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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明清苏作家具雕饰艺术特征内涵，并对明清不同时期苏作家具雕饰艺术的嬗变表现及

其变化机理有清晰的辨识。方法 通过对现存明清苏作家具木雕实例的收集、归纳、分类，提炼出明清

苏作家具雕饰的艺术特征。结论 明清苏作家具雕刻装饰由初期的简洁走向繁复，由装饰与结构的融合

走向装饰与结构的二元分离，但总体保持装饰有度的特色，也呈现出布局对称均衡，主题统一、有层次，

用材具有地域性等整体特征。明清苏作家具雕刻主流纹饰在雕刻题材、雕刻技法、雕刻用材、审美风格

等方面的差异变化以清朝中期为时间节点，呈现出题材世俗化、构图组合化、位置程式化、饰面浓华化、

用材差异化的趋向特征，这一现象正是由儒商结合的风尚、上行下效的消费心理、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

民文化的兴起以及雕刻工具技术的改良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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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yle Furniture Carving Ar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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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u-style furniture carv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clearly identify its transmutation forms and mechanism. By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the 
existing Su-style furniture woodcarving exampl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refined the carving artistic features. 
The sculpture decoration of Su-style furniture changes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decoration 
and structure to their separation, but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decoration are kept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also present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symmetry and balance of layout, unification and hierarchy of themes, and regionality of ma-
terials. The difference of mainstream decoration of Su-style furniture carv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carving theme, carving techniques, carving materials, aesthetic style and other differences take the mid-Qing Dynasty as a 
node of time, showing the theme of secularization, composition, position stylization, decorative luxuriance, material dif-
ferentiation trend characteristics. This phenomenon result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sinessmen, the 
consumer psychology wi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ffect, the prosperity of commodity economy, the rise of civic cul-
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culpture tools and techniques. 
KEY WORDS: Su-style furniture; carving art;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具有地域风格的家具不仅能

够客观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物质水平和技术发展，还能

折射出该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生产、生活方式与人

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变迁等内容。苏作家具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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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具的三大地域流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贯

穿明清整个历史时期的地域流派。从明清至今，就使

用雕刻技法而言，其他地域风格家具雕刻多以传承为

主，而苏作家具木艺雕刻一直通过实物制作的方式进

行着传承与创新，中间从未有间断。  
从以往的学术研究来看，人们对明清苏作家具的

研究仅侧重于明式风格，极少进行时代分期研究，因

此有必要从动态演化角度重新认识明清苏作家具木

雕技艺内外形式要素及其成因，从历时性视角，对时

间维度下的明清苏作家具雕饰艺术特征及其变化进

行剖析，也寄望为当代苏作家具装饰技艺提供创新 
依据。 

1  明清苏作家具雕饰艺术整体特征 

1.1  装饰有度 

明清苏作家具雕刻的装饰尺度是在不影响器物

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进行符合时代审美思想和工艺水

平的美化。苏作家具本体是其雕刻装饰艺术依附存在

的客观实在，换而言之苏作家具雕刻装饰艺术必须依

附于家具形制才能得以表达。构件作为苏作家具雕刻

艺术表现的单元载体，其尺度影响着家具雕刻纹饰的

构图，并形成了“纹样尺度⇆构件尺度⇆家具尺度”

这一关于苏作家具雕刻装饰的双向循环的空间组织

关系。 
明清苏作家具雕刻装饰总的来看是适度的，其表

现是多方面的，如家具器型的设计、技法的选用等，

而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合适的饰面比例尺度，并呈现 
 

给人适宜的装饰感受。明清苏作家具雕刻装饰有度，

从根本上讲，这源于其内含的浓厚的儒家思想。苏作

家具的消费群体是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一类人

群，相宜适度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文质彬彬”、“劳而

不怨”、“欲而不贪”的适度原则在日常生活器物装饰

中的表现，体现和谐、中庸的审美标准[1]。 

1.2  布局对称性与均衡性 

对称与均衡不仅是明清苏作家具雕刻装饰图案
构图布局的主要形式，也是雕刻装饰构件在家具空间
位置组织排列的两种基本方式。苏作家具雕饰构图纹
样见图 1。对称是以家具形体中心为基准，成对安设
各类雕刻构件，包括轴对称和中心对称两种方式，其
中轴对称最为常见，中心对称一般是用于诸如三腿香
几等不规则形式的家具品种。均衡是指单件苏作家具
中各装饰部位雕饰的纹样上下、左右平衡或成套家具
同一装饰部位所雕图案相互平衡，给人带来视觉心理
的平衡感，这种组织形式的家具，在装饰部位所雕图
案的题材元素、种类、大小、排列并不完全对应，而
呈现一种异形、异量的呼应均衡[2]。 

1.3  主题统一性与层次性 

明确的主题性和有序的层次性是苏作家具装饰
艺术最为直观的特点。明清单件苏作家具中的许多构
件往往都进行了雕刻装饰，不同装饰部位的雕饰题材
有的相同，有的虽然不同但却能构成和谐统一的雕饰
主题。特别是后者，必须紧紧围绕中心主题，通过与
非核心构件纹饰的巧妙过渡和衔接，以及与各纹饰所
呈现的雕饰元素的形态大小、疏密和装饰面积的对 

 
 

图 1  苏作家具雕饰构图纹样 
Fig.1  The patterns of Su-style furniture carving 

 

 
 

图 2  明清苏作家具主题性和层次性纹样 
Fig.2  Thematic and hierarchical patterns of Su-style furni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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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终构成一个主题突出、层次丰富的苏作雕刻家

具整体，明清苏作家具主题性和层次性纹样见图 2[3]。

苏作家具雕刻与其所在的建筑空间雕刻，如建筑木

雕、砖雕和石雕也存在纹饰主题的统一性和层次性的

多维度呼应。 

1.4  用材地域性 

就地取材是明清苏作家具雕刻的用材特色，这与

当时国内木材流通的客观环境有关。特别是明清园林

内的苏作家具雕刻，很大一部分采用当地盛产的榉木

制成，榉木既有美观的纹理，又有美好的吉祥寓意，

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就地取材不仅是家具陈设的特

色，也是苏州园林建筑雕刻的特色，如建筑雕刻多采

用当地产的银杏木、楠木、黄杨木、杉木这些质地细

密坚韧、不易变形的树种，建筑石雕则多采自吴县金

山乡花岗石和苏州盛产的太湖青石，质地细腻坚韧。 

2  明清苏作家具雕饰艺术特征嬗变表现 

2.1  题材世俗化 

明清苏作家具雕刻装饰是具有时代属性的程式

化装饰符号，清初之后，苏作家具雕刻的题材纹饰呈

现出普遍的趋势，即大量使用世俗化的装饰题材[4]。

世俗化的题材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指题材内

容的生活化，二是指使用者的审美趣味和底层大众相

接近。世俗化题材在苏作家具雕刻中的频繁使用与苏

州当地的社会习俗、发达的戏曲文化、逐渐兴起的市

民文化密切相关[5]。 
《清嘉录》是清代道光年间苏州文士顾禄的著

作，记述了清代吴地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

及岁时琐事、节令习俗，从中不难看出当地民众对日

常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祈求。无论是祭祀供奉还是定

亲、婚嫁、生子、生辰寿诞、造屋上梁、拜师谢师、

乔迁新居、营业开张、金榜题名、升官中彩，或是逢

年过节等名目繁多的活动中，人们常常爱听或喜说吉

利的话，谓之“讨口彩”。这种生活习俗文化也展现在

了苏作家具雕刻装饰题材中，所谓的吉祥图案，它不

仅是底层百姓们喜闻乐见的，而且也受到苏州当地富

商、官僚、文人们的青睐。 
 

明中后期至清初，苏作家具雕刻以古朴的龙凤、

简洁的几何纹和植物花卉为主流装饰题材，尽管也出

现了通体雕刻的家具雕刻，但因为特定的时代审美，

并没有成为主流的装饰语言。清中期时苏作家具雕刻

装饰题材逐步世俗化，由雅入俗，表现喜庆丰足，预

祝长寿和升官的市井生活情趣图，再现吉祥寓意和民

俗生活场景的吉祥图案，戏文图案等题材成为清中期

以后苏作家具雕刻的主流装饰形式，如清代苏作太师

椅世俗性题材的木雕装饰背板，见图 3。从清中期苏

作家具雕刻题材转变这一点，也可以窥见明清家具雕

刻装饰语言的世俗性变化。 

2.2  构图组合化 

构图是明清苏作家具雕刻组织题材、分布形象元

素、美化家具构件的造型艺术手法。苏作家具雕刻纹

饰灵活地依器施形，依据不同的纹样形象和装饰部位

形制，应用不同的图案构成，并形成了丰富的构图方

式。明式苏作家具雕刻主要以单独纹样为组织形式，

而清式苏作家具雕刻则普遍使用多元素组合的综合

纹样，这与苏作家具不同阶段主流题材的转变有关，

如明式和清式苏作家具独板式纹样椅背，见图 4。 
以纹样限定于特定空间框架内的适合形构图为

例，明式苏作家具雕刻主要是由单独纹样的适合形构

成，而清式苏作家具雕刻则是由组合纹样的适合形构

成，并利用题材元素之间的疏密关系、形体大小对比、

方向位置的变化，有序地排布形成平衡的构图形式，

再配合浅浮雕、透雕等技法，最终获得丰富的雕刻纹

样层次性[6]。 

2.3  位置程式化 

明清苏作家具雕刻装饰位置形成了一定范式，就

某一装饰部位而言，在不同阶段各有特定的题材偏

好，特别是苏作家具椅背部、腿足部、结子、牙子等

部位的装饰，有着一种规范化的雕刻式样，这也是苏

作家具雕刻时代性和地域性的体现。攒框式椅背雕刻

装饰是苏作家具特有的装饰形式，椅背分为 S 形、C
形及垂直于座面三种形式，常攒成三段式，上面两段

常嵌于樱木上，多采用浮雕、透雕几何或植物花卉纹

饰，下段多锼挖亮脚或透空结子，虚实相映。 

 
 

图 3  清代苏作太师椅世俗性题材的木雕装饰背板 
Fig.3  Mundane-themed woodcarving decorative back of Su-style fauteuil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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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明式和清式苏作家具独板式纹样椅背 
Fig.4  Ming and Qing style of Su-style furniture  

with single board pattern back 
 

再如腿足部，明式苏作家具腿足一般在足端进行

雕刻装饰，而清式苏作家具腿足常着重在腿足与面

框、牙板的交接处，中部，以及足端进行三部分的雕

刻装饰，装饰部位增多、题材也有变化，至清晚期，

折削形制的腿足成为主流的腿足形制，并常用回纹、

灵芝纹和吉祥寓意组合的装饰题材[7]。 
此外，在清式苏作家具中，结子部雕刻构件也由

简洁变为雕刻复杂的装饰形式，构件则由承重与装饰

双重功效渐渐偏向侧重于纯粹的装饰性，即明式家具

结子雕刻构件表现出装饰和承重二元融合的特点，而

清式家具结子雕刻构件则呈现出承重和装饰二元分

离的特点，多种雕饰题材的明式和清式苏作家具结子

见图 5[8]。 

2.4  饰面浓华化 

总的来说，明清苏作家具雕刻装饰由简入繁，但

始终保持装饰有度的特色。明式苏作家具雕刻一般做

小面积雕饰，即使有少量的通体纹饰也是较为文雅而 
 

不繁琐的样式，清中期之后苏作家具雕刻装饰题材日

益世俗化，雕刻主题的形象越来越具象，雕刻装饰

部位和装饰面积也逐步增多，纹饰浓华而富丽喧炽，

构图层次更加丰富多变，明式苏作家具雕刻主要使

用透雕和浅浮雕技法，而清式苏作家具雕刻多采用

浅浮雕、透雕、圆雕及其组合，以此创造出更具视

觉冲击力的雕刻形式，相比明式，更加重视雕刻技

巧的展现。 

2.5  用材差异化 

清中期之前，苏作家具雕刻主要使用榉木、老花

梨，楠木等质地细密、纹理优美的木材，一般使用单

一材种，清中期之后老花梨材料逐渐减少，老红木取

而代之并成为最主流的家具雕刻用材[9]。明清苏作家

具雕刻构件除独板外，多使用小雕刻件进行攒接，也

进行多种材质的混搭，如不同材质嵌雕刻技法的运

用，装饰手法日益丰富多样。 

3  明清苏作家具雕饰艺术特征变化机理 

3.1  儒商结合的社会风尚 

明代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竞相建造府邸、园林和

住宅，当时不少文人、画家直接参与设计园林和住宅

的家具，他们在文学、绘画、美学方面的功底直接影

响到了当时园林建筑和家具雕饰风格的形成，明代众

多的文学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鉴赏家等文化名

人，著有大量关于家具的论著，与《鲁班经》的立足

点不同，这些书着眼苏作家具雕饰风格和审美评论，

宣扬和提倡古雅之风，当时文人画家书斋中的家具，

如书案、香几等均体现出简雅的美学，与同时代的诗 

 
 

图 5  多种雕饰题材的明式和清式苏作家具结子 
Fig.5  A variety of carving themes of the Su-style furniture kno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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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绘画、建筑园林一样，成为文人学士情与意的美学

体现。 
至清代，苏州精英阶层和知识群体呈现儒商结合

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苏州文人等知

识分子广泛接受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的“工商皆本”
的思想，殷商巨族多好风雅，常延揽四方名士以自重，

并以此为荣。苏州文人富商定时雅集，联吟侍艺，一

时人文荟萃，播闻海内。二是亦儒亦贾或先商后儒的

清代苏州宗族风尚。以苏州吴趋汪氏为例，汪氏原本

是明代徽州地区第一大姓，有“十姓九汪”之谓，自唐

代起该家族外出经商并迁徙到第八十二世，有分支移

居苏州府城吴趋坊，为吴趋汪氏始祖。汪氏在苏州经

过几代的努力，取得了较大的商业成功，有足够的资

本去资助子弟业儒，反过来科举上的成功亦有助于家

族商业活动的开展，通过贾与儒的迭相为用，汪氏已

由清初因商起家的“商业家族”变为清中期因科举兴

盛的“科举家族”，直至清末变为教育家族，这些称谓

反映了不同时期吴趋汪氏整个宗族的经营之道。汪氏

家势日盛，经商科举迭相为用，通过联姻等方式逐渐

取得了吴门当地望族的认同并在清中期也成为苏州

望族之一。 
清式苏作家具的雕刻既有书法诗词、山水等高雅

题材以及反映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的内

容，也有家和万事兴、富贵满堂、五谷丰登、平升三

级等反映主人或家族儒商身份特征的纹饰，而吴趋汪

氏寄科举进仕的希望于子弟的情况，也在家具雕刻装

饰中有意识地显现出来，如官帽椅背纹饰中选用科举

甲科题材，以螃蟹和芦苇为题材元素，利用谐音、谐

象装饰手法，表达一路连甲，科举高中的美好祝福。

比较有趣的是，在汪氏从事的诸多行业中，木业又是

其四大支柱行业，这无疑为家具和园林建筑的雕刻发

展提供了便捷的材料供给。 

3.2  上行下效的消费心理 

明清苏作家具雕刻由简入繁的趋势是由城市阶

层广泛参与，并延伸至乡村的。主导这种传播形式的

是“上行下效”、攀比从众的消费心理。明代苏州引领

了家具等器物的消费潮流，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云：

“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

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

品第本精，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故

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即物有

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

嘉、隆、万三朝为始盛。”随着商业的繁荣以及相对

宽松的商业、手工业政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种地

谋生，而成为优秀的商人、手工艺人，辗转东西南北，

传播吴地这种器物装饰风尚[10]。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清两代皇室贵族阶级推

崇的装饰图案往往会主导纹饰的嬗变，如清康熙、雍

正、乾隆三朝帝王酷爱博古题材，家具博古纹雕刻也

因此达到高峰。再如雍正推崇道教，因此雍正时期家

具等器物装饰中就有了鲜明的道教色彩，这类纹饰的

风尚由皇室贵族往官僚阶层、平民百姓逐步传播，遍

及社会各阶层，博古题材也因此成为清中期之后苏作

家具雕刻最普遍使用的雕刻题材之一。 

3.3  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 

明清苏州繁荣的商品经济促使这一时期以商人、

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苏州市民阶层逐步兴起，脱

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

面，特别是明末匠籍制度的实施，使从事工商业的人

口大大增加，出现了苏州吴县“居民大半工技，金阊

一带比户贸易，负郭而牙侩辏集”的情形，以往文人

雅士独立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

情趣，逐渐与市民阶层有了更多的交集并深受其影响。 
自明中叶以来，苏州不仅是昆曲的发源地，而且

是昆剧演员名伶的摇篮。至清初，苏州昆曲艺术已趋

完臻，昆剧艺人辈出，苏州及周边城镇职业“昆班”盛

行，教戏、学戏、唱戏蔚然成风，江南士大夫家多藏

有“家班”。拙政园的三十六鸳鸯馆、网师园的濯缨水

阁、怡园的藕香榭都是戏曲观赏或表演的场地。民间

喜庆（婚嫁祝寿等）、庙会赛神、逢年过节等无不搭

台演戏，“筑高台，邀梨园数部，歌舞达旦”就是当时

情景的真实写照。看戏、听书、演戏、弹唱已成为苏

州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娱乐活动和精神

享受，苏作家具雕刻更是汲取了苏州戏曲及民间文化

精华，常以戏曲题材、民间故事为装饰纹样。《三国

演义》、《西游记》、《西厢记》、《八仙传说》等戏文场

景成为清代苏作家具雕刻常见的装饰题材形象，而且

多选择戏曲经典场景和对白，做成系列的雕刻。 
再者，明清苏州文教之风盛行，工匠也有一定的

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苏作雕刻家具制作者

和雕刻家具使用者沟通交流的障碍。由此不难看出，

明清时期苏州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兴起的市民文化刺

激着苏作家具雕刻的蓬勃发展。 

3.4  工具制造技术的改进 

苏作家具雕刻装饰特征的演变与雕刻工具、工具

锻造技术等方面的提升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明代，苏

作家具所用的雕刻工具的冶炼技术较之前代，已经有

了很大改善，雕刻工具形制基本健全，苏州地区形成

了以生产工具而闻名的五金重镇，如正德、崇祯《姑

苏志》以及嘉靖《吴江县志》记载的苏州吴县、长洲、

灵严山下，其中吴江是生产铁丝、刀锉的商业重镇。 
至清代，雕刻生产工具的专业化与商业化程度有

了更大的提高。家具雕刻工具种类一方面随着工具功

能的丰富而细化，另一方面雕刻工具刀头型号也日渐

丰富，工具的研磨和保养更加方便，这为清式苏作家

具重视雕刻技法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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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政策的颁布，中国传统工艺重构

自己“中国声音”的话语体系迎来了极好机会，苏作古

典家具制作及其雕刻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工艺承载着

传统文化的基因，这些经典工艺样本的审美追求与观

念诠释等，已经到了面向国际社会来进行提炼、表达

与传播应用的新阶段。源远流长的苏作家具装饰艺术

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明清时期苏作家具

雕饰技艺的研究不仅对当代技艺传承有正本清源的

作用，也能推动苏作家具雕饰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紧密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通过生产实践，促使苏作家具

雕饰技艺找到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激活传统的

生命力，实现非遗活态的传承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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