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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传统元素中的精髓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创新融合与实践形式。方法 面对家具市场中越

来越多的外国品牌进入，我国的家具设计领域正遭受着巨大的冲击和考验，进一步强化传统文化，在传

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为时下家具设计师的重要设计方向。在这一背景下，分析传统元素在家具设计中

的应用原则，强调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大众审美追求的迎合，并从提取元素符号、注重色彩搭配、传

承文化精神和满足时代审美等方面详细探讨了传统元素融入家具设计中的具体策略。结论 我国家具设

计想要脱颖而出，必须合理地运用我国的传统元素，对具体的设计思路和生产工艺进行大胆创新，设计

出具有深刻文化内涵与个性化特征的家具产品，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助推家具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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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sion Path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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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fusion and practical form of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In the face of more and more foreign brands entering the furniture market, China’s furniture de-

sign field is suffering a huge impact and test.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sign direction of furniture designers nowaday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paper 

analyses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furniture design, emphasize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discusses specific strategies tha t traditional elements integrate with furniture design from catering to the mass 

aesthetic pursuit, extracting from the element symbols, paying attention to color match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cultural 

spirit and meet the aesthetic aspects of the times. In order to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Chinese furniture design must 

make u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lements rationally, make bold innovations in specific design ideas and production tech-

niques, design furniture products with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ersonalized characteristics, and boos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urniture industry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furniture design; element symbol; cultural spirit 

家具历来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形式，其

是体现人们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仅要有使用

性能，还应具备一定的美观性和科技性，以便更好地

迎合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更高追求[1]。当前的时代是

一个开放的时代，各种文化形式异彩纷呈，文化形式

多样、科学技术先进，尤其是随着各种渠道的不断拓

展，外国的文化与产品逐渐进入我国，这不仅给我国

的文化和产品带来了冲击，更加速了自身的改变与创

新。对于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的家具设计而言，这样

的大环境预示着创新与改革的正式到来，想要立于不

败之地，必须从各个可能的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尝试[2]。

于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元素成为设计师创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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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逐渐在家具产

品中体现出来。那些传达着个人情感、追逐着时代

脚步的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新式家具不仅给设计师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还提供了深入探究的

机会。 

1  家具设计中的传统元素应用原则 

随着我国文化的传播和推进，中国元素逐渐受到

重视，各个领域逐渐开始关注传统文化，而这样的尝

试恰恰给了家具设计领域更多的可能。为了将家具设

计得更加契合时代、满足人们的高要求，设计师开始

让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不仅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进

行了很好的发扬，更为抵御外来文化对家具设计领域

的侵入提供了支持。只是其应用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原

则需要遵从，具体如下。 

1.1  展现文化内涵 

家具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并不能盲目，更不

能随意，必须从整体上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和

思考，挖掘其中的精髓，进行科学的艺术化改造和加

工，使其更具表现力，以其充分的文化内涵成为更加

独特的存在[3]。比如，将宫灯、京剧脸谱等元素融入

家具设计中，可以使家具的造型更加独特，突出中国

文化的内涵，给人们的使用带来不一样的情感体验，

引发情感共鸣。 

1.2  符合大众审美 

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家具设计必须从人们日渐多

元的精神追求层面分析，了解人们对家具的现实需求

和审美追求，使家具进一步拓展受众范围，并展现出

强烈的艺术文化魅力[4]。比如，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元素进行全新的呈现，或者在色彩和构造上进行中国

文化的渗透，或者在家具的彩绘和雕刻上融入带有良

好寓意的元素符号，如喜鹊的图案就寓意喜鹊报喜，

可以给家具带来文化内涵的深化，从而迎合人们更高

层面的文化共鸣与审美愉悦。 

2  家具设计中的传统元素融合策略 

家具不仅是一种供人使用的产品，更是一种艺术

性的存在。在现代的家具设计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

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不断进行

着多种尝试。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设计师

的视野的，其有着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更有着

深刻的文化内涵，不仅能够让家具的形式进行创新，

还能够与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刻性结合给家具带来全

新的视觉展示效果和情感的表达，有利于设计师进一

步协调环境、家具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带来更

加独特的艺术表达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就传统

文化元素与家具设计的巧妙融合进行探索与尝试。 

2.1  提取元素符号，传承文化精髓 

造型是家具设计的中心环节。在融合传统文化元

素的过程中，家具设计师必须重视造型这一环节，借

助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这是

因为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各个时期都有着代表性

的文化形式，如夏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瓷器等[5]。

为了实现更加个性化和深刻化的创造，设计师合理地

将各种可以借鉴的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融合，尤其是

一些有着吉祥寓意的元素符号和深刻文化内涵的经

典元素，并在设计过程中对其进行简化和美化，赋予

了其更加现代的形式，也给予了家具设计更加优雅大

气的特征[6]。比如，戏曲脸谱有着丰富的图案和流畅

的线条，且图案大多来源于民间民俗或者寿字纹、吉

祥云纹等有着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寓意图案。若能将这

样的元素与现代家具设计相结合，必定可以凭借自身

的独特性和文化性给家具的造型带来不一样的形式。

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可以结合彩绘、雕刻、漆绘等传

统制作工艺进行整体的装饰，让家具的整个形式更加

独特和和谐。但从整个市场来看，融合了脸谱元素的

家具并不多，更多的是体现在屏风的设计上。事实上，

这样的元素符号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只要设计师能

够深入领会其艺术价值和文化特点，将其进行高度简

练的提取，再配合与之相符的家具形式，必定可以设

计出更多个性化的符合现代人使用需求的新式脸谱

家具[7]。另外，龙纹样也是家具设计师可以提取元素

的重要方面。龙纹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将其

简化或改造，并配合对称、夸张等方法进行艺术化的

设计整合，甚至与西方元素巧妙融合，完全可以设计

出符合装饰背景，且有现代风格的家具产品。还有祥

云、瑞兽等代表吉祥的符号，这些都是现代家具设计

中可以为造型增添光彩的重要符号，能够丰富家具形

式，传承传统文化。 

2.2  注重色彩搭配，凸显传统韵味 

色彩作为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样是人们在

选购时的重要考量标准。拥有恰当的色彩和合适的造

型，才能实现整体的设计效果的升华，紧紧抓住人们

的视线。从这一层面分析，设计师在融入传统文化元

素时，色彩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一环，将家具的造型

与色彩相搭配，突出传统文化的特点与内涵[8]。一直

以来，大红和大绿都被人们甚至外国人认为是中国风

元素，但这两种色彩仅是我国的民间色，并不能全部

代表传统意义上的色彩元素，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将红

黄蓝 3 种颜色作为传统色彩的代表色。在进行设计时

总是不断尝试将这些色彩与现代家具相搭配，以此凸

显传统韵味，为家具设计的艺术效果增色。以中国结

作为主要设计元素的家具设计不能盲目选用色彩，如

果配合较暗的色彩，极易给人一种压抑和不快的感

觉。面对这样的情况，设计师可以将较暗的红色与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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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红色相结合，以合理的搭配进一步丰富家具的色

彩内涵，从而使家具摆脱沉闷的色彩，以更具中国文

化和韵味的形式与色彩实现更好的设计效果。另外，

传统色彩的选择和使用还应以提醒注意边角、突出形

体变化等为目的，以更加合理的搭配实现灵动的变

化，带来更好的效果[9]。以藤材家具的设计为例，其

对色彩的选择主要建立在恰当的搭配选择上，因为藤

材的原始色彩多是饱和度较低的赭石色系，这一色彩

可以与多种色彩恰当搭配造就不同的视觉效果，只要

对比与协调恰当，便可以拥有多种选择[10]。 

2.3  传承文化精神，体现人文关怀 

传统文化讲究一种人本精神和中庸精神，这在家

具设计中也有着一定的存在价值[11]。从人本精神上分

析，其主张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这一文化精神

体现在家具设计上，主要表现为家具设计应从实际出

发，其产品必须满足人们的各种功能需求，同时尽可

能地展示民族艺术的精髓，实现“以人为本”。这就

要求设计师在设计家具时必须考虑人体结构、人体行

为以及人体习惯等，既要很好地满足人们的使用需

求，还要照顾到人们的审美追求。从中庸精神层面分

析，主要强调的是适可而止、以和为贵。这一点体现

在家具设计中主要表现为讲究造型与装饰成中轴线

对称，拥有方正的布局和对称的图案，这一点在之前

的家具设计中一直十分常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变化，这种绝对的对称已经不符合人们当下的生活理

念，于是这种思想便在家具设计中实现了重新的诠

释，主张进行结构重组，以恰当的对称美去实现更加

理想的设计效果。 

2.4  满足时代审美，科学进行创新 

面对当前发展速度极快的社会现实，我国的各

个生产领域也在不断地改变和创新。受此影响，人们

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体现在

家具设计上就表现为造型、工艺、材料和技术的创新

上[12]。新中式家具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存在。从材

料方面看，传统中式家具设计中多以价格昂贵、经久

耐用的硬木为主，而在新中式家具设计中，木材的选

取种类更加宽泛，尤其在设计过程中被设计师融入了

一些道德观念的元素，使家具得以扬长避短，不仅减

少了投入，还丰富了形式和功能，给使用者带来了一

种轻松自在的体验[13]。这样的创新不仅让传统文化中

的精髓得以展现，还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

审美变化，提高了制作效率和设计效果。 

3  结语 

文化具备一定的传承性，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今天

看来，仍然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和极广的应用范围，

其所给予家具设计的不仅是形式的丰富，更是内涵的

深化和情感的表达，其让现代家具产品拥有了更多的

可能性和更加广泛的受众。综上分析，传统文化元素

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融合与发展，实现了画龙点睛的

效果，不仅将传统文化的气韵之美进行了展现，更迎

合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因此，在未来的家具设计过程

中，不能仅限于自身的认知，还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使家具设计实现更加丰富的表达，从而把更具

中国特色的家具产品呈现出来，渗透中国文化遗产的

骄傲和毅力，使家具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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