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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家具设计
文 毛怀艳 刘子建

运用符号学原理阐明传统文化元素运用于现代家具设计的方法与规则
,

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家具

设计融合在一起
,

不仅是弘扬民族文化
,

实现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途径
,

也是当今
“

全球一体化
” 、

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发展趋势
。

从而可以使我国家具行业更好地融于现代生活方式而又提升民族品牌
,

增

强国际竞争力
,

提高经济效益
。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

长 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不曾中断
。

但

是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 国

外各种新思潮的不断涌入和渗透及大批

体现异国风情和设计精良的国外品牌家

具进人我国家具市场 动摇着我们固有

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

使我们的家具设计

越来越偏离民族传统个性
。

面对竞争有

力的国外家具 我们将何去何从 , 一味

的照搬
、

模仿显然不行
。

中国家具要想

走向世界 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而优秀

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中伴随其独特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而逐步形成的
,

是民族本性及其表

现方式的浓缩 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和灵

魂
。

传统文化元素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

延续到我们现代生活中 更起到传承民

族文化的作用
,

从中可以找到中华民族

独特的世界观
、

人生观以及生命情调
。

在这里
,

我们只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

物化形式
。

元素是事物本质的最基本的构成单

位
。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物化形式包括

物质形态的和非物质形态的
,

即外在的

和内在的
。

物质形态元素是可以轻易

改变的 而非物质形态元素往往因其具

有传承性
,

会随着文化的积淀而越来越

占据重要的地位
。

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元素
,

在外

在的形式中起灵魂的作用
。

这些不同种

类的物化的传统文化元素背后 有相同

的内在的抽象文化元素
,

主要有 《周

易 》
、

儒
、

道和佛 释 的思想
。

《周易 》从阴阳八卦相摩相荡的原

理出发 把天地宇宙的一切都解释 为

生
“ 。

在传统艺术史上
,

先哲们追求的

变
’‘ 、 “

神
“

等美学范畴 莫不衍生于此
。

由
“

生
”

及
“

变
“

由
”

变
“

及
“

神
’‘ ,

引

发了古代艺术高度重视艺术的创新及创

造自由的理论
,

但这种创新和 自由不是

表现在外在形式变化上
,

而是主体内在

生命意识的发现与创新
,

同时
,

反对过

分讲究外在形式美的雕饰 主张以意蕴

美为本 超越外在形式美而走向艺术意

蕴的深层发现
。

儒家崇尚
“

礼乐
“

和
“

仁义
“ ,

提倡

不偏不倚
、

无过不及的
“

中庸
“

之道
。

儒

家
“

中庸
‘’

的思想就是不管哪部分如何

变化 由内到外
,

自始至终都由一条主

线贯穿其中
。

它提供了一种整体
、

全局
、

综合地看待事物的思想
。

这种思想体现

在设计上强调结构要前后左右布局呈现

均齐的势态
,

结构严谨
、

方正
、

井并有

条
、

严肃和稳定的艺术效应
。

道家主张
“

无为而治
‘’

和
“

不尚贤

使民不争
” 。

它所体现的
“

和
’‘

的思想

反映了
“

天人合一
“ 、 “

亲近自然
“

的创

造事物的准则 反映在设计上是要重视

自然美与人工美的有机结合
。

佛家提倡众生平等
,

主张采用修炼

来超脱人的本性
,

追求
“

善
“

和
一

随缘
“

讲
“

悟
‘’

与
“

圆满
“

追求
“

大彻大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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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冈
。

这种思想体现在设计上强调

空灵之美
、

意境之美
、

中道之美和圆相

之美等的艺术效应
。

如果要将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元素

具体细分
,

可归类为

建筑及自然景观元素 紫禁城
、

布

达拉宫
、

长江
、

黄河等
,

手工艺
、

食品

及服饰元素 剪纸
、

饺子
、

唐装
、

旗袍

等 旧 用品
、

家具及器皿元素 青铜器
、

明清家具
、

中国漆器等 图形图案及书

画元素 祥云图案
、

太极八卦图
、

国画

等
,

历史人文景观元素 园林
、

寺院
、

兵马俑等
,

其他元素 女蜗
、

佛祖
、

梅
、

兰
、

竹
、

菊 其种类繁多 实在是举不

胜举 等等
。

以上所列元素还可再细分和扩展

它们均为中华民族绚丽文化的组成部

分 也是
“

中国
‘’

二字在国际上的直观

体现
。

站在设计的角度上看 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具有极高的借鉴
、

赏析价值
。

二
、

现代家具设计

在本土文化上的欠缺

首先让我们先把眼光投向国外一些

在家具设计领域相对成熟的国家 可以

看到意大利设计简约时尚 美国设计商

业化 北欧设计自然朴实
。

如此鲜明的

风格特点
,

使他们的设计在国际设计舞

台上占有重要地位
,

并有了许多具有代

表意义的作品
。

当我们回顾中国家具发展过程时

发现辉煌的明清家具设计风格体现了中

华民族文明成就和文化精神的博大
,

对

世界家具设计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

仿

佛成为了中国家具的代名词
。

而现代家

具数十年的发展却总是与
“

来样加工
“

相联系
,

以抄袭国外式样为主 一种完

全的
“

拿来主义
’‘ 。

对于国外家具的造型

表现
、

设计理念与产生背景等 设计师

们缺乏冷静的思考 思维以西方的现代

化文明为衡量一切家具的标准
,

于是中

国家具在一种没有现代文化
、

现代设计

理念与方法积淀的基础上
“

突兀而出
“

虽然迅猛的家具生产满足了市场的
“

急

需
” ,

但同时缺乏自己的文化品牌形象
,

也给中国家具日后的原创发展造成了障

碍
。

当然 学习的第一步是模仿借鉴

这无可厚非 但对于具体设计 创新不

足是会阻碍其健康发展的
。

若因国外各

种新思潮的涌入和渗透而动摇我们固有

的价值观与审美观 我们的作品就会越

来越远离民族个性
。

深究下去
,

国人对

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盲 目崇拜
,

全

面接受之后 中式传统便被排挤
。

这样

的设计思维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家

具设计没有了自己的风格 甚至已谈不

上是真正的中国设计
。

长此以往 只能

让自身的家具产品成为附庸
。

三
、

融合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的现代家具设计

世界把中国或者整个东方的传统文

化艺术看作一个宝藏
,

中国设计师有随

手拈来的素材
。

但任何的设计都有其逻

辑性
,

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并不

是简单的堆积 要对其物质形态和非物

质形态进行微观细致的采纳和吸取
。

我

们可以以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非物质形

态为指导思想
,

借鉴传统文化元素中物

质形态方面的元素开展具体设计 而符

号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

法
。

现代符号学的发端有两个源头 分

别出现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中 其

代表人物分别是语言学家索绪尔与哲学

家莫里斯
。

莫里斯第一次明确地把符号

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

语构学
、

语义学和语用学
。

其中语构学

涉及符号之间的组成 语义学涉及符号

以及各种意指方式所进行的表意 语用

学则着重于符号的起源
、

使用和影响
。

受符号学的启发 通过语构学
、

语义学

和语用学的方法阐明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 并将其应用到现代家具设计中去
,

从而能够为现代家具创作带来一些新的

理念
。

一 运用语构学规则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选择和组合是

现代家具形态构成
、

信息传递的关键
,

是决定现代家具设计成败的主要因素
。

一件完美的家具作品不是传统文化元素

的堆砌和任意拼凑 创造新的元素固然

重要
,

但仅有好的元素而无好的选择和

组合仍无法得到完美的整体效果
。

因

此 研究现代家具中传统文化元素之间

的构成关系及组织形式极为重要
。

传统文化元素的组成关系不仅在元

素形式本身 而且建立在现代家具的外

部规律上
。

其表现是 必须符合现代大

批量
、

互换式生产方式
,

遵循加工工艺
、

材料特征等约束 必须符合物理学
、

化

学等属性
,

遵循受力状态
、

平衡
、

稳定

性等约束 必须遵循与消费群体人体匹

配关系上由统计规律所给定的语构学规

则
。

如图 威格纳设计的
’‘

丫
’‘

型椅就

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

其中主要的一个线

索 就是对物质形态元素中明清家具的

提炼和阐述
。

它是由一系列具有明清家

具特色的元素以及组合这些元素的形式

结构形成的
。

整个家具体现了民族风格

的气派
,

是现代的同时也是传统的 浸

润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

二 运用语义学规则

在语义的创作上
,

建立在特定感官

对元素认知的心理学基础上
,

应该解决

好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家具设计的

关系
。

在传统文化元素的再造中
,

除了利

用旧有元素与现代家具设计及理念相结

合的方式之外 将旧有元素进行自身形

态上的改造 不仅是实现其自身的改良

和增值
,

也是设计原创性的表现
,

更是摆

脱功用的束缚 由功用层面上升到形式

层面的表现
。

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旧有

元素其形态上的改造
,

则使其不仅能够

传递现代设计观念
,

更能够真正传递家

具的现代信息 从而摆脱旧有元素在使

用上的局限和语义上的偏差回
。

如图 维

格纳设计的
‘ ’

古典椅
“ ,

更是物质形态元

素中明式圈椅的的精妙运用
。

它在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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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丫
”

型椅
图 古典椅
图 联郑持

上对明式家具进行了简化
,

更加具有抽

象性意味 造型上粗下细
,

增加了轻松

活泼的趣味 传达出现代生活的气息
。

三 运用语用学规则

在设计中基本元素相当于作品的构

件 每一个元素都有传递和加强传递信

息的作用
。

作为家具的使用者
,

人所具

有的各种经验和知识都会作为理解因素

反映到对家具的认识上来
。

诸如年龄
、

性别
、

所受教育
、

职业等都会导致个体

心理结构的差异
。

每个人对同一元素会

产生不同的联想
,

对家具的目标诉求也

各不相同
。

在家具设计中 要把多种元

素进行有机艺术化组合 从中国人本身

的生活方式
、

习惯
、

思维方法中去寻找

国人现在最需要的东西
。

这样才能够真

正被中国社会接受
,

从而给人们带来更

多温馨和耐人寻味的经典设计 并培育

出中国自己的设计风格
。

此外 在处理

元素和环境的关系时 要能够使元素符

合家具的使用环境
。

如图 联邦椅
。

它

的设计揉合了物质形态中的明式家具元

素 简洁的造型 流畅的线条 明快的色

彩
,

迎合了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同时在取材上 采用大众化的橡胶木

在满足现代人崇尚自然
、

回归自然怀旧

的情结的同时 又照顾了现代消费者的

经济性需求
。

总之 用符号学的方法来解构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的实质
,

从符号的角度对

传统元素进行提炼和二次设计
,

能够让

我们更好地在家具设计中表现自己的传

统文化 使旧有元素能够真正传递现代

信息 而不是泛泛体现
“

中国味
“ 。

四
、

现代家具设计与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融合的意义

满足消费者 日益上升的审美需

求
,

走出模仿与抄袭 用个性化的思维

和视角做自己的设计
。

同时以中国传统

文化为元素的设计风格与现代家具结

合 给家具注入浓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

气息
。

弘扬民族文化 实现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
,

创造国际化品牌
。

通过原创传

统文化元素提升中国家具文化 增进家

具的民族化 开辟新的现代家具设计风

格 提升民族品牌
,

增强国际竞争力 提

高家具产业的经济效益
。

“

全球一体化
’‘

的进程要求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家具设计结合
。

一

体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

一体

化进程体现于文化中
,

就是世界各地不

同的文化已经被纳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体

系中
,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成为
“

化

外之地
’‘ 。

而传统文化元素恰恰是表达

中华文化多元特质的行之有效的媒介
。

在现代的角度去对它进行重新审视
,

将

会发现巨大的文化价值
,

将会成为
“

世

界的中国
”

设计的一种文化身份识别
,

而能为多样的世界消费方式所接受
。

对

传统文化元素的继承是必要的
,

也是必

然的
,

把其融入到现代家具设计之中

必定会使中国现代家具设计更具文化性

与社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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