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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家具设计在现在社会中的全新设计策略，总结其多元化设计路径。方法 基于当前社会

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实际需求的变革，引出家具市场的改革方向，指出当前家具设计的核心是创意，接着

从传统文化、人体工程学、技术美学、人性化、怀旧风格等层面展开家具设计的具体策略探究，并以

点、线、面的创意和材料、功能、图案等细节为突破口，逐一论述设计原则与案例，总结家具设计的

发展趋势，试图找出更加贴合实际且有效的全新设计方法，为未来的家具设计发展提供可参考的理论

依据。结论 家具设计并不是生硬死板、默守陈规的，其可以在继承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精髓的基础上大

胆借鉴各种有价值的文化因素和价值追求，进行更加多元的尝试，从而在不断更新与升级中提升使用体

验，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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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Furniture Design Path Based on Diversified Perspective 

ZHENG Qi-fan 
(Dalian Art College,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new strategy of furniture design in modern society and summarize its diver-
sified design path. Based on the change in people’s actual demand brought by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furniture market was introduced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urrent furniture design was the core of crea-
tivity. Then, from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uman body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esthetics, human nature, nostalgic style, 
etc., the specific strategy of furniture design was explored, and with creativity of dot, line, ideas and the details such as 
material, function, desig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design principle and the case were discussed one by on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urniture design was summarized to try to find out a more realistic and effective design method,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furniture design. Furniture design is not rigid and it can boldly learn 
from various valuable cultural factors and value pursui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ur-
niture design, and make more diversified attempts, so as to enhance the use experience in continuous updating and up-
grading and meet people’s various practical needs.of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sign, drawing on a variety of valuable 
cultural factors and value pursuit, try a more diverse, which is constantly updating and upgrading of ascension experience, 
meet the various needs of reality. 
KEY WORDS: diversified perspective; furniture design; essence 

人们生活中所使用的各式家具不仅是一种功能

化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人们在工作、生活和

休闲之余所使用的一种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产品。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家具设计要在实现基本使用功能

的基础上，以更加独特的形式和多样化的功能，满足

人们的个性化审美需求[1]，只有这样，才能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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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在发展中凸显自己的实力。然

而，从市场上现有的家具来看，无论是在原材料、工

艺、技术、设计、包装上，还是在终端陈列、导购等

方面，都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或者同质化严重，

或者恶意竞争，既缺乏主导设计思想和理念，又没有

优秀的设计队伍，千店一面、形式雷同，这是家具市

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2]。如何成功突破发展瓶颈，让

家具产品更好地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促进家具市场稳

步发展，成为设计师在家具设计过程中必须认识和解

决的重要问题。 

1  基于传统文化的家具设计 

在当前的家具市场，创新和原创设计很难，一些

家具生产企业虽然拥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但是由于

种种原因在自主研发上后劲乏力，更多的是打着传统

文化的旗号对先辈遗留下来的明清家具进行仿制，或

者直接照搬其他国家的设计经验和策略[3]。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下来的精华，其不仅

有着多样化的形式，而且蕴涵着古人对世界各方面的

看法和思考。将这一文化与家具设计深入结合将会碰

撞出艺术的火花，给家具设计带来深刻的文化内涵，

同时摆脱家具设计渐趋模仿化，盲目跟风抄袭贴牌生

产的现实困境，赋予家具本土文化特质。在形式方面，

设计师要对中国传统家具中的装饰纹样和体制进行

改良和延续。比如，秦汉家具的精炼、唐代家具的丰

满华丽、宋代家具的典雅柔美、明代家具的简练秀丽、

清代家具的繁琐富丽等，这些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设

计风格的家具作品各具特色，是现代家具设计师可以

灵活借鉴的重要方面。其中，明代的家具更是突出的

代表，梅花凳的虚实体量、圈椅的线性比较等，都是

道家“阴阳互依”思想的体现，其整体的简约造型和

大量的自然材质的使用，都给了设计师多样化的设计

灵感。在意蕴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

更是蕴涵着古人对世界对人自身各方面的看法和处

事方式，而在“意”的表达上很多与现代人是一致的
[4]。比如，“天圆地方”的桌子的设计讲究上圆下方，

采用花瓶状支撑柱，底座以梅花十字支撑，桌面保留

传统红木圆桌的样式，桌椅合拢的方式和状态合为一

体后形象地阐释了“天圆地方”的含义[5]。在情感方

面，传统文化在情感表达上是丰富的，也是深入人心

的。充分利用其中的一些典型思想，能够使家具设计

富有情感化的寓意，刺激处于使用过程中的人们的某

一感官，引发出其他感官方面的感觉，亦或是情感共

鸣。这样的设计，给予了家具设计更加丰富的内涵与

吸引力，值得进一步推广与实践。 

2  基于人体工程学的家具设计 

传统美学形式在技术美学的诞生与发展中逐渐

败下阵来，取代它的是更加科学的人体工程学形式，

强调的是在具备审美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人们

对家具产品的功能性需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加舒

适的使用体验。首先，“点”的解读[6]。在家具设计

中，一些很微小的“作用点”反而有着重要的作用，

支撑着整个家具的外部造型框架和人体重力，同时还

要具备更为舒适的体验效果。有的带有靠背的椅子在

设计时会增加一个调整靠背支撑的关键点，方便人们

在使用时根据实际需求调节椅子的外观和舒适度[7]。

这样的细节处理，不仅减少甚至消除了人体背部与椅

背的接触点靠下所带来的疲劳感，而且让椅子的外观

更加美观，十分科学。其次，“线”的解读。“线条”

的存在是勾勒具体的家具形体的关键，与人体工程学

关系密切。充分合理地利用线条，可以增加椅子的柔

和曲线美感，更加贴合人体的弯曲度。尤其是“曲线”

的融入，更给了家具设计以生命力，给了家具造型更

多的灵感，让人们的使用更加舒适。再次，“面”的

解读。“点”、“线”、“面”是不分家的，因此在“点”

和“线”的发挥作用的同时，“面”同样有着重要的

存在价值。床的床面、桌子的桌面等是家具设计中与

人体接触最广泛的部分，对“面”的个性化设计能够

使人们的使用更加舒适。一款将“面”设计成人类屁

股形状的椅子就是十分突出的代表。其在设计时更加

人性化地根据压力分布的大小设计了坐面的不同深

浅，有效保证了使用舒适度[8]。 

3  基于技术美学的家具设计 

文化与审美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技术美的发展，

渐渐地，技术美学开始在家具设计中崭露头角，并表

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使家具设计拥有了使用功能

美、物质功能美、精神功能美，实现了艺术性与物质

性的合理结合。在功能技术美方面，折叠家具就是应

用技术美学比较突出的代表，这样的设计使得家具的

功能性更加突出，不仅节省了家居空间，而且便于使

用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使用。在结构技术美上，有着

多样化的表现。实木家具设计中对技术美学的应用主

要会借助榫构件的结合来让框架结构形成一种严密

完整的美的姿态，再结合对受力支撑结构的准确定

位，进一步增强实木家具的结构美。比如，实木书架、

实木茶几等家具形式大多是这样设计的。板式家具设

计中对技术美学的应用主要通过拆装结构来展现，无

论是紧固式连接方式还是活动式连接方式，抑或是折

叠伸缩装置的运用，都让板式家具具备了更加灵活的

结构，从而使使用者的应用更加得心应手。在技术美

方面，家具设计主要借助自然美、坚韧美和纯净美的

使用展现技术美学设计思路。比如，在坚韧美的表达

上，设计师可以将家具的支撑部分加入金属细线，借

助金属材料展现一种纤细柔美的特点，让整个家具看

起来不沉闷，也不笨重，而是充满了纤巧轻盈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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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这一效果的呈现就是利用金属材料弹性好、强

度高的特点，在结合锻、焊、铸等加工形式实现的。 

4  基于人性化的家具设计 

人性化理念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具体到家具
设计中主要是指在满足家具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
根据人的行为习惯、人体的生理结构特征、人的思维
方式、心理情况等，进行更深一层的优化，使家具充
满人文关怀，从而有效提高家具质量及人类的工作、
生活品质[9]。比如，坐椅的宽度、大小要在生理层次
上满足人的需求，同时在精神、行为与心理上满足人
们的需求。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儿童家具的人性化设
计。儿童家具是否人性化，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和评
价，如造型、色彩、材质、功能等是否能够更好地满
足儿童心理和身理上的需求，使用起来是否安全等
[10]。第一，在造型上，儿童家具设计需要从安全性、
美观性、舒适性等方面着手。以安全性为例，儿童家
具造型的设计要求是安全第一。首先，儿童家具设计
要考虑稳定性，具备一定的质量，避免因家具太轻、
不稳固，导致儿童摔倒或者其他意外伤害；其次，在
桌角、凳角方面，要设计成圆滑的棱角，避免儿童在
使用或奔跑过程中碰伤或剐伤；再次，儿童家具防护
栏杆的设计要根据儿童的实际，选择适中的宽度，如
果过宽就会失去原本的保护功能；最后，鉴于儿童好
动、喜欢玩游戏等特点，在设计儿童家具时还要有通
风孔设计，避免传统的关锁装置，最大限度地保护儿
童[11]。第二，在色彩上，儿童家具设计应强调人性化。
比如，婴幼儿时期的儿童，家具设计的色彩要适当丰
富一些，刺激儿童的视觉神精的发育，发挥他们的创
造力；青少年时期的儿童，家具设计的色彩要有新颖
感、个性化，可以适当进行不同形式和手法的处理，
满足他们对色彩的更高要求。第三，在材料上，人性
化设计显得更加重要。首先，设计师要尽量选择木质
原色环保材料及采用榫卯结构进行组合安装，尽量避
免和杜绝使用油漆及其他有毒物质释放量太大的劣
质材料，减少和消除有毒物质对儿童身体的伤害。 

5  基于怀旧心理的家具设计 

“怀旧复古”的设计文化在家具设计中日渐突
出，并成为了主要的趋势之一。借助怀旧心理改造的
家具设计，总是能够轻松激发人们内心的怀旧情绪，
唤起人们对场景和物品的回忆，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人与产品间良好的情感关系的建立[12]。比如，
家具设计中的怀旧心理应用多会从复古现象入手，以
引发人们在当前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对怀旧的情
感诉求，所标榜的是一种独特的生活品位[13]。在家具
功能上，设计师多会从传统家具中汲取造型与结构的
灵感，同时将榫卯等家具结构与模块化设计结合，既
保持一种怀旧感，又能提升实用性；在家具材料上，

设计师常会结合木材、皮革、金属等材质的可变化性，
融入家具使用者的个性化参与，使家具在使用过程中
慢慢变色，形成一种沧桑感。这些都是怀旧家具设计
有价值的指导与参考。 

6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甚至审美层面

都离不开家具的参与，家具设计在室内空间上给人带

来视觉的美感和触觉上的舒适感，可以说，家具已经

成为大众文化里非常重要的扮演者。而那些充满个性

化同时照顾到不同人群、不同场合的人性化家具设计

更是一种尊重个体、展现个性的表现，其所追求的是

一种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家具的各

方面功能。作为设计师，要在实际的家具设计过程中

充分挖掘使用者需求，以使用者的实际需要为宗旨，

正确把握大众的消费趋向和消费心理，同时融入个性

化元素，进行更高层次的家具设计，不管是基于传统

文化、人体工程学、技术美学还是怀旧心理，都要让

家具更加符合使用者的使用习惯，更加符合时代的要

求，实现更大意义上的价值提升，为人们提供舒适的

生活环境，获得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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