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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家具的演进特征研究 

周雪冰，苏艳炜，徐俊华，强明礼 
（西南林业大学，昆明 650224） 

摘要：目的 补充和完善中国传统家具的概念，有利于人们对其形成全面的认识；归纳中国古代传统家

具的演进特征，有利于理解其演进逻辑，为当代传统家具创新提供参考。方法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

对中国传统家具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运用比较法对中国古代传统家具的品类、形制高低、腿足结

构、设计观念 4 个方面进行历时性比较，并运用归纳法分别总结其演进特征。结论 中国传统家具并不

是静态的、孤立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是经传统文化的浸染、设计者的巧思和技术的支持而形成的具

有中国传统精神和气质的家具体系，包括古代传统家具、近代传统家具和当代传统家具 3 个部分；中国

古代传统家具的 4 个演进特征为：品类由少及多、形式由低到高、腿足结构由面到线、设计观念由神到

人；在当代传统家具的设计中，应适时拓展新的家具品类，继承与融合优秀的家具文化，创造多元的造

型语言，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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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Furniture 

ZHOU Xue-bing, SU Yan-wei, XU Jun-hua, QIANG Ming-li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lement and perfect the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which can make people 

form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it, and summariz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fur-

niture to facilitate people to understand its evolution logic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

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makes a diachronic comparison on the category, leg and foot shape, shapes and design concept of ancient Chinese tradi-

tional furniture by us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uses inductive method to summarize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

tics.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is not a static, isolated and unchangeable concept, but a furniture syste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spirit and temperament formed by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killful thinking of designers and the 

support of technology, including ancient traditional furniture, modern traditional furniture and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furniture. There are four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cient traditional furniture: categories from few to many, 

shapes from low to high, legs and feet structure from face to line, and design concepts from god to human. In the design of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furniture, new furniture categories should be developed timely, excellent furniture culture should 

be inherited and integrated, multiple modeling languages should be created, and people-oriented design concept should be 

adher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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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传统家具成为设

计领域和家具工业领域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从共时

的角度对其造型、装饰、结构、功能、技术、文化等

进行了探讨与分析[1-3]，也有学者从历时的角度对其

发展史进行了梳理与总结[4-6]。然而，对其发展史的

研究多是对历代家具种类、风格等方面的总结与归

纳，对古代不同时期家具的比较研究和演进特征研究

尚待完善。同时，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传统

家具概念”尚未得到广泛和全面的探讨与界定，部分

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中国传统家具”等同于“中国

古代传统家具”，忽略了近现代以来所产生的新式传

统家具。因此，从整体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家具”

的概念进行探讨与阐述，并通过比较分析，总结古代

传统家具的演进特征，既可以对以往研究进行补充，

也可为当代传统家具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1  中国传统家具概念释义 

对于“中国传统家具”的认识，不乏研究者将其

归为中国古代家具的范畴，即指“古代以来、明清以

前的中国家具”[7]。此举将中国传统家具视为一个“既

有的”“固化的”对象，其对“传统”的解释终究局

限于“古代的”“旧有的”历时性维度当中，未体现

出“传统性”（或传统精神、传统情境）这一共时性

特质。 

对于中国传统家具而言，从古到今、各式各样的

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是其外化特征，隐藏其内的

“传统性”这一共时性特质是其核心与要义，应作为

其概念的落脚点。中国传统家具的“传统性”特质历

经“先秦的质朴浑厚、秦汉的浪漫神奇、两晋南北朝

的婉雅秀逸、隋唐的华丽润妍、宋元的简洁隽秀”[8]、

明代的挺拔凝练和清代的雍容华贵，也受到了近代以

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它从未因此缺席或消失，只是

不断地由“前人的传统”转变为“后人的传统”，处

于不断地融合或流变当中。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家具

的概念范围不仅包括中国古代产生的具有“传统性”

特征的家具，也应包括中国近现代以来产生的具有

“传统性”特征的家具。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传

统家具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

是经传统文化的浸染、设计者的巧思和技术上的支持

而形成的具有中国传统精神和气质的家具体系。它以

中华民族为创作主体，以传统文化为创作根基，并且

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文化的交流与更新而

不断地发展与传承、创新与流变。 

依据历史学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结合中国传统家

具在不同时期的设计背景、设计观念、风格精神等，

可将中国传统家具分为古代传统家具、近代传统家具

和当代传统家具 3 个部分。 

其中，古代传统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主要组成

部分，它的历史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到清代末

期，其设计观念以汉文化观念为主体，且主动吸收并

内化了少数民族及异域文化观念，呈现出明显的民族

性与传统性特征。近代传统家具主要是指清末到民国

时期，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仍然保有传统特征的家具形

式，其典型代表是海派家具。当代传统家具则主要指

建国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兼具传统与

现代特征的家具。 

2  中国古代传统家具的演进特征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有一个根据考古发现而还原

的长方体土堆。土堆经夯实而成，高约 0.3 m，长和

宽均约 2.2 m，上面铺设有一层厚厚的干草。虽然这

个土堆看上去只是建筑地面的抬升，但是这种抬升促

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活动空间。同时，它透露出一个

重要信息：即 7000 年前（或者更早）的先民们已经

产生了“家具意识”，这个土堆正是他们为满足某些

居家需求而利用当时技术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创

造。此外，河姆渡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的草席残片。

据推测，这些草席已普遍成为建筑中遮风挡雨的一部

分，或成为供人披挂、坐卧的用具。与土堆相比，草

席脱离了建筑的束缚，成为一种灵活、独立的个体用

具，是“家具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 

从考古学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土堆”和“草

席”或许可以作为中国传统家具的两种起源形式。随

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完善、思想的开

蒙，中华文明日趋成熟，中国传统家具的风格精神在

商周时期逐步确立，且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

地演进，其演进特征可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2.1  品类由少及多 

河姆渡时期的“草席”开创了坐卧类家具的先河；

商周时期，家具品类中不仅出现了床这种新型坐卧类

家具，还出现了承具（几、案、俎）、庋具（箱、禁）、

屏具（屏风）和架具（武器架、乐器架、衣架等）4

种新的家具品类；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盛行

使绳床、须弥座、筌蹄、凳 4 种高型坐具在贵族和僧

侣阶层小范围流行，并且与少数民族家具——胡床一

起加速了坐具与卧具的分离。至此，中国传统家具的

六大品类（坐具、卧具、承具、庋具、屏具和架具）

初步确立。至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具已包含了满足

古代社会中人类生活行为和日常生活与工作所需要

的各类家具[9]。在这六大品类中，又可根据具体功能、

形式或使用空间的不同，分别细化出更多小的品类。

以承具中的案类家具为例：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栅足

案，形式上较为单一，功能较为笼统；至汉时期，案

的种类已有食案、书案、奏案、欹案 4 种；至明清时

期，其种类进一步扩展至书案、画案、奏案、欹案、

条案、炕案、供案等。 

虽然在此期间有不少家具品类或与其他家具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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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如“席”在后期逐渐沦为床榻类家具的一部

分），或发展演化为其他类型的家具形式（如须弥座、

筌蹄逐步演化为坐具中的墩），或直接退出了历史舞

台（如凭几、俎、禁等）。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传统

家具品类是不断地由少及多、由单一到系统地演进的。 

2.2  形制由低到高 

夏商西周时期，室内家具以席为中心。《周礼·司

几筵》中还对席进行了严格的“五席”划分，分别为

莞席、藻席、次席、蒲席和熊席，席的种类和数量体

现着身份和等级。另据《礼记·礼器》记载：“天子

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10]可见，受

制度、礼法的约束，该时期遵循严格的“席地而坐”

的社会规范。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起居方式仍以“席

地而坐”为主，但床的出现使人们的“坐卧”高度得

以提升。至秦汉时期，胡床由北方少数民族传入中原。

虽然当时的社会规范使其仅在小范围内使用，但它奏

响了中国传统家具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

序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主要体

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低坐家具，如床、榻、几、

案等家具在高度上有所增加，这从当时的壁画中可以

发现；二是受佛教东来和民族融合的影响，一些高型

坐具，如胡床、绳床、台座类家具等在僧侣和贵族阶

层流行。这些高型坐具不仅完善了传统家具体系，还

冲击了以往席地而坐的传统起居方式，对中国传统家

具由低到高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隋唐五代时期，

高、低型家具并行发展以椅、凳为代表的高型坐具逐

渐与以床、榻为代表的低型坐具共同占据了室内的中

心地位。至两宋时期，高型坐具得以全面普及，几千

年来“席地而坐”的习俗被“垂足而坐”所取代[11]。 

由最初供人坐卧的席，到后来脱离地面的床、榻，

再到胡床、绳床、筌蹄和凳的引入与融合，最终到唐

宋时期椅、凳、墩的流行与普及，中国传统坐具由低

到高的演进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并且，坐具

高度的增加也不断驱使承具、庋具、屏具、架具等由

低到高演进。其中，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民族融合、

宗教信仰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腿足形制由面到线 

据考古资料显示，夏商周时期家具的突出特点是 

集“器”和“具”于一身，除部分木质和石质家具外，

大部分以青铜为主[12]。受材质加工特性的影响，也为

了给原始宗教装饰（如饕餮纹、夔纹、螭纹等）的呈

现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家具多被整体铸造为

板式或箱式形态，呈现出“面”的特征，腿足亦然（见

图 1）。春秋战国时期，家具材质开始由青铜转向木

材，但受家具制作思维定式的影响，家具依然采用板

式结构，见图 2。隋唐时期，大体量家具（如床、榻

等）仍以箱板式腿足为主，只是其结构变成了木方围

合壶门牙板的样式，见图 3。值得探讨的是，春秋战

国时期，得益于楚人的浪漫主义审美观念以及木工工

具的改良，这时的木制家具腿足部分开始出现轻盈纤

细的新样式[13]。直栅式、曲栅式足开始在几、俎、案

类家具中流行，见图 4，直型、弯型的单体线型足也

开始出现，见图 5。栅式腿足貌似改变了板式腿部的

定式，但如果从其侧面看去，这些纤细的柱状腿足仍

沿底部的托尼排列在同一平面上，未改变板式足的基

本特征，可认为是它的改良；单体线型足则为传统家

具腿足结构由面到线的演进奏响了序曲。 

由于木工技术的进步和宋人对脱俗意蕴的推崇，

腿足形制由面到线的演进最终在宋代得以完成，此种

特征呈现最为明显的家具类别莫如椅凳类家具和桌

案类家具，见图 6。线形腿足使得家具底部空间更加

开放和明朗，同时使得家具整体显得挺拔、隽永和空灵。 

2.4  设计观念由神到人 

夏、商、西周时期的青铜家具肩负着稳定社会秩

序、落实宗法制度的历史重任[14]。其上布满了由巫神

文化造就的源于世间而又超越世间的原始宗教纹饰，

彰显出神秘、狞厉而又威吓的力量，反映出此时期在

原始巫术、宗教控制下孕育出的粗怖而又原始、敬畏

而又炽烈的神秘主义设计观。春秋战国时期，漆木家

具逐渐取代了青铜家具，家具色彩由凝重沉穆的青铜

色转变为蓬勃盎然的黑红两色，家具装饰中已完全不 

 

 
图 1  辽宁省义县出土商代悬铃铜俎 

Fig.1  Hanging bell bronze Zu of Sh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Yixian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图 2  九连墩 2 号墓出土战国漆木俎 

Fig.2  Lacquer wood pawn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unearthed from 

tomb 2 of Jiuliandun 

图 3  唐画《不空金刚像》中的独坐榻

Fig.3  Single couch from“Portrait of 
Bukong guardian warrior” 

in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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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侯古堆 1 号墓出土春秋漆木俎 
Fig.4  Lacquer wood paw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unearthed from tomb 1 of Hougudui 

图 5  长台关 7 号楚墓出土战国彩绘漆案 
Fig.5  Painted lacquer cas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unearthed  
in Changtaiguan County 

图 6  对宋画中家具的复原 
Fig.6  Restoration of furniture in 

 Song Dynasty paintings 

 
见了狞厉可畏的饕餮，更多出现了回环往复的雷纹。

这一时期的设计观虽仍显神秘，但在神秘当中已经增

添了些许浪漫。秦汉时期的家具设计继承了这种神秘

浪漫主义的设计观，但在儒家“实践理性主义”思想

的影响下，其中又透露出些许轻松的现实色彩和人间

趣味。从形式上看，秦汉时期的家具尺度较以往更加

宜人，家具装饰逐渐转变为龙、凤、云等更加具象写

实的图案；从功能上来看，此时的家具更多地服务于

人们的日常生活，原有的用于祭祀神灵的家具或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如禁、鼎），或与其他家具一起逐渐

人间化了。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家具正是构筑了一

个“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从马驰牛走、鸟

飞鱼跃到凤舞龙潜、人神杂陈的世界”[15]，体现出浪

漫虚幻而又现实理性的设计观。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

的动乱促使人们开始对神灵和世人进行反思，进而引

发了“人的觉醒”，大唐的开放包容也促使各民族文

化得以交融，并进一步使“人”这个个体得以舒驰，

两宋的理学与佛道文化一起共同塑造着人们清醒而

又超俗的世界观，明清的市民文艺描绘出一幅幅稀松

平常而又多姿多彩的市井画面。 

由此可见，自魏晋以来，人们对自身，即“人”

这个主题的认识逐渐加深，这影响到他们的家具设计

观，继而使家具设计完成了由神秘到现实，由威严到

平易，由神圣到世俗，由天地到人间的转换。 

3  古代传统家具的演进特征对当代传统家

具的启示 

3.1  适时拓展新的家具品类 

古代传统家具品类之所以由少及多地演进，主要

归因于不同时期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当代传统家具

的功能设计必须要根据这些变化进行不同程度的适

应与转变[16]，进而拓展新的家具品类。如在当代生活

中，回家之后“换鞋—挂包—挂衣”的生活习惯已成

为一种普遍现象。笔者从这一生活习惯出发，结合山

丘和树枝的自然形态，将“坐”与“挂”的功能融合于 

  
 

图 7  换鞋凳 
Fig.7  Shoe changing stool 

 
换鞋凳（见图 7）之中，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家具品类。 

3.2  继承与融合优秀的家具文化 

在古代传统家具由低到高的演进过程中，少数民

族家具和佛教家具的传入起到了直接作用。这些高型

家具经过古人的“再设计”之后，最终融于古代传统

家具的体系当中。目前，当代传统家具设计处于全球

化的时代背景之中。一方面，需要选择性地继承和发

扬优秀的传统与民族家具文化；另一方面，应秉承开

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和融合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家

具文化。只有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

化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当代传统家具在保有中国特色

的同时走向世界。 

图 8 为卢志荣先生设计的“戏石屏风”。他利用

中国传统的制绡工艺与双面异色异样绣技法，结合现

代丝印技术，将传统的“石”与“蟹”表现于圆形的

屏面之上；屏面以铜与木相结合的精密机械架构来承

载。屏风整体既蕴含传统的空灵意蕴，又表现出极强

的现代感。 

3.3  创造多元化的造型语言 

从腿足结构由面到线的演进特征中可以看出，古

代传统家具的造型语言受木工技术的进步影响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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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戏石屏风 
Fig.8  Screen 

 

 
 

图 9  摇椅 
Fig.9  Deck chair 

 

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新技术、新设备层出

不穷的当代，人们应在遵循形式美的前提下，适时地

将点、线、面、体等造型元素合理地运用于当代传统

家具的设计中，创造出形式更加多元的当代传统家具。 

3.4  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 

自魏晋以来，古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逐渐从对

“神”的崇拜转移到对“人”的关注上，古代传统家

具设计也开始注重对人的关怀。在科学与理性盛行的

今天，当代传统家具的设计更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设

计理念，即围绕着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开展设计实

践。例如，人们可以通过人体工程学相关理论和设备

（如肌电仪）和数据设计出更加科学的家具产品，以

满足人们对舒适的追求；也可以通过感性工学的相关

理论和设备（如眼动仪、脑电仪等）来确定某一群体

所偏爱的家具外形、色彩、材质、装饰等，以满足他

们的审美心理。 

在摇椅（见图 9）的设计过程中，为使其舒适度

达到最佳状态，陈燕飞先生耗时一年之久对人体曲线

进行了广泛采样和测量，对椅面藤材进行多次甄选。

经过反复实践，最终完成了摇椅的设计和制作。这把

摇椅不仅能够很好地承托人体，放松身心，其飘逸洒

脱的椅面曲线也体现出流畅的美感。 

4  结语 

中国古代传统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体系的核心

与主体，对其演进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其演进

逻辑，对当代传统家具的“创新热”保持清醒、客观

的认识；在创新方向、创新方法等方面，对处于全球

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背景下的当代中国传统家具创新

设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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