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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现代朝鲜族餐饮空间中朝鲜族传统家具的设计与应用进行深入梳理和分析，得出朝鲜族

传统家具在现代公共空间的应用。方法 以餐饮空间中朝鲜族传统家具风格的发展及嬗变为切入点，分

析朝鲜族家具与明代家具在设计风格、种类、取材与装饰工艺上的差异原因；再以朝鲜族文化视域为视

角，探索朝鲜族传统家具风格演变、设计、应用。结论 揭示朝鲜族独特民族餐饮文化下的“现代功能”。

今天的朝鲜民族餐饮空间依然充斥了整个朝鲜族文化空间，从餐饮空间中家具文化寓意来探讨朝鲜族传

统的家具运用空间中文化传承基因的隐喻以及对朝鲜族文化的影响，以新的文化空间（“餐饮空间”）传

承下来，这无疑是研究朝鲜民族饮食文化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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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in Korean Catering Space 

LYU Guang 
(Suqian University, Suqian 223800, China) 

ABSTRACT: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 modern Korean catering space are thoroughly 

combed and analyz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ts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 modern public space is obtained. 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style in catering spa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design style, type, materials and decoration technology between Korean furniture and Ming furniture.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orean cultur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style. It reveals the unique national catering culture under the “modern function”. Today’s Korean national ca-

tering space is still filled with the whole of the Korean cultural spa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from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furniture in the catering space, uses the metaphor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gene in the space 

and its impact on Korean culture, and inherits it with a new cultural space (“dining space”) This is undoubtedly a new 

breakthrough in the study of Korean national diet culture. 

KEY WORDS: Koreans; catering space; furniture; design; applications 

传承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责任，传统的家

具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实物载体，保护与传承具有重

要的意义。传统家具展示了一个民族对家居环境与文

化内涵的深刻理解与诠释，纵观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

史，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史，蕴含了民族家居

观念的继承与革新。家具作为家具文化的载体，其设

计风格、样式、取材与工艺，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

家具随着现代文化的冲击，其功能性 大限度地被系

统化。这种系统化是建立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并出

现简化传统家具风格的趋势，传承传统家具和实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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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矛盾体，如何在现代人居和公共

文化环境下实现传统家具的传承与运用？特别是各

民族的传统家具在公共人居空间环境的传承，是当下

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现代公共空间作为现代人交流

的场域，作为其主要载体的家具也悄然发生变化，传

统家具的设计与运用成为革新的目标，现代与传统不

是对立的矛盾体，而是传统家具以何种方式存在于现

代空间环境景观中，从而实现传统家具与现代语境下

的融合。 

1  “简风”与“秀雅”的朝鲜族传统家具 

1.1  中国传统家具概述 

中国传统家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与演变，在

近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下，各个时代的家具设

计者不断改进，再加上不断进步的技术的支持，形成

了具有中国传统精神内涵和文化气质的家具体系。传

统家具在造型、体量、形制上由低到高进行转变，支

撑的腿足结构具有从面到线的缩减变化演进特征[1]。

中国传统家具的“传统性”特质经历了“先秦的质朴

浑厚、秦汉的浪漫神奇、魏晋南北朝的婉雅秀俊、隋

唐的华丽润研、宋元的简洁俊秀[2]、明代的挺拔凝练、

清代的奢华精湛[3]”。中国传统家具经历了传统性的

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吸取周边多元文化，特

别是明清时期西方文化和古典家具样式对其风格的

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了设计的包容性和融合性。西

方思想与现代设计理念加速了家具设计的革新，然而

在传统家具的继承中，这个革新也经历了一个转化的

过程。在中国家具风格的变迁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域

的家具也参与其中，在中原强大文化的背景下，家具

以中原为主体，部分受自身民族特点进行融合性改

进。从多元文化角度对中国传统家具造型、装饰、结

构、功能、技术、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分析[4]，

各个时期的家具风格在相对统一的风格体系下，在吸

收流行趋势的过程中，适度结合了本地域文化和自身

民族生活习俗的特点，形成了在主流背景下自我革新

的发展趋势。朝鲜族作为北方 具有地域鲜明特点的

少数民族，其传统家具受中国传统中原儒家思想影响

较大，具有明代家具“厚、秀、雅、简”[5]的风范，

在较偏远的朝鲜族民居中还能看到早期传统家具样

式的痕迹，在现代国内朝鲜族民宿中也能看到这种体

验式的传统家具样式。 

1.2  朝鲜族传统家具类型 

朝鲜族传统家具可追溯到朝鲜时代温突式火炕

席地而坐方式[6]，家具类型根据空间功能主要分为舍

廊房家具、宴舍家具、厨房家具和祠堂家具。在不同

功能的家居空间中，家具的使用功能各有不同，在家

具类型、造型设计、材质选择、涂刷工艺等方面都有

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朝鲜族传统家具有别于其

他家具的显著特点，具有民族特色。 

1）舍廊房家具。舍廊房是房主接待客人、与客

人交流和学习的私人空间，与现代书房功能相同。主

要家具为桌案、床头柜、书欌、文匣、砚床等，为避

免纹理过大影响阅读，主要采用梧桐木、松木、梨木、

黄杨木等天然纹理材质的木种作为家具主要材料。桌

案、砚床、小盘等家具放置在火炕头位置，炕梢位置

放置四方桌、书欌、文匣等储藏书籍的家具。 

2）宴舍家具。宴舍空间是家庭主要生活空间，

主要有保存衣物的床欌、柜、笼、大躺箱等储藏类家

具，还有针线柜、镜台、千眼橱、梳函等以女性为主

的家具。家具布置于火炕的炕头与炕梢两侧，用于储

藏的欌、柜、笼等大型家具和女性梳妆家具位于炕梢，

有梳妆功能的家具单独放置在小室内。衣挂欌见图 1，

三层欌见图 2，头欌见图 3。作为头宴房典型的家具，

一般采用自然纹理较优美的榉木、枫木和柿子木等木

种，也较多采用椴木、桦木和银杏木来雕刻吉祥的自

然花草、景观图案、主题性图案、吉祥文字等装饰纹

样，展现宴舍家具独特的装饰效果。 

3）厨房家具。朝鲜时代的厨房空间是居住空间

常被忽略的“灰空间”，在较高等级的人家厨房被分

为馔室和厨房两个部分，馔室是储藏馔欌、馔桌、斗

厨、小桌等米柜和炊饮的家具空间，厨房为炊事空间，

以炉罩为主，配有木质橱柜。馔欌、斗厨、小桌等家 

 

   
图 1  衣挂欌 

Fig.1  Wardrobe 
图 2  三层欌 

Fig.2  Three layer cabinet 
图 3  头欌 

Fig.3  Head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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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选择防潮、承重力较好的松木为主要板材木种，木

表面涂有朱漆或清漆，然而朱漆受阶级等级的限制，

平民不允许使用。小磐也叫小桌，作为家族男女、不

同辈分的成员的限制，几乎每个成员都有独立的小

桌，因此，小桌作为反映传统居住环境的典型家具一

直被延续，造型有方形、圆形。随着时代的发展，普

通百姓家庭开始使用朱漆橱柜家具，小磐也开始进行

演化，逐步打破了男尊女卑思想带来的独立饮食习

惯，走向了共享餐桌的餐饮文化。 

4）祠堂家具。祠堂家具是家族祭祀的祠堂空间

所用的家具，主要有祭床、香案、交椅等家具。祭床

源于中国先祖祭祀所用的祭桌造型改造而来的家具，

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夹头榫书案；香案造型与祭床相

似，增加了小抽屉，用于摆放香火等祭祀用品，随着

后期木工进行大量加工生产，香案也逐步运用到各个

阶层，成为较普遍使用的家具；交椅造型类似座椅，

比较窄小，高于祭床，用于摆放神位的专具，腿的设

计高于常人使用的座椅。 

1.3  朝鲜族传统家具风格演化 

朝鲜族传统家具体块转折明显，直线型的线条明

快简洁，体现“简和秀”的外形特点，在木制家具上涂

刷清漆工艺，尊重了木制原有天然纹理与肌理的厚重

感，更显家具“厚和雅”的特点。在吸取了明代家具简

洁风格的同时，吸取了日本家具形式，结合本民族生

活习惯和审美情趣，进行综合改良，形成具有本民族

特色的家具样式，朝鲜族传统家具风格演化流程见图

4。朝鲜族传统家具受到明代家具的影响较大，造型

略小于明代家具，同时采用榫卯结构，细致程度远不

及明代家具。朝鲜族受北方寒冷地域环境的影响，家

具放置在地炕上，更显精致和浑厚，建筑结构主要受

温突生活方式的影响，考虑室内温度、放置家具开裂，

除部分采用木钉以外，基本都是榫卯家具。 

朝鲜族传统家具与明代家具 大的区别在于明

代家具为贵族性家具，样式、工艺、风格等均受到严

格限制；朝鲜族传统家具是生活性家具，在风格、样

式、取材与工艺等方面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传统

的朝鲜族家具受其地域取材的影响，出现了更多的装

饰技法，雕刻技艺、花角装饰工艺、涂装技艺、金属

装饰技艺等家具工艺的使用，使朝鲜民族家具的风格

更加明显与鲜明，是古代东亚地区家具风格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世界传统家具美术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2  餐饮空间中朝鲜族传统家具“传承”与

“消亡” 

餐饮空间从居住空间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公

共的参与空间，打破了居家餐饮的习惯。这种餐饮模

式对传统的朝鲜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男女

有别”的分餐观念，传统的家具也在餐饮空间变革中

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家具在餐饮环境中如何用，用

在哪里？在开放的餐饮空间设计中的运用成为实际

的问题。传统的餐饮家具是继承还是走向消亡？主题

性餐饮空间成为餐饮空间新的发展趋势，餐饮文化作

为民族文化一直被传承，餐饮家具在传承过程中也发

生了设计与运用上的革新，传统家具在餐饮空间环境

中作为主要陈设出现了 3 种方式，传统家具的使用功

能随着空间需求而发生变化，朝鲜族传统家具在餐饮

空间中的运用分析见表 1。 

2.1  体验式继承 

朝鲜族民宿作为传统主题性餐饮空间继承了民

族餐饮文化，特别是温突生活方式的运用，保持了传

统的餐饮文化与空间环境设计，在朝鲜族传统的家具

运用空间中， 大限度地继承了传统家具的使用，保

持了传统炉灶与厨房空间设置。这种传统空间在东北

朝鲜族聚居村落得到了一定的继承性延续，随着现代

乡村建设对传统民居非遗文化的保护，即将消失的传

统文化建筑空间也在改革的浪潮中进行了一定的革

新设计，空间的使用机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传

统文化借助现代技术以功能性符号得到了传承。 

2.2  革新式传承 

朝鲜族传统的餐饮空间只作为高档的主题性空

间形式存在，传统家具在设计运用上进行了革新，在

造型上尽量保持原有传统家具样式，而餐桌与餐椅要

适应现代人的餐饮习惯，席坐家具的高度也相应提

高，在包房或炕式就餐区有极少靠背（炕椅）使用。

餐饮空间所用的传统家具在装饰花纹、金属配饰、取

材与工艺上也进行了一定的革新设计，融入现代设计

理念，增加了朝鲜民族传统符号的陈设，烘托了传统

朝鲜族生活空间。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餐饮空间文化

传承，朝鲜族餐饮空间成为了具有朝鲜族文化特色的

展示空间。在服务性的厨房空间中引入了现代厨房家

具，由于朝鲜族的饮食习惯所形成的特殊的作业流 

 

 
 

图 4  朝鲜族传统家具风格演化流程 
Fig.4  Flow of evolution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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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朝鲜族传统家具在餐饮空间中的运用分析 
Tab.1 Analysis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used in catering space 

时代 家具类型 使用空间 家具样式 纹样与工艺 

朝鲜时代 宴舍家具 入口区 

 

 
桦、榉、梨、枣、椴、松、柳

等实木材质，熟铁金属装饰

朝鲜时代 

（韩国仿制） 
卧室家具 过廊展示区 

 

桦、榉、梨、枣、椴、松、

柳等实木材质，金属花角工

艺，金属合页、门环、面叶、

拉吊、锁，采用鱼、鹤、梅

等装饰图案 

朝鲜时代 厨房家具 包间入口或过廊 

 

椴、松、柳等实木材质，雕

刻工艺，兽腿、金属拉锁 

朝鲜时代 卧室家具 包房 

 

桦、榉、梨、枣、椴、松、

柳等实木材质，金属花角工

艺，金属合页、门环、面叶、

拉吊、锁，采用鱼、鹤、梅

等装饰图案 

备注：图片拍摄于中国延边市松林阁餐饮实体店面 
 

程，所以在厨房的设计与家具的选择上还是区别于现
代厨房。 

2.3  融合式“消亡” 

在现代朝鲜族餐饮空间中，更多地使用了现代的
家具，传统的家具在餐饮空间中几乎走向“消亡”。
传统的实木被合成木质代替，钢木家具取代了榫卯结
构的实木家具，螺钿工艺、花角装饰、雕刻装饰、金
属装饰等传统工艺被现代简洁热压工艺所替代。偶尔
有家具采用传统工艺中的榫卯结构，却将独有工艺装
饰改为平板式板材。传统家具装饰在现代融合理念下
表现为“消亡”，而实质上传统的工艺以及其隐含的
方式体现在家具的理念中，并在新的文化空间（“餐
饮空间”）传承下来。 

3  现代朝鲜族餐饮家具创新设计与运用 

3.1  席坐礼仪与家具形成 

夏商西周时期，席坐严格的礼法成为当时家具的 

流行样式，春秋时期也保持“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

直到秦汉时期，少数民族胡床的出现悄然改变了“席

坐”形式，向“垂足而坐”的家具形式转变。自秦汉

家具出现、唐代家具工艺形成、明代不断更新发展，

至清代经典家具的形成，家具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

程。直到现代，席坐家具样式、风格、工艺特点更加

清晰，溯源时代的影子和传承中文化的源点，席坐的

习惯自先秦礼乐文化开始。床、塌、隐几、案等作为

席坐重要的低矮家具伴随着中国各个时代而存在，在

佛教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下，胡床、卧榻、椅、

凳等作为垂足高座的家具，改变了传统席坐低矮家具

体系，为高座家具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朝鲜族

作为外来移民的少数民族，保持着席地而坐的习惯与

传统，由于北方寒冷的地域性特点，所以更适合席地

暖炕而坐。因火炕形成的“温突”取暖方式也影响了

传统家具的形成。“温突”文化始于古代朝鲜，席坐

的居住生活方式决定了触手可及的低矮家具，传统的

低矮型桌案类家具、低柜类家具一直被传承下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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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传统家居中厨房与卧室连接，灶台高度与地炕

高度持平，橱柜主要用于装餐具及厨房器具，储存粮

食的斗厨在橱柜一侧，在橱柜上还有两层或 3 层的馔

桌。而贵族厨房是独立的空间，厨房为泥地，小盘、

斗厨、馔欌等厨房家具放置在大厅或馔室空间内。 

3.2  朝鲜族家具工艺与餐饮家具革新 

朝鲜族家具装饰纹样以传统朝鲜族图案为主，主

要以吉祥花卉、鱼、动物为主要表现内容，采用镂空

雕刻手法运用到建筑上，后来沿用到传统家具上，但

在表现手法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具装饰主要有图案

装饰、镶嵌装饰、雕刻装饰和金属装饰，主要以本土

的柴木为主，远比明代在紫檀等名贵硬木上进行雕刻

要浅得多，重点放在金属装饰图案的材质和样式上。

装饰图案有自然界的花卉、“四君子”、吉祥寓意的

松柏，有龟纹、鹤、鹿等福禄长寿寓意的纹样[7]，也

有格子纹、龟甲纹等几何纹样，以福、喜等文化为装

饰图案，并以鹤、石、松、太阳、鱼纹[8]等组成长生

纹样作为民族特点装饰纹样。在朝鲜族家居空间和餐

厅中的传统家具，其繁琐的原始图案和工艺手法，正

以现代方式进行改造和重新诠释，特别是将传统图案

中的重复部分进行重新排列、简化，形成更符合现代

审美的几何曲线，不仅暗示了追求独特的新审美变

化，更强化了现代实用功能性和现代极简流行风尚，

而餐饮空间中的家具是 大的受益者。朝鲜族家具的

材质与工艺体现在取材和装饰工艺上，传统木材主要

以柴木为主，有桦、榉、梨、枣、椴、松、柳、栗、

椿、枫、柿子、胡桃、樱桃、梧桃、樱桃、梧桐等树

种[9]。由于木材的收缩、翘曲、开裂等问题，所以在

家具设计和生产中，根据家具承重和装饰位置来选择

木材。本土的硬木较少，按照就地取材原则选择北方

木种，随着经济贸易的往来，东南亚硬木进入我国，

但朝鲜族家具还是以本地的木材为主要材料。一般橱

柜正立面板材主要选择自然纹理优美的松木、榉木、

椴木、樱桃等木材，梧桐木则以其体积轻、纹理美的

特点作为橱柜的侧板和背板使用。 

1）雕刻技法的运用。在朝鲜时期已开始运用实

木雕刻技法，在全罗道地区使用雕刻和透雕工艺。主

要利用银杏木以浮雕方式进行雕刻，采用十长生、牡

丹、梅兰竹菊、唐草等吉祥花草、山水、诗句纹样，

运用在欌、柜、笼、砚床等家具上，小磐运用 多。

透雕工艺运用在衣柜欌、砚床、镜台等家具上，常使

用十长生、花草、文字等纹样进行装饰，不普遍使用。 

2）涂刷工艺的运用。无法采用榫卯结构连接时，

工匠常用木钉、鱼胶或皮胶连接家具部件，利用椴木、

银杏木等纹理细腻的特点，采用荏涂法涂刷工艺。家

具表面涂刷工艺分为油涂装饰和漆涂装饰，油涂装饰

分为油木法和荏涂法。油木法主要是利用植物性油在

松木、梧桐木、枫木等表面纹理明显的木表面进行的

工艺，植物油主要是豆油、梧桐油、核桃油和荏油，

其中荏油渗透性 好，能防止家具开裂。荏涂法是利

用荏油、豆油、核桃油等植物油加热熬浆，涂刷在椴

木、银杏木、梨木等肌理细致的木板上，主要运用在

橱柜上。橱柜板的表面常用含有氧化铁成分的黏土、

白垩土、黄土等进行调和后涂刷，增加表面纹理的厚

重感和装饰性。生漆透明性强，一般用在小型家具上，

熟漆则是黄漆和朱漆的底漆 [10]，主要用于厨房家具 

中[11]，现代朝鲜族餐饮厨房内的橱柜板材基本选择热

处理板材或不锈钢材质，只有在传统民宿或体验馆里

才能找到极少使用的木制橱柜。漆涂装饰主要用在螺

钿家具工艺上，利用生漆、黑漆、黄漆等各类漆涂刷

在家具表面的装饰工艺上，具有防潮耐水、耐久抗老

化、抗栓防腐的作用。朝鲜族传统家具受儒学推崇的

“男女有别”思想的影响较大，在生活方式上有严格

的使用规则，统营盤见图 5，狗腿小盤[12]见图 6。餐

桌为主人独立使用的小磐（盘），是韩国工艺美术优

秀代表[13]，独显朝鲜男尊时代、贵族及男主人地位。

实木小磐有方形和圆形两种，以狗腿为主要装饰造

型，后期出现其他兽腿造型，小磐表面绘制彩色图案，

采用漆涂装饰工艺。 

3）花角装饰工艺的运用。花角装饰工艺是在继

承了中国早期玳瑁工艺后进行改良的独特家具装饰

工艺，利用上等的牛角，经过高温浸泡、热压，打薄

成角纸，利用鱼胶和色漆染成黄、绿、红等颜色，利

用凿子、刻 进行装饰雕刻，粘贴在家具连接缝或对

角处形成独具特色的花角家具，装饰纹样主要为老

虎、龙凤、十长生、牡丹、喜鹊等。 

4）金属装饰工艺的运用。金属装饰工艺是朝鲜

传统家具独有的装饰表现工艺技艺，从连接家具配件

的技能性到装饰性的转变[14]，形成了独具特色装饰的

传统家具。初期是以较厚的熟铁、黄铜和白铜作为主

要金属装饰配件，后期逐步变薄，并增加了吉祥纹样

的装饰造型。以技能性形态存在的造型主要有合页、

门环、面叶、拉吊、锁等，常运用到衣欌、柜、笼等

家具上，合页有蝴蝶、蝙蝠、方形、圆形、蝴蝶等造

型形式。拉吊是以蝴蝶、环状、半圆等为造型形式，

运用于门扇、小型家具、抽屉上的把手。锁是门扇和

抽屉的金属饰具，分为线形锁、隐穴锁以及匚形锁，

有鱼、龙、凤等吉祥动物图像纹样。具有拉手和锁功

能的拍子一般为长条形，面叶用于锁和吊牌的底面，

采用蝴蝶、云纹、梨花等装饰纹样的金属薄片，长短

不同的拍子用在比较沉重的家具上[14]。包角是家具转

角或柱角之间的金属构件，按包角位置分为三角包

角、腰包角和开板包角，造型有燕子形偶、云纹形偶、

铜钱形偶等，既有保护家具角的作用，又极具装饰效

果。广头钉和边角钉作为辅助加固的件数配件，造型

也独具特色，常用菊花、药果、云纹、梨花等。 

5）螺钿工艺的运用。螺钿工艺可追溯到公元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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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统营盤 
Fig.5  Management board 

图 6  狗腿小盤 
Fig.6  Dog leg disc 

图 7  匠人排骨汤实景 
Fig.7  Real scene of craftsman’s 

spareribs soup  
 

年，与黑漆一同使用的特殊工艺。将海螺、贝壳、珍

珠、铜线等多种材料粘贴在家具表面后，涂刷黑漆进

行打磨，显现出肌理效果。粘贴工艺一般有埋入法、

压入法和掘入法[15]。釜山市匠人排骨汤实景见图 7，

采用传统的镶螺钿立柜，既有储存物品的功能，也兼

服务型吧台的功能。镶螺钿立柜采用仙鹤、孔雀、松

树等为主要的镂空实木雕刻元素，展示柜采用蝴蝶、

团花等吉祥花卉图案，利用对角式装饰边，展柜之间

有装饰立柱。餐台则采用现代的钢木材质，餐椅采用

实木弓形椅，更符合现代人的人体结构。弓形椅采用

现代家具制作工艺，更多为热压工艺。仿实木的餐台

与传统雕刻花纹装饰柜产生了强烈的工艺对比。作为

地炕式的统营盤在现代餐饮的变革中，被逐步加大尺

寸，按 8 人位的设计要求在进行使用，改变了独食的

餐饮习惯，成为共享式餐桌。大部分统营盤采用传统

的实木材质，桌面采用荏涂法涂刷工艺，而卡位区的

餐桌椅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大部分采用现代工艺手

法。传统的实木涂刷工艺在朝鲜族餐饮空间中逐步进

行简化，传统工艺在现代餐饮设计中逐步被现代工艺

餐饮家具所取代。然而在传统民宿、传统家具体验店

及少数地域的餐饮店中还能看到传统的餐饮家具在

朝鲜民族餐饮空间设计中得到运用。 

4  结语 

朝鲜族传统家具受中国儒家思想和明代家具设

计的影响，结合本民族及地域优势，家具的设计与制

作工艺不断革新，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装饰特点的传

统家具。传统家具如何运用于现代居住和公共空间环

境设计中？在现代餐饮文化下，餐饮空间中传统家具

如何继承设计与应用成为家具设计者需要研究和思

考的重要课题。朝鲜族传统家具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

国传统家具面临的时代拷问，为什么继承，如何继承，

怎样继承？笔者认为，传统家具是祖先留下的 宝贵

的遗产，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精神遗产，应该从以

下几点进行传统家具的新传承。首先，从文化继承角

度进行深度研究，特别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文化

精神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其次，加大传统家具设计与

研发，依托高校与传统家具公司进行联合研发，将传

统家具工艺，特别是即将流失的少数民族非遗工艺传

承与发展，带动高校家具专业、环境设计专业、产品

设计、材料学等专业进行新工科、新文科、新艺术学

科的融合研究。再次，加大传统美育在设计学科的运

用，将传统美育运用到传统家具设计与传承中，同时，

加大传统家具设计在公共空间设计的拓展。朝鲜族传

统家具在餐饮空间设计中的拓展应用研究是基于传

统家具在使用功能上的尝试，也是继承传统家具趋势

与途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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