最早的起居方式。而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长期的征战、通商、

通婚，直接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与游

牧民族的交融以及印度佛教的传入，促进了人们的起

居方式向垂足而坐转变。至宋代，中国起居方式已经

完成了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转变，但席地而坐并

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渗透至中华民族日常的

起居生活中了。人们垂足坐于椅子之上时，身旁需要

一张高桌案以承托物品；而人们盘腿坐于土炕或者罗

汉床之上时，身旁则需要一张矮炕桌或矮炕案以承托

物品。这种生活起居方式的需求促使了高低两用桌案

的产生，这种桌案既可以作高桌案立于椅子旁边，又

可以作矮桌案置于土炕或罗汉床之上，转换的过程只

需要简单操作即可。 

1.2  家具搬运的需求 

中国幅员辽阔，在中国的历史中，分裂是暂时的，

统一是长期的，是为历史所向的。在如此广袤的土地

上，必然存在着战时行军、战乱避祸、搬家迁徙、官

员调动，甚至国家迁都等人员流动现象，以及出游狩

猎、访亲会友、摆摊经商等出行活动，由于日常使用

的家具打造、购买所需的费用不菲，所以就有了搬运

的需求。中国传统家具之所以使用活拆活装的榫卯结

构[1]，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方便搬运。同时，还便携式

家具也应运而生，方便人们搬运携带。而高低两用桌

案的腿足可以拆卸、折叠成矮桌案，方便搬运携带。 

2  古代文献中的高低两用桌案研究 

高低两用桌案在古代笔记、文献中多有记载，特

别是在明代万历本《鲁班经》、明代万历本《遵生八

笺》以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多有描摹。 

2.1  《鲁班经》的折桌 

万历本《鲁班经》中有“摺桌式”条载：“框一

寸三分厚，二寸二分大。除框脚高二尺三寸七分正，

方圆一寸六分大，下要梢去些。豹脚五寸七分长，一

寸一分厚，二寸三分大，雕双线起双钩。每脚上要二

笋斗，豹脚上要二笋斗，豹脚上方稳，不会动[2]。”按

明代嘉靖年间营造尺的一尺等于现在的 32 cm[3]，可以

算出，此折叠桌桌面四框厚 4.16 cm，大 7.04 cm（此

处应指攒框的边抹宽），除去桌面后腿高 75.84 cm，

方圆（应为腿长宽见方）5.12 cm 大。“下要梢去些”

应指两腿下端往外挓开些，类似于古建筑中的“侧脚”

概念。豹脚长 18.24 cm（指腿的高度），厚 3.52 cm（指 

 
 

图 1  据《鲁班经》折桌条尺寸复原出的折桌 
Fig.1  Restored high and low table according to  

“Records of LU Ban” 
 

腿的厚度），大 7.36 cm（指腿的宽度），豹脚横截面

非正方形，而是厚度接近宽度的一半，可以推断此应

为今人所称的案式结构，而非桌式结构，因为若是桌

式结构，短腿厚度与宽度应相差不大，据《鲁班经》

折桌条尺寸复原出的折桌见图 1。 

2.2  《遵生八笺》里的叠卓 

万历十九年自刻本《遵生八笺》卷八起居安乐牋

下卷“游具”条中载：“叠卓，二张，一张高一尺六

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二面拆脚活法，展

则成卓，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用此擡合，以供

酬酢。其小几一张，同上叠式，高一尺四寸，长一尺

二寸，阔八寸，以水磨楠木为之，置之坐外，列炉焚

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4]。”高濂约生于明嘉靖初

年，主要活跃于万历年间，也可以以明嘉靖年间营造

尺一尺等于现在的 32 cm 来折算[5]，可以算出一张可

折叠桌高 51.2 cm，长 102.4 cm，宽 76.8 cm，另一张

折叠桌较小，高 44.8 cm，长 38.4 cm，宽 25.6 cm。

两桌折叠方法相同，应为侧面两腿一体，可拆下折叠

至桌面之下，藏于桌面和宽牙条形成的空腔之内，便

于携带。 

天津可乐居古典家具博物馆藏有一件四腿可内

折成食盒造型的家具[6]（见图 2），与高濂描述的折叠

桌颇有相似之处，可作参考。 

2.3  清朝统治阶级钟爱的摺叠桌 

清朝为满族建立的政权，满族的前身为居住在东

北地区的女真族，主要以渔猎为生，兼事农业。相对

于固定定居的农耕民族，满族人的生活流动性较强，

要四处放牧、狩猎、采集、经商买卖。满族人建立清

朝政权后，才安定下来，采纳了中原汉人的定居生活。

但是满族人昔日的生活习惯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日

常的生活起居方式中了。清朝统治阶级对可便携移动

的家具尤为钟爱，高低两用桌案也频繁出现于生活中。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多次出现折叠桌的记

载，特别是雍正年间，出现怡亲王、首领太监、太监

交来“花梨木摺叠桌”、“楠木摺叠腿桌”、“黄榆木摺

叠腿桌”、“包镶毛竹边、洋松木活腿桌”，当为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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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漆带折叠腿食盒 
Fig.2  Black lacquer food box with folding legs 

 
朝使用的家具。这些折叠腿桌里，有一部分为高低两

用高桌，也有一部分为可折叠腿足的矮炕桌。其中雍

正四年十月“十三日，太监王守贵传做……再做楠木

折叠腿桌一张，长三尺一寸，宽二尺一寸，与供神像

架子一样高，俱配做杉木软里匣盛装。此俱系出外应

用的物件，务必要妥当，着记此[7]。”从中可以得知，

“楠木折叠腿桌”是外出使用的便携式家具。 

3  高低两用桌案的造型特点 

中国传统家具一般有束腰式和梁柱式两种造型

制式。高低两用桌案在束腰式和梁柱式造型制式基础

之上，主要有两种造型变化。 

一种为束腰式与梁柱式结合的桌式造型[8]（见图

3），为束腰翻马蹄式的矮桌造型和梁柱式的高腿组

成，其既不属于束腰式家具，也不属于梁柱式家具，

而是这两种家具制式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

变体造型，不拘泥于束腰式和梁柱式的结合，有的桌

去掉上部矮桌的束腰，有的桌则在增加的高腿上做马

蹄，更加丰富了高低桌的造型变化。还有一种为梁柱

式的案式造型[7]（见图 4），由插肩榫矮足案和梁柱式

的高腿组成，为典型的梁柱式造型制式。 

4  高低两用桌案的结构机巧 

中国传统家具使用榫卯结构来实现家具各部件

之间的连接，榫卯设计巧妙科学，严丝合缝，使得家

具可以使用数百年而依然坚固。高低两用桌案的结构

也是使用榫卯结构来实现的，主要使用插接、拆卸、

折叠等方式来实现连接，其中蕴藏了科学的力学原理

和严谨的结构设计。榫卯机巧结构按照连接结构的方

法不同，主要分为五大类。 

4.1  四腿单独插接结构 

四腿单独插接结构，是在矮桌案的基础之上，将

四腿单独接长成高腿，而四腿之间没有关联。高腿与 

 
 

图 3  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 
Fig.3  Rose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square table 

 

 
 

图 4  花梨高低两用案 
Fig.4  Rose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矮桌案的榫卯连接方式，则灵活多变，不一而足。此

种结构的关键在于高腿与矮桌案可以形成稳定的连接

关系，保证连接四腿形成高桌后，能够保持稳定坚固。 

1995 年中国香港敏求精舍三十五周年纪念展上，

展出了一件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9]（见图 5），该方桌

四腿单独与矮方桌插接，而各腿之间没有相互连接。

高腿截面为八角形委角，高腿向上紧贴矮三弯腿背

后，与三弯腿榫接，上出榫头连接于桌面。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收藏有一件黄花梨高

低两用方桌[10]（见图 6），也是四条高腿单独与矮方

桌榫接。此件结构独特之处在于高腿与矮腿背后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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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及安装 
Fig.5  Rose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square table and its assembly 

 

 
 

图 6  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及安装 
Fig.6  Rose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square table and its assembly 

 

 
 

图 7  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及安装 
Fig.7  Rose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square table and its assembly 

 
接、上出榫头与桌面下大边榫接的基础之上，独出新

意地在高腿上端出横牚，横牚与高腿之间接弯曲霸王

牚，形成稳定的三角形结构。横牚贴于桌面大边之上，

延伸到桌面下正中穿带上，穿带出长方形轴条，卡住

横牚，以增加稳定性。 

4.2  侧腿成组拆卸结构 

侧腿成组拆卸结构，是在四条高腿中，以双牚连

接两侧腿成一组，腿上端出榫头，插入面下大边上的

卯眼中。当作高桌使用的时候，双牚连接两腿，榫头

插入严丝合缝的卯眼中，坚固稳定。当做矮桌使用的

时候，将两组腿从卯眼中拔出，放于一旁，即成为炕

上或罗汉床上的炕桌。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11]

（见图 7），束腰式矮方桌之下四腿两两成组，两侧

腿以双牚连接，两腿分别与矮腿背后榫接，两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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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杨木大漆高低两用案渲染图及安装 
Fig.8  Rendering and assembly of lacquered poplar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图 9  杨木大漆高低两用案三视图 
Fig.9  Three-views of lacquered poplar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图 10  杨木大漆高低两用案榫卯结构拆解 
Fig.10  Disassembly of mortise and tenon joint structure of 

lacquered poplar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又各出榫头，插入桌面大边上凿出的卯眼中。侧腿成

组，增加了高腿的稳定性，且高腿拆卸成两组并置，

方便搬运。 

河北私人收藏有一件杨木大漆高低两用案（见图

8—10），插肩榫矮案之下四腿两两成组，两侧腿以双

牚连接，高腿紧贴矮腿背后，高腿截去部分，留下燕

尾榫头，与矮腿背后凿出的燕尾卯眼榫接，高腿顶在

案面下大边之上，这样就能插接稳定。此件高低两用

案，使用重量较轻的杨木制作，桌面在四面攒框之上，

不安桌心，直接蒙以整块牛皮，绷紧成案面，四周以

铜钉固定，再刷以漆饰。牛皮面相对于木材更为轻巧。

可见，此件高低两用案，是为搬运方便而专门设计的

轻便两用家具，可在郊游、行军、经商等频繁搬迁的

情况下使用。 

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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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榆木高低桌及安装 
Fig.11  Elm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and its assembly 

 

 
 

图 12  大漆行军桌及安装 
Fig.12  Lacquered marching table and its assembly 

 

 
 

图 13  紫檀高低方桌及安装 
Fig.13  Red sandal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square table and its installation 

 
4.3  侧腿成组对折结构 

侧腿成组对折结构，是两侧腿以双牚连接成组，

两牚的下牚连接一长方形框架，可绕下牚转动。当高

腿展开，两组侧腿另安的长方形框架抵在案面下正中的

穿带上，固定高腿，保证稳定性。而需要折叠高腿的时

候，将长方形框架转动离开穿带，两组高腿对折于桌面

下，就可作矮案使用了。此时可以清晰看到对折的两

组高腿和长方形框架收于矮案之下（见图 11[7]—12）。 

4.4  十字交叉折叠结构 

十字交叉折叠结构[12]，是在四条高腿的对角腿之

间连接横牚，两组对角腿连接的横牚交叉，于交叉处

安装金属转轴，四腿可以交叉折叠，方便收纳。不同

的高低两用桌，其中的交叉折叠结构多有变化，各有

巧妙之处。 

承德避暑山庄藏有一件紫檀高低两用方桌[13]（见

图 13），其四条高腿的对角腿两两以双牚连接，双牚

交叉，在交叉之处安装金属转轴。四腿可以绕着转轴

折叠成一体，也可展开成四腿，上面搭放矮方桌组合

成高方桌。 

1995 年中国香港敏求精舍三十五周年纪念展上，

展出了一件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见图 14），其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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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黄花梨高低方桌及安装 
Fig.14  Rose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square table and its assembly 

 

    
  

图 15  黄花梨高低两用案及安装 
Fig.15  Rose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table and its assembly 

图 16  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及安装 
Fig.16  Rose wood high and low dual-purpose square  

table and its assembly 
 

高腿亦两两以双牚连接，双牚交叉。与承德避暑山庄

收藏的紫檀高低两用方桌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中两横

枨上安装了长条形金属转盘，两边各装有转轴，以连

接另外两条腿的双牚。连接两条腿的双牚一分为二，

安装在转轴上，可以进行转动折叠，靠近临腿。 

4.5  四腿固定成框架结构 

四腿固定成框架结构，是指将四条高腿以横牚连

接起来，形成稳定的框架，不可拆卸。这样的框架，

从结构上考虑，更加坚固稳定。缺点则是四腿连接的

框架无法折叠或组合，占用空间，不方便移动。 

2011 年中国嘉德秋拍夜场“姚黄魏紫——明清古

典家具”中有一件黄花梨高低两用案（见图 15）和

黄花梨高低两用方桌（见图 16），下部的四条腿皆以

横牚连接成框架，无法折叠，四腿上部开榫头，与矮

腿背后和桌案面下连接。 

4.6  假高低两用桌案的结构 

假高低两用桌案即桌案使用高低两用桌案的造

型，但结构却是不可拆卸的。假高低两用桌案，只是

在造型上使用高低两用桌案的矮腿加高腿的造型元

素，作为装饰手法，是高低两用桌案衍生出来的家具

造型。恭王府藏黄花梨展腿式方桌（见图 17）和故

宫博物院藏黄花梨展腿式方桌（见图 18）都是假高

低两用桌案。 

 
 

图 17  黄花梨展腿式方桌 
Fig.17  Rose wood square table 

 

 
 

图 18  黄花梨展腿式方桌 
Fig.18  Rose wood squar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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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高低两用桌案是中国传统家具里造型和结构较

为独特的家具品类，承载了中国传统起居文化的变

迁，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研发的科学严谨的机巧结

构和独出心裁的创新精神。高低两用桌案造型简洁、

结构严谨、功能多用，造型表现了结构，结构又是造

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型与结构紧密结合，实现了一

器两用的功能。高低两用桌案为实现高低两用的功能

需求，创造出拆卸、插接、折叠、转动等多种机巧结

构，既能实现简单的高低桌案转换，又方便搬运移动。

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图案[14]、功能、结构都可以为

现代设计提供参考。高低两用桌案不少结构巧妙实

用，这种可拆折、方便搬运的家具榫卯结构，可以为

家具产品创新设计提供灵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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