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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是一个经历了5000年文明发展的泱泱大国，中式家具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客观反映也经历了

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程。时至今日，将中式家具经典产品照搬学样及抄袭、修改西方家具设计都已经不能满足当下

日益成熟的用户对家具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式家具”的概念应运而生，但新中式家具设计不等于对

中式传统家具设计的复辟，而应该是既能反映中式传统家具文化精神又能满足当代用户生理与心理需求的当代化设计。

【关键词】新中式家具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当代化设计

一、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概念及产生背景

在笔者看来，新中式家具设计就是既能反映传统中式家具文化

精神，又能满足当代用户生理与心理需求的当代化设计。随着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民的民族自尊心不断增

强，人们越来越崇尚民族文

化，但是，简单地将中式家

具经典产品照搬学样已经不

能满足当下日益成熟的用户

对家具产品的消费需求。将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生

活方式及态度加以融合创新的新中式家具已经成为一种设计和生活

的时尚。

 

二、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当代化

我国家具艺术历史悠久。家具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

成为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随着人们起居形式的变化和历代

匠师们的逐步改进，到明清时期，家具已发展为具有高度科学性、

艺术性及实用性的优秀生活用具，不仅为国人所珍视，而且在世界

家具体系中也独树一帜，享有盛名，被誉为东方艺术的一颗明珠。

然而，笔者认为新中式家具设计不应是对中国传统家具的照搬学

样，而应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所领悟的基础上所做的符合当

代用户生理与心理需求的当代化设计。一方面，中国有着5000年文

明发展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关于“家”这种私

人空间的文化与功能理解，人们或多或少地认为作为家具应该是

“稳重大方”的。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

国家，令人惊讶的变化与发展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发生，中国人在这

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以无比开放的心态面对和吸收来自世界各地

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与观念。关于生活空间及生活用具，人

们逐渐产生“舒适功能”与“愉悦心灵”的诉求。

三、新中式家具当代化设计的探索实践

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几件家具不可能表现时间

与空间上这么抽象、庞大的思想体系，家具设计需要通过某种具象

的形态与结构、色彩与质感、体态与空间来表现这种文明背后的精

神。“岚”系列家具设计就是一次这样的设计探索。

岚，形声字，本义为山林中的

雾气。白居易《新栽竹》里“未夜

青岚入，先秋白露团”的这般诗意

表达在笔者看来恰恰反映了中国传

统文化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之

美。笔者决定借“岚”字设计一系

列新中式家具作为当代化新中式家

具设计的实践探索。

（一）形式与结构

中国历代传统家具中不乏运用某种字符如“寿”字符、“萬”

字符等于家具产品上的例子，它们大多是以直接的方式或独立或连

续地运用这些展露帝王贵族气质的大吉字符，寓意作用是其核心价

值。而“岚”系列家具则是在形式上借用“岚”字中横向与竖向交

错的笔画之形式关系，并巧妙地将这种形式关系通过一定的比例调

整、虚实转换的设计手法，使产品呈现出似“岚”而非“岚”的风

貌特征。在设计诉求上，笔者正是希望通过这种独特的风貌特征反

映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似像非像”之精神，并诠释“岚”字背

后的中国文化的韵味。在笔者看来，“岚”这个中国字符在形式上

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而上下两个部分都有两笔竖向的笔画夹着

一笔横向的笔画。这样的形式关系与家具产品中纵横交错的结构关

系有些相通之处。基于这种形式上的相通之处，笔者在设计“岚”

系列中的马头墙沙发时，将“岚”字符的下半部分转换成沙发的就

坐部分，而将“岚”字符的上半部分转换成沙发的靠背部分。在此

基础上，为了给使用者提供

更大的靠背面积并增加适当

的仪式感，笔者将“岚”字

符原有的上下部分比例关系

进行了适当调整，使靠背部

分略高于就坐部分。为了给

新中式家具的当代化设计语言
——新中式家具“岚”的设计心得

◆ 徐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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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毫米厚的高靠背软包部分提供一个包覆的空间，笔者参考中国

传统民居建筑中马头墙的形式元素，将靠背实木部分向扶手部分转

出250毫米，并在这个U形的实木构件上盖上一个颇有建筑感的实

木线角。这样就形成了马头墙沙发的大体形式特征。

 （二）涂装与色彩

明代以来，烫蜡技术就已经在中国家具制作上被广泛应用。烫

蜡技术是中国明式家具进行木材表面处理的一种装饰方法，不仅能很

好地展现木材优美的纹理，而且在木材表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以

防止外界环境对木材的不利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层保护膜由于

不断地受到空气的氧化、人手的抚摸和抹布擦拭等因素的影响，使家

具的表面、棱角和边线等处出现了一种自然的、透亮的、温润如玉的

表面形态，即“包浆”，产生“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美感。

经验表明，烫蜡后，木材的颜色比烫蜡前要深一些，色泽也会更加圆

润，降低了材色的浮躁感，增加了其深沉、含蓄、内敛的韵味，弥补

了有些木材材色上的缺陷。同时，烫蜡后的木材表面光泽也比烫蜡前

要好，也就是看上去更光亮一些，木纹更清晰一些。由于蜡质具有柔

和、细腻的特点，所以产生的光泽不但不尖锐刺眼，反而更增加了几

分温和、自然的气质，让人易于亲近，而且这种气质也恰恰体现了文

人墨客所追求的简远、天然、高逸、雅致的审美趣味。正是基于这样

的原因，笔者在思考“岚”系列家具涂装工艺时开始考虑运用烫蜡工

艺。烫蜡工艺一般用蜂蜡，小面积烫蜡时可一手持蜡液，一手用电烙

铁或火烙铁融化蜡液，滴或涂到木器表面，使其形成薄薄的一层保护

膜。如果大面积烫蜡，再用毛刷或汤匙将蜡液涂或浇到木器上，这样

可大大提高效率。然后用烙铁熨烫蜡层，以热力使蜡液渗入木纹。全

部烫完后，用稍粗的干布擦净浮蜡，这时可用热风机稍稍加热表面，

最后用净布全面擦光木器。 然而深入了解后得知，这种技术需要经

验成熟的工人手工作业才能完成，生产效率低，不适合工业化大批量

生产。而现代蜡油是由蜡和豆油结合成的液体状蜡油，蜡油可以用现

代科学的工具通过空压机的加压喷气直接喷在家具表面，使家具表面

光滑，也可用毛刷手工刷制。蜡油工艺环保，不含苯、甲醛，也不含

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施工简单，不用专业施工人员，普通技术人员就

可以快速操作；耐候性好，不像油漆，时间久了就起皮、脱落等；养

护木材，渗透到木材内部，持久保护木材；本色可以突出木材纹理，

凸显一种自然柔和之美。最终，笔者选择运用浙江省大风范家具有限

公司研发的喷涂蜡油工艺。这样既具有烫蜡工艺的优点又便于被工

业化大批量生产。

对明清家具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明式家具精于选材、配料，

重视木材本身的自然纹理和色泽，家具色泽重视还原材色色泽，而

清式家具装饰华丽，表现手法主要是镶嵌、雕刻及彩绘等技法，家

具色泽多以漆面色泽为主，给人的感觉是稳重、精致、豪华、艳

丽，和明式家具的朴素、大方、优美、舒适形成鲜明对比。但明清

两种式样、风格的家具都趋向于将家具色彩还原或处理成暖黃色至

深黑色的色彩区域中的偏深的色彩，这与明式家具所追求的朴素、

大方及清式家具所追求的稳重、典雅是不谋而合的。

笔者在选择“岚”系列家具色彩时，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在

使产品保有明清家具的朴素、大方、稳重、典雅的色彩特征的基础

上融入一些当代生活的“舒心”与“时尚”气息。经过反复对比与

试验，最终选择了这种蓝中有青、蓝中有绿，既有传统韵味、又有

当代时尚感，被笔者称为“雅蓝”的色彩作为产品的主要色彩。

（三）体态与空间

“岚”系列家具在空间体态上运用简洁的设计语言，将暗藏

“岚”字符的视觉元素二维拉伸而构成产品的空间实体架构，既简

洁又具有一定的厚重感。同时，笔者于坐具扶手下侧、柜类产品侧

板下侧等部位镶嵌3mm宽的纯铜线条与扶手及侧板平行呼应；并

于柜类或桌类产品的底板上镶嵌10mm宽的纯铜线条构成冰裂纹图

案，象征冰清玉洁。这些设计手法都是为了使产品在具备适度空间

体量的基础上增添几分轻盈与灵动。

为了使“岚”系列家具在稳重大方的基础上增添几分“时尚典

雅”的效果，笔者在选择产品软体部分面料时着重考虑选择与产品

木件部分有明显色彩及质感差

异的、略带丝质感的半闪光面

料，并运用传统手绣技艺以现

代设计的构图表现形式表现牡

丹的花开富贵之寓意。手绣图

案本身有助于塑造产品及空间

的典雅氛围，而手绣图案与主

体面料的色彩对比及构图比例

关系、整体软体面料与木件材料的色彩及质感对比关系的合理设计

与运用又有助于塑造产品及空间的时尚感觉。

“岚”系列家具自2011年开始至今已经经历了从设计、打样、

生产、展览到销售的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与一起工作、

合作的许多人都只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当下幸福生活的

热爱而做了些当代化新中式家具设计的点滴尝试。通过这些宝贵的

工作过程和与之得来的工作经验，笔者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家具

设计要想真正具有生命力，作为设计师，我们应该在尊重并吸收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更加重视通过运用当代的形式与结构的

配合、色彩与材料的搭配、产品与空间的结合的设计语言设计出符

合当代中国人功能与精神诉求的“新中式”家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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