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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借用知觉现象学的观点来指导家具设计实践。方法 通过对传统家具设计案例的解读，从

身体作为主体的知觉体验和具有场所精神的家具空间体验两方面阐述基于知觉现象学的设计过程。 结

论 通过对具有场所感的情感体验和情境表达，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观点。知觉现象学是研究家具设计

体验的有效方法，通过强调身体的综合知觉对家具所处特定空间进行体验，其重点在于表达身体与场

所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再次解读和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情感需求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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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Phenomenology I nterpretation of Ming Dynasty Furniture 

XU Dan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discuss the furniture design fro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It expresses that two aspects of body 
comprehensive perceptual experience and place spirit which guideline the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sign case. We can draw conclusions from emotion experience and express with a sense of place,that 
perception phenomenology is a effective method of furniture design experience. Through the experience to special furniture 
space by  body comprehensive perception,we can expres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body and space. It expresses the method 
of perception phenomenology in furniture design from the life world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place situation expression. 
KEY WORDS: Ming dynasty furniture; body; place 

家具设计是一门复杂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它通过空间对日常生活中的事实进行描述，反映所

在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情感的特征。就

设计过程来说，并非绝对依据使用功能，而是依赖

主体的知觉体验，带有较强的主观心理和情感经验。

同时，与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不同，家具设

计作为与人们关系最密切的设计之一，无时无刻不

与生活世界的各方面相关联，同时基于知觉因素的

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正是这些特点使家具设计与

知觉现象学有着天然的契合点。梅洛·庞蒂的现象

学从知觉出发，以“身体”与“场所”作为媒介，

关注感知对象、感知主体及相互间关系的整体性，

从而了解其本质，而且知觉现象学的直观、透彻的

研究方法和注重体验的研究态度对认识复杂表象下

的家具设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苏州及周边地区所生产的苏式家具就很好

地诠释了这种理念。苏式家具是明式家具的代表，

以形态优美、工艺考究、品位素雅的特点闻名于世。

明朝是中国古代设计发展的高峰，尤其在江南地区，

不但有文人园林、居室陈设等家喻户晓的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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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长物志》、《闲情偶寄》等设计著作

的问世，其设计思想对苏式家具的影响一直延续到

清代早期，后因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苏式家具逐渐

失去原来的韵味，开始转向繁琐雕琢。因此，清中

后期苏州等地生产的家具是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苏式

家具。为了使研究更趋于完整和连贯，这里把苏式

家具的时间界定在晚明（明末清初）。 

1  动态性的身体体验 

知觉现象学的核心观点是将身体作为体验和感

知世界的中心。生活世界中的知觉活动依赖于身体

在空间中的姿势、状态和习惯，在整个过程里，身

体是主体，起到了媒介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人

类的身体在不断的变化和延展。因此，就知觉体验

而言，家具设计实际就是身体在空间中的自我调节、

适应和重构。 

1.1  多种感觉的综合体验 

对于家具的造型、色彩、质感、气味、尺度等

方面的体验属于知觉范畴，是由视、听、嗅、触觉

等器官共同感知的，其中视觉体验占有主导地位。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家具设计往往侧重视觉信

息，过于注重对视觉元素的堆砌，如华丽繁琐的装

饰、新奇材料的使用和复杂工艺的展现，忽视了对

其他感知的关注。而实际在家具的日常生活使用中，

其他的感知体验同样不可忽视。 
苏式家具非常在意材料本身的物质性表现，并

有意识地挖掘各种材料的建造结构和加工工艺。其

“因材制宜”的造材手法对多种感知体验做出权衡，

尽可能带给人们多层次和完整的知觉体验。 
江南文人喜爱自然木质，但在苏式家具制作上没

有选择当地的红榉、黄杨等树种，而采用了花梨、鸡

翅等优质硬木，特别是黄花梨。究其原因，除了黄花

梨的木质稳定，能承受复杂的榫卯工艺，制成的家具

使用寿命长外，多种感觉的综合体验尤为重要。如触

觉方面，黄花梨坚硬的质地能够雕刻出丰富的纹样和

流畅的线条，硬、重、滑等多种的材质表面特征与人

的触觉体验相连；在视觉方面，黄花梨色泽文雅沉静、

纹理细腻生动，《格古要论》有云：“花梨木……亦

有花纹，成山水人物鸟兽者……[1]。”甚至在嗅觉方

面，黄花梨带有清幽木香，令人沉醉。  
为了更好地展现硬木的天然色泽和纹理，苏式

家具改变了宋元时期重漆善描的工艺，少用油漆，

局部打磨上蜡的技术，整体显得明暗分明、素净大

方；细节方面，雕刻手法精巧古朴，很好地呈现了

硬木纹理朴拙温润的自然美感，散发出浓郁的书香

气息，符合文人雅士所追求的安逸、简朴的感觉。 

1.2  交互作用的知觉体验 

人的器官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各种知觉信息在

大脑中汇集，经过记忆、直觉、联想等手段的处理，

得到综合感受。各种知觉体验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

比如视觉与听觉之间可以互通愉悦的感受，看到有

韵律感的造型会有种聆听美妙音乐的感觉；同样，

美妙的音乐使人产生视觉快乐的联想。视觉与嗅觉、

味觉之间的互通感同样明显，比如中国菜肴注重色

香味俱全，视觉上的颜色鲜艳，嗅觉上的香气扑鼻，

即使你还没品尝，甜美口感便荡漾开来。所有的知

觉体验在交互作用下构建起了无法分割的联系。透

过几个突出的知觉特征就可以决定对一个形态的认

识，诱发记忆，继而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形态[2]。 
知觉的交互作用同样体现在家具体验方面。身

体作为感知主体，在与家具接触的过程中，既是知

觉的，又是空间的，两者互为主动和被动，始终处

于不断调整自我的视野和空间的状态中。 
比如苏式家具中的“交椅”。其通透俊雅的样式

和灵活多变的构造同样体现了视觉与触觉交互的特

点。交椅的形式源于汉代的“绳床”、“胡床”。为

了达到最佳的通风透气的效果，除受力的框架外，包

括靠背、档板和扶手等都尽量删减，就连坐面也用穿

绳代替，只在局部饰以精致的雕饰纹样。椅背采用圆

形栲栳圈的做法，弧形背板作为支撑，中间以如意纹

样作点缀。线形柔美且契合人体工学。圈背与扶手端

的弯头相连，扶手的末端弧线向外转，与椅圈的弧线

相切。扶手向外的张力和椅圈向内的张力相互抵消，

视觉效果更加协调合宜。上部的圈背延伸至下部交叉

的椅腿，中间形成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矩形坐面。整

体造型方圆结合、曲线流畅、平整无缝，给人以视觉

上的愉悦感和触觉上的舒适感。 
交椅最大的特点是收放灵活，可以放在室内配

合桌案陈设，也可以置于室外观赏风景，不用时可

收起储藏和携带。这是因为交椅采用前后支架交叉

的支撑结构，连接处加上转轴，所以能够折叠。从

侧面看椅腿的距离与坐面宽度相同，椅腿交错形成

两个稳定的三角形，下端还装有脚踏。这种形制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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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平衡稳定的美感，非常符合人体构造和方便日

常使用。 
交椅的结构与装饰具有同一性的特征，如搭脑、

脚踏、扶手等构件发挥本身功能的同时，还兼具装

饰作用。协调的比例、流畅的线条和简洁精致的纹

饰，打破了主体构架在几何形态上的单调，使得力

学、美学与功能达到完美的统一。 
由此可见，身体是感知、体验空间的接收终端。

家具设计应满足动作和空间的需求，不能只关注造

型、色彩等视觉内容，而忽视人的行为方式及心理

感受，特别是这些因素对人造成的象征意义和综合

感受。 

2  开放式的场所精神 

“知觉，是借助身体使我们出现在某物面前，

该物在世界的某处有其自身的位置，而对它的破译

旨在将其每一细节再置放到适合它的境域之中”[3]。

场所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一个未定义和没

有特征的空间，经过设计并赋予其价值后，就形成

了场所的特征。场所并不具备某种特别的功能，只

在特定时间内对特定的人群保持归属感和认同感，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场所精神”。诺伯舒兹在解释

“场所精神”时说：“将建筑（设计对象）放在具

体、实在和存在的领域加以理解的理论[4]。”意思就

是说在设计过程中要把设计对象放在真实的生活世

界中进行参照和研究。 

2.1  场所的情感体验 

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场所感都被体验为一种

气氛，也就是作为一种情感和思想存在于生活世界

中。中国传统设计讲究生活气息和人情味，不仅重

视在日常生活中场所精神的体现，还要为具体设计

提供指导，使其获得幸福感和存在感。 
“创造力的获得，并非一定要站在时代的前端。

在我们身后，一样会看到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积累的丰

厚资源”[5]。北欧家具闻名于世，在中国更是容易被

接纳和备受好评。究其原因，北欧家具的整体感觉和

设计理念秉承明清家具传统风格，融合现代审美需

求，形态灵动，韵律优雅。加上抽象的中国元素设计，

营造出变化多样又亲近怡人的东方情调和气韵，使人

们感受到久远记忆中的情感和温暖。据说丹麦著名的

家具设计大师汉斯・瓦格纳迄今为止的 500 多种设计

当中，近 1/3 与中国圈椅的主题相关 [6]。苏式家具和

北欧家具主客体之间尽管时空相隔很远，但由于它

们之间的联系使得彼此交流不存在隔阂和滞后，于

是产生出时空拉近甚至消失的体验。     

2.2  场所的情境表达 

现象学家博通德·伯格纳认为设计中的功能、

技术和效益虽然重要，但这些在创造美好生活世界

的过程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由此，他倡导在设计

中加入现象学的方法，营造场所的“情境”氛围，

理解事物与所处环境的关系，从环境的变化肌理中

找寻存在的情感，找寻场所与栖居于此的人的互动

联系，以延续场所中自然景观及文脉的情感。 
苏式家具有着悠久的历史，蕴含灿烂的地域文

化，形成了一种素洁文雅、工艺精巧的东方家具体

系。它不仅功能实用，而且富有装饰性与艺术韵味，

渗透出的文化底蕴一直为世人所称道。更重要的是

其中蕴含着浓郁的“场所精神”的生活气息。“适

筑是表，家具是里”。随着明代“大木构架”建筑

体系的成熟和苏州园林风格的形成，苏式家具采取

了遵循场所内的造型法则和象征意蕴的策略，形成

了依附于园林建筑的“小木作”体系，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2.2.1  “宜形”的整体结构  

苏州园林建筑和苏式家具都由竖向的承重系统

与横向的围合系统构成。园林建筑以梁柱结构为主，

不受开间跨度的限制；木作力求精致考究，构件采

用节点榫卯的做法，彼此相互穿插并可根据需要任

意增减，功能兼具装饰作用；梁柱间的挂落装饰采

用各种纹样，精巧秀美。受此影响，苏式家具同样

以框构架，横档为梁，竖者为柱，用榫卯连接，构

架严谨；所有构件的位置、大小、形态均以协调匀

称为美。局部雕饰多附加在辅助构件上，不影响主

体的简洁精炼。 
2.2.2  “宜境”的外观形态 

苏式家具的形态和苏州园林建筑一样，都采用

比拟自然的手法。比如苏式家具中椅子的外观式样

丰富多样，常出现在靠背顶部的搭脑是其中最具形

式美感和艺术表现力的地方。搭脑的式样除了与人

体工程学有关外，更注重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为了

将家具与建筑同构和融入室外的苍松翠竹中，搭脑

向上翘起，形如枝桠参差交错，又若飞鸟展翅，呈

飞翔之势，营造出轻盈灵动的韵味。 此外，苏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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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不仅与室外自然环境相融合，还注重与室内人文

环境的协调适应。苏州文人居所内盆景、古玩、文

房四宝等陈设品较多，墙上的书画也占到很大比重，

营造出浓郁的艺术氛围，对苏式家具的形式感产生

了重要影响。线形是中国传统艺术中主要的造物形

式，晚明文人常用书画理论来指导设计，对家具的

审美要求就像吴中四家的书法一样秀骨清像。因此，

苏式家具的整体外观流线趋于简洁、灵动、少雕饰，

如书法笔调一般运用自如洒脱，呈现出“形态潇洒、

线条飘逸”的审美特征。苏式家具形式与自然、人

文环境的呼应见图 1[7]。 

图 1  苏式家具形式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呼应  
Fig.1 The form of Ming dynasty furniture and the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3  深层次的思想构建 

苏式家具在成为物理对象之前，承载着观念、

理念、情感等无形的创作行为。家具除了使用功能

外，在思考方式、设计内容等精神方面其美的表达

显得更加重要。当家具在现实中形成有形的结构之

后，蕴含在其中的行为文化便隐藏了起来，但这些

无形的深层结构，将会成为支撑家具的骨架，并决

定它的价值。在中国传统家具的设计中，使场所与

生活世界发生关联的有“取象”和“体道”两种表

达方式。 
“取象”出自于《易传·系辞》的“取象比类”，

指的是用直观形象的概念来表达事物的抽象意义。

比如苏式家具由于制作中心在苏州，因此设计从江

南当地灵秀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园林中吸取灵感，精

巧简约的造型，往往能在将苏州园林建筑复杂多变

的结构化繁为简的同时，更具备很强的形式美感。

苏州园林的山水景观和建筑轻灵精巧的造型、通透

的门格花窗构造和玲珑精致的供桌、座椅、花架等

家具陈设，三者之间功能、形式和格调相互统一，

体现出园林和家具内在的和谐，蕴含着苏州园林艺

术的哲理和温润的情感。苏式家具艺术是场所环境、

园林建筑、陈设、雕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体。 

“体道”是对道的追求和体验，身体力行地进

行道德实践。在现象学中的表述则是借用某种具体

的形象暗示特定的事理，把一个约定俗成的事物再

现在另一个场所。比如苏式家具上的传统纹样不是

对事物外在形象的简单模仿，也不是纯粹抽象的符

号提取，而是蕴含于对象中的情理即“道”的象征

和表达。观物——取象——比类——体道是中国传

统的方法论，对于事物的认识往往在关照他物、在

编织起的此物与他物相互倚重的整体中达到对此物

的理解[8]。 

据史料记载，晚明文人积极参与家具设计实践，

并总结设计理论。在家具的式样、构造、尺度、材

料、工艺等方面都有涉猎。有画家推敲形制并绘制

图样流传后世；有学者钻研设计理论并撰写论著；

甚至有文人亲自参与加工制作，这并不是他们的谋

生手段，而是一种闲赏方式，在于对生活细节的精

致化、艺术化、情趣化的表达。晚明文人重知觉和

实践观念的形成对苏式家具生活美学的形成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现象其实体现了当时学界“崇实黜虚”的

实学思潮。晚明时期政治腐败但经济相对繁荣，加

上手工业的发展和西方思想的涌入，使得社会文化

主要群体——文人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伦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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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审美情感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反对

晚明儒家王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文人承接北宋

“实体达用之学”，崇尚道德实践、经世应用，提出

走出书斋，融入社会和生活。以个性解放为动力，

摆脱“百工、六艺之人，君子不齿”的羁绊[9]，全程

亲身参与设计和制作过程，进行反复的实验思考和

亲身体验，并乐在其中。这种崇尚设计创意和对日

常生活方面细致入微的关注的风气在晚明文人中成

为一种时尚，使得设计贴近生活、注重实用，从而

将苏式家具设计推向巅峰。 

4  结语 

苏式家具设计的过程是审美与功能完美结合的过

程，是对生活世界的再次解读，是探索人的生活方式和

文化情感需求的完美案例。而知觉现象学是研究家具设

计体验的有效方法，通过强调身体的综合知觉对家具所

处特定空间进行体验，其重点在于表达身体与场所之间

的互动关系。因此，只有对“场所精神”生活空间和完

整的“身体”知觉体验的充分体现，并饱含着我们生活

世界中所有知觉体验和情感经验，设计的民族身份才能

嵌入身体，植根于灵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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