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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均衡与稳定
 

家具是由一定的体量和不同的材料构成的实体，常常表现
 出一定的重量感，因此,在家具造型设计过程中，须处理好家具
 重量感方面的均衡与稳定的问题。

 1.均衡与稳定的涵义
 ⑴均衡：是指物体左、右、前、后之间的轻重关系。

 ⑵稳定：是指物体上、下的轻重关系。
 

研究均衡与稳定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处理造型中家具各部分
 的体量关系，以获得均衡而又不失生动、稳定而又轻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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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均衡与稳定的表达手法
 

⑴均衡与生动
 

①均衡与生动的诠释
 

自然界静止的物体都遵循力学的原理，以平静安稳
 

的形态出现，均衡与生动便是基于这一自然现象的美学
 

原则，它要求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使诸造型之间的视觉
 

力保持平衡。家具造型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在感觉上
 

有倾倒趋势的家具，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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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均衡与生动的类型

1．动态均衡
 

2．静态均衡

静态均衡是沿中心轴左右构成的对称形态，是等质等量的均
 衡，静态均衡具有端庄、严肃、安稳的效果；

 动态均衡是不等质不等量非对称的平衡形态，动态均衡具有
 生动、活泼、轻快的效果。

如何获得均衡或均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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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家具的均衡感，最普遍的手法就是以对称的
 形式安排形体。

 历史证明，早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初期，人们就具有
 对称概念，并按照对称的法则建造房屋，制造家具及生
 活用品。在原始生产活动中人们对对称的运用，不仅出
 于某种物品的实用要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审美
 的要求。

 

对称又有哪些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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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对称形式有如下几类：
 

镜面对称—是最简单的对称形式，它是基于几何图形两半相互镜像

 的均衡。这两半彼此相对地配置同形、同量、同色的形体，有如物品在镜子

 中的形象一样，镜面对称也称绝对对称；如果对称轴线两侧的物体外形相

 同，尺寸相同，但内部分割不同则称相对对称，相对对称有时候没有明显的

 对称轴线。

 轴对称—是围绕相应的对称轴用旋转图形的方法取得的。它可以是

 三条中轴线相交于一个中心点，作三面均齐式对称，也可以是四条、五条、

 六条中轴线，作四面、五面、六面等多面齐均式对称。

 旋转对称—是以中轴线交点为圆心，图形绕圆心旋转，单元图形本

 身不对称，由此而形成的二面、三面、四面、五面等旋转式图形即旋转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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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对称

 端庄

 
严肃

 
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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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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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用内衣盘

男用内衣盘

祙子盘

裤架
八杆裤架

活动台板

活动台板

活动台板

领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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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
 整齐

 
宁静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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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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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绝对对称、轴对称和旋转对称格局设计的产品，普遍具
 有整齐、稳定、宁静、严谨的效果，如处理不当，则有呆板的
 感觉。对于相对对称的形体，与绝对对称相比，有一定的生动
 性和活泼感，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所追求的，一般情况下，利
 用表面分割的妥善安排，借助虚实空间的不同重量感、不同材
 质、不同色彩造成的不同视觉力来获得均衡的效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中，除了利用家具本身形体安排取得均衡
 外，还可利用灯具、电器、盆栽、书画等装饰用品的陈设，进
 一步调节这种均衡的视觉效果关系，获得更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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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称不能解决均衡问题怎么办呢？

http://soufun.com/Album/PictureDetail_12613141_200_142371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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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能用对称形体安排来实现均衡的家具，常
 

用动态均衡的手法达到均衡。
 

在家具造型设计中，动态均衡的构图表现手法有
 

等量均衡和异量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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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量均衡：即在中心线两边形和色不相同的情况下，通过组
 合单体或部件之间的疏密、大小、明暗及色彩的安排，对局部的
 形和色作适当调整，把握形势均衡，使其左右视觉分量相等，以
 求得平衡效果。等量均衡是对称的演变。

 异量均衡：形体中无中心线划分，其形状、大小、位置可以
 不相同。在家具造型中，常将一些使用功能不同、大小不等、方
 向不一、组成单体数量不均的体、面、线作不规则的配置。有时
 将一侧设计得高一点，另一侧低一点、平缓一些；有时一边用一
 个大的体量或大的表面与另一侧的几个小体量或小面积相配合。
 尽管它们的大小、形状、位置各异，但必须在气势上取得平稳、
 统一、均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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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量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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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量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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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量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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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量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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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量均衡



木质科学与装饰工程学院

自然界的启示

⑵稳定与轻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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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造型设计与自然界其他的人造物一样，其形体必须符合
 

重心靠下或具有较大底面积的规律，使家具保持一种稳定的感觉。
 

轻巧，则是在稳定的外观上赋予活泼的处理手法，主要指家具形
 

体各部分之间的大小、比例、尺度、虚实所呈现的协调感而言。
 

稳定与轻巧是家具构图的法则之一，也是家具形式美的构成
 

要素之一。
 

家具对稳定的要求包括两方面，一是使用中所要求的稳定，
 

二是视觉印象上的稳定。
 

一般情况下，实际使用中稳定的家具，在视觉上也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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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使用中有下述两种情况时可能倾倒：一是上部分构件
 超越了它的基础，当超越部分受到了一定重力作用时可能发生倾
 倒；二是在侧向推力作用下，当重心超越出其基础轮廓范围时也
 将倾倒。

 1）力矩校验法
 2）平行四边形校验法

 视觉上的稳定是一个复杂问题，它既有人的经验与习惯，也
 有心理作用。要获得视觉上的稳定，按实际使用的经验，可使其
 具有底面积大重心低的特点；要获得轻巧的效果，则可提高重心
 的位置，加大上部体量和缩小底部面积。稳定与轻巧效果的获得
 还与线条、虚实、色彩、质地等造型要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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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视觉稳定的方法：
 水平线（轮廓线、表面分割线、装饰线）是一种具有稳定

 情绪效果的线。
 大体量，特别是用板件围成的封闭实体，具有较好的稳定

 感；小形体则具有轻巧活泼的个性和亲切感；虚体一般具有轻
 巧和多变的性格；上虚下实和上实下虚可以分别形成稳定和轻
 巧的视觉效果。

 深颜色给人以视觉力和重量感；浅色则给人以轻快感。家
 具采用不同的色彩或一件家具上下施以同色彩也可以形成不同
 之感，上部用浅色，下部用深色可以加强稳定感；上部用深

 色，下部用浅色可以造成轻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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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低的稳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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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高的轻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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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相间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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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底面积的轻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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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脚扩大底面积的稳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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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倾斜线的稳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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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线的稳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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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重心的稳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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