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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传统家具历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

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具文化，而明清家具更是传统家具文化的

高峰代表。本文以明清家具在现代社会技术与材料的改进、现

代审美的契合以及传承至现代社会的意义，三个主要方面入

手，来分析明清家具在现代社会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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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明清家具的特点概述

明清为中华文化传统家具的巅峰时期，材质多以木材为

主，在明清期间文化和原料丰富的前提下，迸发出此前未有的

活力。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居的特点也有些许不同，明式线条简

练，清式精致繁密；明式注重实用性，清式趋向于装饰。明清家

具在不断传承的基础上，使用各类材料与技巧，使家具艺术趋

于完美，以其巧思、精工、亮材勾勒出和谐交融，为中国家具谱

写出辉煌的一页，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是中国建筑艺术的延

伸、造型雕刻艺术的凝聚、书画艺术的载体。

２　传统技术、材料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２．１　技术工艺效率与艺术的平衡　明清家具继承着中国

传统家具的优良结构，技术上，多使用木质铆钉结构，辅助以

鳔胶粘合，扣合严密、工艺精致，充分兼顾了实用性和精致性，

其榫卯结构的科学性更是在各艺术门类中独占鳌头，是历代鲁

班弟子的智慧结晶；艺术上，不管是明式家具注重线条优美，体

现了面线结合、整体与局部的优美比例，还是清式家具丰硕、

厚重的风格，都别具匠心，令人叹为观止。其镶嵌工艺和榫桙

结构，充分的利用了木材天然的本性，也赋予了家具很高的艺

术价值，精密的木质铆钉结构，让家具更加牢固与经久耐用，鳔

胶粘合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凭借着铆钉就能实现家居的

拼接，其工艺精确、间不容发、扣合严密，制作可以说是天衣无

缝。但这这种艺术上的追求和技巧的坚持，导致对工匠的手工

工艺要求很高，很多地方也难以用机械化的手段去批量操作，

导致仿古成本过高、生产效率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等等缺点。

明清家具若要在现代社会发展下去，就要与现代化生产相

适应，现代化生产，不局限于传统材料和工艺，充分利用科技带

来的便利，使用现代技术，打造出工艺产品，从外观上并不亚于

传统的明清家具。在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所生产时，最重要

的是要保留明清家具的符号，具体来说就是要保留明清家具的

识别度，这样也坚持了传统家具一些本质的东西。比如用现代

切割技术代替传统榫桙制作的“开眼”、“切榫”，在不改变传统

思路手法的情况下，运用现代化生产模式对传统技术的提升和

帮助，达到手工传统技术的表达内容。还有大面积传统花纹的

雕饰，一些表面平整格式固定的雕饰，可以用现代机床雕刻所

代替，而不需要工匠一点一点雕琢，这样数字化的生产也可以

让成品实物与原来的设计更贴合。

２．２　材料的变化与发展　明清家具材料多为名贵木材，

木材为多孔性天然材料，不管是隔音、调节湿度、吸收有害物

质，都是很好的原材料，明清家具用材上主要采用两类木材：一

类为硬木，包含紫檀、黄花梨、铁力木等优质木材；一类为软木，

包含楠木、榆木、胡桃木等。明式家具主要以紫檀、黄花梨居

多，而清式家具以花梨木、酸枝木居多。乾隆之后形成了贵黑

不贵黄的特点，而紫檀家具比较名贵，因此清式宫廷家具大多

是紫檀家具。另外天然木材造型上的可塑性和颜色上的多变

性，也为明清家具增加了很多的优点。

由于木料尤其是“大木”成材动辄上百年，加上明清时期的

大量砍伐，木材的生长都是超数百年，是属于短期内不可再生

资源。所以名贵木材制成的家具的价格居高不下，普通民众难

以负担。因此到了现代社会很多名贵木材已经近乎绝迹，造成

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早在明清家具发展的同时

期，工匠们就已经开始面临这样的问题，大料、好料的日益缺

乏，导致过去的设计思路没有足够的原料支撑，各种替换甚至

翻新的手段开始发展。比如明朝初期作为压仓木的交趾黄檀，

本身生长缓慢成材难的黄花梨、紫檀等，到了清朝中后期就日

渐稀少，工匠们除了开始用拼接等方式应对外，也开始从东南

亚等地引进材质效果相近的酸枝木作为替代，这时候也产生了

用“红木家具”作为优质硬木家具统一的称呼。

材料的替代也成了现代工匠必须考虑的问题，日益稀少的

优质木材，会限制明清家具的继续发展。相关人员在这两方面

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意见：首先那就是对旧有的保护，尽量不再

增加新的损耗。其二则是通过采用代替材料的产品来满足，同

时尽可能的保持产品的传统韵味。同时，材料的变化能够最直

接地让人从触觉上和视觉上感到焕然一新。采用新型材料与

木材的搭配设计，能够快速使新中式家具区别于明清家具及仿

古家具，并且能够保留一部分传统家具文化特色。运用两种材

料的搭配对木材的消耗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环保和减低成本

的目的，使其符合大众消费水平。例如，可与竹搭配生产，竹子

是一种环保材料，多生长在南方，生长周期短，可满足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竹编材料纹路丰富具有可变性，有韧性且可使其弯

曲成异形，材料价格合理，可进行机械化生产，从而代替家居的

部分结构。

３　艺术的追求与现代审美的契合

３．１　明清家具的收藏价值　如古语所说“器以载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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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家具包含了更深刻的文化意义。明清家具向来注重对材料

的要求，精于选材，制作中充分显示木材自身的质感和美感，体

现了中国造物文化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制作上，明清家具能

够遵循科学规律，如明式家具中的靠背椅，经过专家的测绘，得

知此类椅子的各项尺寸与现代标准近乎于一样，显示了我国古

代匠人的智慧。明清家具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思

想的深远影响，无论在造型、装饰、用材还是结构等方面都折射

出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国内社会及国际上，中国的明清家具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重视，更多收藏家及学者保护、收藏并研究它。同时，各种

各样的研究分析，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精髓所在，认

识到明清家具在过去给国人带来的生活理念。明清家具具有

如此大的收藏价值，不仅体现在了经济价值上，更体现出我国

古代匠人的聪明才智与文化。

３．２　明清家具在现代社应用表现　古典硬木家具起源于

唐宋时期，繁荣与明清两代，不管是文人雅士还是达官贵族，甚

至皇城大内，一直备受中国人的追捧。它的造型和花纹一直在

变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不同时期人们的追求和爱好倾向。

明清古段红木多用优质硬木，质感细腻、色泽典雅、表现精

致，具备浓郁的书卷气，符合文人雅士的倾向；硬木色陈质硬，

适合进行复杂的雕饰装饰，能够低调的体现出内在的奢华感，

成了追求富贵的达官贵族的最爱；而用料厚重体态丰满的端庄

造型，让皇家追求的雄伟庄严的感觉扑面而来。那么到了现

代，抛开了这些传统的阶级上的差异，依然会被不同需求的各

阶层人士所喜爱。

３．３　明清家具的艺术性与实用性在现代的发展　在明清

时期的家具图案等设计中，大部分的文化内容已经无法满足现

代人的审美需求。将传统元素融入到现代家具设计当中时，不

仅要注重形式美的体现，还需要对明清时期图案当中的文化

内涵进行深入发掘，甚至可以单纯地提取传统设计中的文化意

蕴，实现与现代家具设计的有机结合，从而丰富现代家具设计

的内涵与底蕴，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

虽然说明清家具相对来说轻装饰，但更准确的讲是它实现

了将装饰与实用性部件的有机结合。比如传统椅子的卡子花、

牙子、托泥等结构部件，不但增强家具机构承担的支撑力度，还

能够发挥装饰作用。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成为了有机设计的

典范，甚至对同时期欧美国家家居设计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这种活泼自然，相对和谐而又统一的风格，也适用于各个

领域设计参考。所以明清家具的艺术价值，不光是在于小小的

家具家装，而是覆盖绘画、雕塑、工业设计等多个领域的发展。

因此在家具设计时，应当注重对明清时期家具图案设计等文化

内容的汲取、消化和吸收，注重传统的传统造型的及色彩原貌

的体现。

４　总结

目前市场上的大多仿古家具仍然受制于传统家具的材料

和结构，未来新中式家具的发展趋势是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设

计，以缓解资源困乏的问题。通过对明清时期家具的技术、材

料的发展和特点的总结与学习，可以认识到传统元素运用到现

代设计中时，并不等同于把中国古典元素简单的“堆砌”，而是

应该对传统元素加以提炼和升华，并将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用现代的思想、现代的手法，结合传统的文化来打造富有传统

韵味的设计，运用新材料，在保留传统家具符号基础上，降低全

实木的苛刻要求，加入新式自然材料和具有现代感的工业材

料，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的中式家具，从而可以降低造价，真正

的使其走入到平民百姓家里。时代必然是在发展的，一切都是

变化中进步的，在现代社会，明清家具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中找

到平衡点，如何在适应现代使用需求的同时体现传统文化精

髓，创造出新的现代艺术，这是现代工匠、艺术家在思考的。

参 考 文 献

［１］　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２００８．

［２］　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藏［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

［３］　马未都．马未都说收藏 -家具篇［Ｍ］．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８

［４］　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５］　丁舒嫣．明清家具在设计美学上的研究价值探讨［Ｊ］．文

艺生活：下旬刊，２０１５（１ １）：１４９ -１５０．

［６］　陈励景．明清家具的现代价值探析［Ｊ］．天工，２０１７，０２：

９４ -９５．

［７］　薛文静．雕榫凿卯———从儒家经典看传统家具［Ｊ］．艺

术．生活，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６０ -６１．

［８］　肖玲．木工数控雕刻机的探讨［Ｊ］．木材工业，１９９９

（０４）：３１ -３２．

［９］　李雅丹．浅谈中国明清家具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Ｊ］．江西建材，２０１９（１ １）．

［１０］　黄秋奇．浅谈明清古典红木家具的传承与创新［Ｊ］．赤

子，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２６）：７０．

［１ １］　程晓晓．明清家具风格对现代中式家具设计的影响

［Ｊ］．林产工业，２０２０．

［１２］　周佳凡．明清时期传统家具对现代设计影响［Ｊ］．文艺

生活·文艺理论，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４）：１２２．

［１３］　朱雪薇．明式家具对现代家具设计的影响［Ｊ］．艺术研

究，２０１５（０３）：１６６ -１６７．

［１４］　谭向东．当创新与传承产生碰撞———当代红木家具设计

的一些思考［Ｊ］．商品与质量，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９）：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５］　周艳．明代家具与清代家具的艺术风格———谈明、清家

具艺术风格的差异性［Ｊ］．湖北工学院学报 ，２０１ １（３）．

［１６］　程艳萍，吴智慧．中国明清家具现代价值考［Ｊ］．家具与

室内装饰，２０１０（５）

［１７］　高伟霞，吴智慧，余继宏．基于 ＳＰＳＳ 的明清苏作家具木

雕装饰差异分析［Ｊ］．林产工业，２０１８，４５（７）：３３ -３６．

［１８］　朱雪薇．明式家具对现代家具设计的影响［Ｊ］．艺术研

究，２０１５（０３）：１６６ -１６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