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 卷  第 2 期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1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385 

                            

收稿日期：2022–08–12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20A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TQ028）；黑龙江省教育厅教育

（GJC1319096） 

作者简介：吕光（1978—），男，博士，副教授、泰国格乐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室内空间环境与城乡景观生

态设计、朝鲜族传统家具与人居环境设计。 

传承视角下朝鲜族传统家具的数据库呈现与创新设计 

吕光 
（宿迁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目的 开展朝鲜族传统家具的数据库呈现与创新设计，为朝鲜族传统家具数字化设计的发展提供

资源库。方法 通过对现存朝鲜族传统家具实物在装饰造型、图案、技艺、配饰、色彩与材质进行提取

分析，利用可视化图像技术原理对其造型、材质、民族图腾纹样和色彩进行标注，数字化重组与创新设

计应用。结果 建立朝鲜族传统家具的数据库，提出朝鲜族传统家具样式及工艺基础上数字化重组与创

新设计思路，应用到朝鲜族家具设计中。结论 传承视角下对朝鲜族传统家具文化，进行数据库信息采

集呈现，在公共空间拓展创新设计应用，为传统家具在民族生活环境空间的传承应用寻求新的思路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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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Presenta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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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esent and innovatively design a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database to provide a re-

source library for digital design development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After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furniture objects in decorative modeling, patterns, skills, accessories, colors and materials, digital reorganiza-

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application were conducted by labeling the modeling, materials, national totem patterns and 

colors with the visual image technology. The database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was established. The idea of digital 

re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based on the furniture style and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and applied to design of 

Korean furni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ance, the dadabase information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culture is 

collected and present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design in public space is expanded to seek new ideas and ways 

for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 national living environmen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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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具作为人居环境的文化载体被传承下来，

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色。新时代背景下，分析传

统家具文化，重释传统家具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意

义。朝鲜族传统家具在传统家具体系中的传承与创新

却成为当代亟待解决的设计与应用难题，其原因主要

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国传统家具大部分是在继承

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上进行民族长期改良设计，传统

认知是以古代官方或中原地域传统具有代表性的家

具为主，而少数民族家具不具有整体代表性，尤其偏

远地域少数民族传统家具或非遗家具在传统家具体

系中更是被认知忽略。第二个是人居环境变迁造成了

人居环境文化与生活方式改变，现代文化与智能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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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理念对传统生活环境的摒弃，传统家具在现代生活

环境中形成了矛盾载体。第三个是传统手工艺家具被

现代批量机器所代替，年轻人不愿意继承传统手工艺

家具技艺，因其工艺繁琐，产量低，需求量少等，阻

碍少数民族传统家具的发展。人居环境变迁必然导致

人居文化的改变，作为承载民族人居文化载体的家

具，虽然受到了极大冲击，但传统家具作为民族人居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内在需求，家具功能随着空间

需求拓展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变迁过程中传统家具纹

样图案、材料与工艺、造型样式必然遭遇流失的险境，

为更好地保护传承朝鲜族传统家具独特的家具艺术，

对传统家具造型元素、材料、工艺、五金配饰进行数

字化信息采集，建立元素数据库，并建立基础元素数

字化艺术基因库。根据家具功能向公共体验功能转化

过程进行传统家具创新设计，更好地适应传统家具在

现代人居空间变迁的设计应用。 

1  朝鲜族传统家具数据库研究与设计思路 

1.1  研究背景：传统家具在公共空间中拓展 

一直以来，中式传统家具运用到传统中式古典设

计风格的居室空间中，随着人们对公共活动空间的消

费需求，传统家具的使用功能向兼有展示功能审美转

向。这种功能性拓展是伴随着消费空间延展而使传统

居住空间使用的家具在公共空间中得到延伸，是文化

消费发展趋势的展现。随着国风文化的席卷，也逐步

在现代公共活动空间中展现传统文化家具，新传统风

格的家具在伴随着体验式展示功能拓展中走向创新

设计之路。本文所涉及的朝鲜族传统家具为朝鲜时代

家具，它是以明式家具为基础，经过朝鲜族的生活方

式和材料工艺创新，发展出适合朝鲜族生活的家具样

式[1]。朝鲜族传统家具布局与样式主要源于朝鲜族特

定生活习惯，其生活于中国北方地域，寒冷地域环境

与继承明代席坐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温突文化与暖 
 

炕取暖方式。这种席坐传统的居住生活方式，决定了

家具触手可及、低矮的特点，这更符合人体工学在特

定居住环境的设计应用，也是朝鲜民族 具特色家具

功能的源点。 

1.2  设计思路：传统家具纹样元数据库架构设计 

近年来，文化数据体系将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资

源结合数字技术，成为数字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的主要手段[2]。针对文化数据库建设，欧美国家 早

使用聚合存储型数据库和数字创意型数据库。文化数

据库建设在全球重要文化资源元数据标准的制定、元

素据标注和标引、数据存储及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3]。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故宫博物院进

行数字文化研究与宣传型数据库建设，依据元数据库

标准制定朝鲜族传统家具文化数据库：朝鲜族传统家

具元数据标准见图 1，朝鲜族传统家具文化原型数据

库系统架构见图 2，朝鲜族传统家具元数据标注与编

码见图 3。朝鲜族传统家具作为中国传统家具的分支，

在中国传统明式家具挺拔凝练特点基础上，保留了在

造型、体量、形制上由低向高，腿足结构从面到线缩

减演进特征[4]，以及明代家具厚、秀、雅、简[5]的风

范。朝鲜族传统家具在体块与线性运用上更加简洁，

将明代简与秀进行现代感创新设计，吸取日式家具特

点，发挥木质本身肌理之美，将厚与雅特点运用到材

质表现上，进行改良设计。雕刻技艺、花角装饰、涂

装技艺和金属工艺在传统家具上应用，具有独特的东

北亚家具风格。对朝鲜族传统装饰图案、家具造型样

式、装饰色彩与涂装工艺、装饰材料与制作工艺、金

属五金与雕刻技艺的数据库采集，形成了朝鲜族传统

家具纹样原型数据库系统的架构，形成较为完整的传

统家具制作与设计量化过程体系。通过对数据库重组

和数字化创新设计，满足现代功能空间中对传统朝鲜

族家具的设计需求。 

 
 

图 1  朝鲜族传统家具元数据标准 
Fig.1 Metadata standard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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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朝鲜族传统家具文化原型数据库系统架构 
Fig.2 Prototype databas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culture 

 

 
 

图 3  朝鲜族传统家具元数据标注与编码 
Fig.3 Metadata annotation and coding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2  朝鲜族传统家具元素在数据库中运用 

2.1  本土设计方法在朝鲜族传统家具数据库中的运用 

本土设计方法是基于设计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

框架的实践研究方法，是我国设计转型的探索，它已

成为设计界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6]。本土设计成为设

计界国际化研究对象，针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域、某

个领域和某个具体实物研究的设计范式，研究范围及

设计的相对通用性，已成为当下设计界重要的研究内

容。本土设计是设计文化生态学理论框架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展现出本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生活方式、

文化价值等诸多民族特质。本土化设计以设计生态学

的视角来释义，是为本土文化生态服务的设计。二战

后，意大利建筑设计风格就是本土化设计的典型例

子，将意大利人文内涵和民族自身传统文化元素的设

计与美式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形成后期意大利风

格，这个风格是本土设计创新的典型设计案例。朝鲜

族传统家具创新设计依据本土化设计方法，通过对民

间收藏、延边博物馆、民居等保存传统家具，进行采

集、采样比对与筛选，对元数据进行资源库构建。 

2.1.1  形态推衍与造型设计 

形态推衍在传统家具设计中的应用，是张耀[7]首

先提出的一种传统家具形态符号运用到现代设计的

方法。依据这种方法理论，收集朝鲜族传统文化特征

的装饰图案、文化语境元素、传统家具文案符号后进

行推衍，利用数据库系统进行推衍分析。通过对传统

文化特征符号进行筛选，提炼出具有传统家具文化特

征的造型符号。形态推衍以传统理论与数据库相结合

方式，整理与完善出朝鲜族传统家具陈设的设计体

系，运用到朝鲜族传统人居环境空间中。 

2.1.2  文化基因提取与构建 

从设计学视角对朝鲜族传统家具文化基因进行

研究，对其民族人居生态环境文化的提取过程相对比

较复杂。借助数据库对传统家具中的色彩、造型、材

料、色彩进行分项基因库符号的提取，这种方法在苟

秉宸等 [8]从设计视角对半坡彩陶文化基因提取研究

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软件对数据库中色彩、图案、

材料等进行多种重组，对产品设计产生不同形态。对

朝鲜族人居环境进行勘察调研，结合史料对朝鲜族传

统人居文化基因，进行采集、筛选、提取。为了更真

实地反映北方地域朝鲜族人居文化环境，选定吉林延

边朝鲜族聚居地作为朝鲜族人居生态环境基因元素

提取区域。根据原型的继承和发展两个层面进行分类

调研提取，以传统人居空间中的各类家具造型、色彩、

材料、雕刻与涂装工艺、五金配饰研究对象，从人居

文化调研、纹饰图谱构建、装饰元素提取、图纹信息

构成、装饰设计应用 5 个阶段，完成人居环境中家具

文化基因提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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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比较分析法在朝鲜族传统家具数据库中运用 

比较分析法作为在自然科学、社会学及生活中

常用的分析方法，揭示事物之间的异同，把握事物自

身特点的量化方法，已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中。比较

分析法中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作为两种不同量化

的研究方法，能全方位地展现传统家具的“前世今

生”。横向比较法是将传统朝鲜族家具与同期的明清

家具进行比较，数据系统量化出中原地域传统家具与

朝鲜族传统家具在装饰造型及元素、色彩与漆工艺、

材料与工艺流程上的异同。纵向比较法是将朝鲜族传

统家具自身发展与人居环境运用过程的创新过程进

行系统量化的方法，呈现出各个阶段朝鲜族家具，在

造型设计、元素提取与运用、色彩选择与运用、涂装

工艺、材料选择与运用、五金配饰选择与运用，家具

与室内居住环境配置关系、生活家居向公共空间转向

分析等方面量化数据，为朝鲜族创新家具设计在人居

及公共环境空间的设计与运用上提供数据分析支撑。 

3  朝鲜族传统人居环境与家具设计数据标

注研究 

3.1  朝鲜族传统人居环境 

以朝鲜族聚落或聚居地作为传统人居环境研究

背景，朝鲜族居住地主要为我国东北部区域，该地域

近 6 个月的寒冷气候，特殊自然环境造就了传统朝鲜

民居特点。《新唐书东夷传》中记载：居依山谷，以

草茨屋。村落依山水而居，形成独特东北民居生态环

境。朝鲜民居的外墙体砌筑类型一般以夹心墙、石材

墙、拉哈墙、土坯墙，以维护功能为主，墙体为非承

重墙体结构，民居的内部构造大致可以分为单排民居

与双排民居，其中单排相较于双排缺少了纵向间壁[9]。

以四坡式为主要形式的屋顶，屋顶檐头四角和屋脊两

端向四方上翘起，青瓦白墙，窗门结构。室内平铺暖

炕改变了居室方式，受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卧室按

辈分和男女进行空间设置，并且每个卧室内都会布置

供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的火炕[10]。传统民居以“日”字

和“田”字形为主，“日”字形内部布局房间数比较

少，现代民居设计以分间形为主，为增加居住面积与

兼有功能，采用推拉门作为间壁的一部分与内墙共同

起分隔作用[11]。推拉门具有室内分隔墙的功能，同时

作为朝鲜族室内重要的室内环境要素而存在。因生活

习俗不同，室内家具及配饰在尺寸与造型上被缩小，

常见的朝鲜族家具底部没有“脚”，室内家具的表面

会有镜子、玻璃金属件等装饰物或者镂有“辣椒”等

特色图形[12]。室内空间以“十长生”为主要装饰图案，

以白为主色，相间彩色为辅色装饰室内居住空间。 

3.1.1  地炕与家具 

温突文化下的地炕是北方传统朝鲜族人居环境

重要的标志性元素。即使在楼内空间中，朝鲜族老人

也依然保持地炕的生活方式。地炕形式出现对室内环

境的设置也产生积极影响，低矮的传统家具设计与应

用成为朝鲜族人居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卧室中的家

具主要为炕柜、床欌、柜、笼、大躺箱等储藏类家具，

由于朝鲜族在传统礼仪制度下，主卧室内兼具餐食，

书房功能，专用的小磐、四方桌、砚床、桌案、书欌、

床头柜、文匣等家具布置其中；女性卧室空间除欌、

柜、笼的大型家具外，还设置有女性梳妆家具，三层

欌和欌作为头宴房标志性家具，这些女性家具在有的

户型中设置在女主人卧房套间内。厨房家具因户型类

型限制设计不同，普通朝鲜族家庭中，厨房空间与卧

室一体，实木橱柜在室内一角，只有大宅院的厨房是

独立设置的。 

3.1.2  陈设品与纹饰 

朝鲜族室内的装饰配饰也是室内人居环境重要

的元素，主要体现在家具和工艺品上的图腾纹饰，室

内空间装饰造型体现在室内各个墙体界面上。装饰纹

样的图案源于汉唐中原的吉祥“十长生”：植物有牡

丹、梅兰竹菊、唐草、松树等；长寿与吉祥寓意的鱼、

龙、凤、龟、鹤、蝙蝠等；自然元素的云纹、山水、

诗句等，以对角、四方连续或抽象变形的艺术手法提

取元素，以雕刻、印染、镶嵌等表现形式应用到家具、

室内陈设品、工艺品和室内装饰造型中。 

3.2  朝鲜族传统元素在人居环境元数据库中呈现与

标注研究 

3.2.1  造型元数据呈现与标注 

朝鲜族人居环境空间元数据库中的造型以英文

首字母 S 表示，以室内陈设品的朝鲜族传统家具为造

型典型代表，探索与受明清家具影响在造型上所展现

的物象形态、尺度、功能形制。通过对中国北方延边

地域朝鲜族聚落遗存的传统家具在造型元素的采集、

收录、整理，以数据库的信息可视化图库研究尝试，

逐步完善非遗传统少数民族家居环境元素的大数据

时代下的可视化造型艺术研究。选取朝鲜族传统家具

螺钿二纹饰层欌、鍮片装饰衣柜、铁片装饰衣笼、砚

箱、铁片装饰衣柜作为部分典型朝鲜族传统家具，进

行传统家具造型元数据库分析，导出数据库中的数字

模型造型。通过对传统生活类家具造型的梳理，总结

其造型特征，为生活居住类家具向公共体验性家具环

境的呈现发展趋势与可能性，为人居环境设施在现代

生活环境的延展拓展提供优化设计的基础数据，见表

1。针对朝鲜族餐饮、娱乐、商业等公共空间家具的

设计与运用，提供了家具的造型数据库。 

3.2.2  色彩与材质元数据库呈现与标注 

朝鲜族人居环境空间的装饰色彩与材质作为重

要的视觉元素，分别由英文字母 C 与 M 表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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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朝鲜族传统家具造型元数据库[13-14]（部分） 

Tab.1 Metadatabase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modeling[13-14] (partial) 

类别 数据编码 名称 样本原型 数字模型 

家具结构 S1 螺钿二纹饰层欌

  

家具结构 S2 鍮片装饰衣柜 

  

家具结构 S3 铁片装饰衣笼 

  

砚箱结构 S4 砚箱 

  

家具结构 S5 铁片装饰衣柜 

  

 
光学色和物理色对传统家具及室内装饰色彩进行数

据采集，分析传统人居环境中装饰色彩的传承基因，

见图 4。室内空间装饰色彩主要体现在家具及陈设品

上，色彩的呈现离不开材质对其影响。传统的家具色

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木材质本身，实

木家具主要采用桦、榉、梨、枣、椴、松、柳、椿、

枫、柿子、胡桃、樱桃、梧桃、梧桐等树种[15]实木进

行加工，使用清漆涂刷后，更能展现出不同材质的色

彩差异；另一个是来源于家具配饰与装饰色彩，用黄、

绿、红等不同色粉以花角工艺形式对龙凤、十长生、

牡丹、喜鹊等装饰图样进行彩绘雕刻镶嵌，有的以不

同颜色的金属装饰工艺，在家具五金配件及装饰进行

表现，常以蝴蝶、云纹、梨花等装饰纹样的金属薄片，

长短不同的拍子用在比较沉重的家具上[16]，形成装饰 

性色彩很强的传统家具，不同材质体现，见表 2。花

角工艺、螺钿工艺成为朝鲜族典型的家具工艺，这种

工艺是在中国传统唐明家具工艺基础上革新出独特

的家具加工工艺，工艺的革新带动了板材、辅材及配

饰、色彩上的革新，带动了特色传统家具的衍生与发

展。彩虹颜色运用到室内陈设品的装饰“十长生”图

案色彩中，其中较为明显七彩服饰挂在衣桁上的装饰

品、炕柜上被褥七彩纹饰、帷幔彩色图案、传统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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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原型 色彩 DNA 因子库 

 
深赭石色；咖啡色；黑色；玄色 

CMYK RGB 

深赭石色 C: 60% M: 80% Y: 85% K: 40% 深赭石色 R: 90 G: 50 B: 38

咖啡色 C: 45% M: 80% Y: 100% K: 15% 咖啡色 R: 144 G: 70 B: 33

黑色 C: 80% M: 80% Y: 75% K: 60% 黑色 R: 37 G: 31 B: 33

 玄色 C: 50% M: 95% Y: 100% K: 35% 玄色 R: 112 G: 30 B: 24

 
深棕黄色；紫酱色；玄青色；灰色 

CMYK RGB 

深棕黄色 C: 50% M: 70% Y: 95% K: 10% 深棕黄色 R: 140 G: 88 B: 43

紫酱色 C: 60% M: 80% Y: 70% K: 30% 紫酱色 R: 101 G: 57 B: 59

玄青色 C: 80% M: 75% Y: 70% K: 50% 玄青色 R: 45 G: 45 B: 48

 灰色 C: 70% M: 65% Y: 60% K: 10% 灰色 R: 94 G: 90 B: 91

 
深紫檀色；赭色；漆黑色；乌黑色 

CMYK RGB 

深紫檀色 C: 65% M: 90% Y: 80% K: 55% 深紫檀色 R: 67 G: 24 B: 29

赭色 C: 55% M: 75% Y: 70% K: 15% 赭色 R: 124 G: 76 B: 69

漆黑色 C: 90% M: 80% Y: 65% K: 45% 漆黑色 R: 27 G: 43 B: 56

 乌黑色 C: 72% M: 76% Y: 66% K: 35% 乌黑色 R: 75 G: 57 B: 62

 
深缁色；栗色；黧色；老银色 

CMYK RGB 

缁色 C: 70% M: 85% Y: 80% K: 55% 缁色 R: 59 G: 31 B: 31

栗色 C: 60% M: 80% Y: 80% K: 40% 栗色 R: 90 G: 50 B: 42

黧色 C: 70% M: 65% Y: 85% K: 30% 黧色 R: 80 G: 75 B: 50

 老银色 C: 50% M: 40% Y: 40% K: 0% 老银色 R: 144 G: 146 B: 143

 
乌黑色；缁色；银色；苍色 

CMYK RGB 

乌黑色 C: 80% M: 90% Y: 60% K: 45% 乌黑色 R: 53 G: 32 B: 55

缁色 C: 70% M: 85% Y: 60% K: 30% 缁色 R: 83 G: 49 B: 68

银色 C: 30% M: 20% Y: 20% K: 0% 银色 R: 189 G: 195 B: 196

 苍色 C: 60% M: 50% Y: 55% K: 0% 苍色 R: 122 G: 123 B: 113

注：图片及数据由延边大学金成教授提供，拍摄于延吉市个人收藏朝鲜族后移民传统家具。 
 

图 4  朝鲜族传统家具装饰色彩基因元数据（部分） 
Fig.4 Gene metadatabase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coration color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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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传统家具装饰材料基因元数据库（部分） 
Tab.2 Gene metadatabase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decoration materials (partial) 

样本原型 材质 DNA 因子库 

 
  

    M1：天然木材          M2：铁 

 
  

   M1：天然木材           M3：鍮 

 
  

     M1：天然木材          M4：黄铜 

 

   
    M1：天然木材        M5：锡          M6：黄铜 

 

  
    M1：天然木材        M7：螺钿 

注：图片及数据由延边大学金成教授提供，拍摄于延吉市个人收藏朝鲜族后移民传统家具。 

 
鼓乐及生活工艺品等。 

3.2.3  装饰纹样元数据库呈现与标注 

朝鲜族传统纹饰在装饰图样中能明显地看出有

敬天思想和崇拜文化[17]，其纹饰受中原传统宗教文化 

内因影响和游牧民族文化外因的影响，形成了继承中

国传统吉祥纹样的基础上，进行简化风格的嬗变。装

饰纹样类别与功能几乎与汉民族相同，更加追求吉

祥、长寿、平安等寓意，主要分为吉祥动物图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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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花草图案、吉祥文字图案。吉祥动物图案纹饰以龙

凤、虎、龟、鹿等长寿寓意的造型形象为主，有的以

鱼、蝴蝶、仙鹤、蝙蝠的造型形象运用配饰上；吉祥

花草造型纹样主要为牡丹纹、菊花纹、唐草纹、木槿

纹等，有的以菊花、唐草、石榴、叶草等装饰纹饰造

型运用到装饰上；吉祥文字主要以汉字福、禄、寿、

喜、云纹、角花、卐字祥云纹等为装饰造型纹样。将

传统装饰纹样按不同类别录入数据库，按不同分类的

装饰造型纹样进行元数据的呈现，形成自身独有的编

码编号，如果设计师在选择传统家具或空间装饰纹样

设计时，可以从数据库中筛选出纹样，并可以进行再

优化设计与运用，见表 3。 
 

表 3  朝鲜族传统家具、室内配饰图腾纹样元数据库（部分） 
Tab.3 Totem pattern metadatabase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and interior accessories (partial) 

基础纹样 元数据编码 名称 纹样释义 纹样使用方法

 

P1 
四喜莲花蝙蝠

瓣纹 

重复双喜，喜上加喜多福的含义，用八瓣莲

花纹和象征福的蝙蝠纹相互组合表达大悲

与幸福之意 

二两连续；左右

对称 

 

P2 卐字祥云纹 
卐字是象征智慧与慈悲，是朝鲜族人对佛教

的信奉，同时象征宇宙 

单体式、一点发

射式 

 

P3 仙鹤纹 
仙鹤是朝鲜族十长生之一，象征着长寿、权

力与旌节 
单体式 

 

P4 八瓣莲花纹 
八瓣象征佛的大悲，同时象征四位佛和四位

菩萨 

四方连续；一点

发射式 

 

P5 蝙蝠纹 
蝙蝠象征福，如对称的一对蝙蝠纹象征双

福，如五只蝙蝠纹象征五福 

二方连续；左右

对称 

 

P6 四方铜钱纹 寓意四方招财进宝 

单体式； 

四方连续；左右

对称 

 

P7 蝴蝶纹 寓意新的幸福生活、也象征夫妻和睦 单体式 

 

P8 葫芦瓶 寓意福禄双全，有祈福辟邪的含义 
单体式； 

左右对称 

 

P9 鱼纹 寓意有所盈余、多子多福富贵之意  

注：图片由延边大学金成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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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朝鲜族传统人居环境元素数据库应用

与拓展 

4.1  朝鲜族传统人居环境元素的应用 

目前，职业设计师及相关从业人员对少数民族文

化相关资料整理与设计素材较少，相关文化数据库资

源更为紧缺。通过数据库的资源建立，元数据库关联

技术为设计师提供更为优化的数据库资源；为设计从

业者提供更加专业的资料；为传统朝鲜族人居环境设

计提供原始资料、专业和准确的设计资源、优化设计

平台、节约时间与成本。传统家具在现代朝鲜族人居

环境中进行改良设计，体现在传统手工艺实木家具大

部分被现代板式实木家具所取代，传统手工艺技法也

被集成产出所替代，传统图案造型也进行了创新设

计。将传统人居环境元素在数据库中根据需求对传统

纹样元素进行再设计，形成符合现代朝鲜族及其他民

族定制审美需求的家具饰品，运用到人居生活环境空

间中。数据库的呈现与应用不仅是简单保存了朝鲜族

传统人居环境元素，更有对新时代朝鲜族人或有需求

的其它民族提供设计资源库。对现代朝鲜族人居环境

设计的应用增加了新的内涵，传承的基因以新的继承

形式而得到延续，为探索传统人居环境基因探索提供

了可行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4.2  朝鲜族传统人居环境元素在公共文化空间中拓

展运用 

伴随着文化交融场域需求，民族文化空间作为民

族文化交流的新域场，在传承展示中体现出中国深厚

文化底蕴和文化基因。传统民族文化元素从较封闭聚

落生活空间中走向“自我解放”，从内需人居环境走

向开放公共环境中，让朝鲜族传统人居文化从传统家

族为单位的空间中释放出来。朝鲜族传统人居环境元

素已广泛运用于餐饮空间中，也逐步拓展运用到酒

店、民宿、民俗博物馆、民俗公园、广场景观等公共

活动空间的设计中。随着人居环境的变迁，传统朝鲜

族聚落逐步向现代化城市生活转向，传统人居环境元

素对现今生活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相对开放文

化环境也走向相对独立单元式居住环境。传统文化环

境的公共交流需求成为当下各民族内需，各民族的居

住文化元素走向了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中。朝鲜族民

俗风情园广场设计应用中，将朝鲜族传统人居环境元

素作为人文环境景观元素展现在公共场域空间中，使

婚俗、节日、运动、游艺等传统生活元素作为朝鲜族

传统人居环境元素，在数据库中筛选提炼出来运用到

公共娱乐空间中，通过产品设计专业毕业设计，对朝

鲜族传统家具创新设计在人居和公共性空间设计及

实物家具拓展应用，见表 4。 
 

表 4  朝鲜族传统家具创新设计在人居/公共空间拓展应用（学生毕业设计部分） 
Tab.4 Expa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design of Korean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  

residential/public space (student graduation design) 

家具 

名称 

造型元素 

DNA 因子库 

材质 DNA 

因子库 

色彩 DNA 

因子库 
造型样式设计 生化过程 应用场景 

炕柜 

 
1. 文字造型 

 
2. 炕柜角造型 

 
3.炕柜腿造型 

 
M5：天然木材 

 
锁 

 
五金配饰 

 
深紫檀色 

 

CMYK 
C: 65%  M: 90%
Y: 80%  K: 55%

 

RGB 
R: 67 G: 24  B:29

A        B 
 

C       D 

 
设计过程 

 
制作过程 

 

文匣 

 
八瓣莲花纹（原）

 
优化后莲花纹 

 
M1：天然木材 

 
 
 

 
五金配饰 

 
深赭石色 

 

CMYK 
C: 60%  M: 80%  
Y: 85%  K: 40%

 

RGB 
R′: 90 G: 50  B: 38

 
 

 
设计过程 

 
制作过程 

 

 

注：纹样图片由延边大学金成教授提供，传统实物家具由宿迁学院吕光指导 2018 级产品设计毕业设计组学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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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朝鲜族传统家具作为朝鲜族人居环境的载体，在

新时代城乡人居环境变迁中传统家具在使用功能、材

质与工艺、造型、纹饰、装饰色彩上呈现出“新需求”

现象。这种现象是各民族在人居环境变迁中受现代生

活影响的必然结果，如何将民族传统人居环境元素符

号继承下来。本文以朝鲜族传统家具为人居环境元素

载体探索传统人居环境文化元素的继承与拓展，以数

据库设计与实践应用为媒介平台，在造型元数据、材

质元数据、色彩元数据、装饰纹样元数据中提炼出造

型 DNA 因子库、材质 DNA 因子库、色彩 DNA 因子

库、装饰纹样 DNA 因子库作为移民后朝鲜族传统家

具原始人居环境元素 DNA 基因库。根据朝鲜族内需

或朝鲜族风格在居住空间、商业空间、公共空间的拓

展需求进行设计与实践研究。在以朝鲜族文化元素为

代表的传统家具进行设计实践，对于朝鲜族传统人居

环境元素的数据库理论、设计、实践的应用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在对传统民族元素保存与整理中，还要不

断挖掘，并不断总结与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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