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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具的生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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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 徐秋鹏 

  中国古代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强调人的作为应顺应自然，符合自然生

存、发展的需要。在“道法自然”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艺术总是从人与自然的

统一中去寻找和谐的美，寻求“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考工记》中也提出了一个

对工艺美术评价的准则，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就是说只有充分考虑了自然条件，材料特性和制作技艺的工艺品才有可能算是一件好

的工艺品。 

  “道法自然”这种传统的哲学思想与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策略可以说都是以

环境保护为中心的，《考工记》提出的评价准则中以“天”“地”这两个代表自然的因素为

首，也说明古人在制作工艺品时就已经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的传统家具，是传统工艺美术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同样遵循了上

述的思想和准则，这种蕴含在传统家具文化中的崇尚自然的生态观念对于传统家具在现代健

康、快速的发展以及现代家具的生态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家具的生态特征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中国传统家具选用木材作为家具的主要制作材料，另外配以石材和其他附属材料，多数

的材料都取之于自然。木材与当时可得到的石材、青铜等其它材料相比，更容易加工，可以

减少制作的时间。 

  也有人会认为：明式家具采用紫檀、黄花梨、鸡翅木等硬木制作，这是对珍贵自然资源

的浪费，是对环境的破坏。这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当时，这些硬木的使用，恰

恰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行为。事实上，明式家具最初采用的材料是榉木，可以说江南的榉

木家具是明式家具的先导，另外，在明朝中叶以前，还有大量的家具是采用榆木、杉木等其

它白木制作的。直至明代嘉靖、隆庆以后，经济繁荣，海禁开放，到东南亚的海船带回了一

些压仓的木料，这些木料就是紫檀等硬木材料，木工匠人就地取材，利用这些材料制作家

具，结果获得了意外的效果，促进了传统家具走向辉煌。但大多数的民间家具还是使用柴木

制作的，硬木材料的使用正是古代人珍视木材，使身边的材料都能物有所用的行为表现。 

  传统家具在选材方面充分考虑了材料和产品的使用条件和性能，采用的是可再利用或再

循环的材料，另外也充分考虑了材料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选用的都是易得到、易加

工、无毒、无污染的材料，这与现代生态设计选材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结构极简 

  传统家具的整体结构从最早的箱式结构不

断向框架式结构转化，在转化的过程中不断简

化，直至达到没有一个多余的构件的程度，可

以说已经简化到了极至。王世襄先生在《明式

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中，将明式家具

的精妙总结为"16品"即十六个方面，其中第一

品就是“简洁”。并列举了相应的实例－紫檀

独板围子罗汉床(图1)。这张床用三块没有任何装饰的板材做围子,用粗大的圆材制成的四条

腿足直接落地，结构和装饰都十分严谨和简练。每一结构都有明确的、合理的功能，虽然没

有多余的装饰，但同样体现了造型的优美，真正做到了简练而不简单，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具

“简而美”的特点。

  ·装饰适度 

  传统家具本身采用的是自然材料，很多都带有美丽的花纹，所以，他们既是家具的物质

载体，又是天然的装饰，用自然的纹理、色彩或者不同材料材质的对比来增加装饰效果，从

而也减少了再装饰的工作。 

  以明式家具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家具，装饰严谨合理，讲究形式与功能的统一。特别是由

构件直接显示的有力形式和实用的功能性成为装饰的一种基本范式。一方面，构件的装饰与

构件本身融为一体，构件本身的考究造型已经成为一种装饰，比较典型的有家具腿足的开

光、椅子的搭脑、牙板、罗锅枨、霸王枨、托泥等构件的装饰；另一方面，在家具的节点部

位将结构件进行装饰，使其同时具有加固结构和装饰的双重作用，如牙头、挂牙、卡子花、

矮老、券口、圈口、挡板等都是装饰性的结构件。 

  简洁、严谨的结构和适当的装饰蕴含着朴实、纯真的民族性格和追求率直、典雅、精制

的艺术精神。这与现代设计“少就是多”的理念，和倡导生态设计的“极简主义”的宗旨是

一致的。

  ·拆装自由 



 

  中国传统家具主要采用榫卯结构的接合方式。榫卯工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浙江馀姚河姆渡村古人类部落遗址中，已经发现了比较成熟的木结构建筑，这些木建筑已经

使用了榫卯结构，并带有重复使用过的痕迹，说明当时的榫卯结构就是可以装配和拆卸的。

传统木建筑－大木作中各种各样的榫卯，为传统家具－小木作的制造提供了工艺技术方面的

条件和经验。我们智慧的祖先将这种灵活的接合方式充分的利用到传统家具的制作中，使传

统家具拥有了更多宜人的特征。利用榫卯接合，我国的传统家具几乎不用钉和胶就能构成很

结实的家具；而且在家具受损以后，还可以将受损的部件拆下来，修补或更换，不必淘汰整

件的家具，也不会破坏家具的构件。

  传统家具中经常使用的“走马销”（南方匠师又称“扎榫”）是一种特制的栽榫，榫头

下端大，上端小，卯眼的开口半边大，半边小，安装时，榫头由卯眼开口大的半边插入，推

向开口小的半边，这样就扣紧了；如要拆卸，只需将构件退到卯眼开口大的一端即可拔出，

把两构件分开。它一般用在可装可拆的两构件之间，例如翘头案的活翘头与抹头的结合，罗

汉床围子与床身抹边的结合，屏风式罗汉床围子扇与扇之间的结合。 

  钩挂榫在战国时期已经用于棺木的制造，宋朝时霸王枨出现，（霸王枨是将桌面和腿足

连接起来的构件），钩挂榫就被用来连接霸王枨和腿足。钩挂榫的榫头里宽外窄、装后用木

块塞紧，即将榫头固定住了，在拆卸时，可将木块取出，枨子自然会落下，榫头回到原来的

入口处，即可拔出。

  夹头榫和插肩榫都是用来连接案形家具腿足与面板的结构方式，在需要维修时，可方便

的将案面与腿足框架分离。

  传统家具的托泥容易吸湿受损，它与腿足的接合采用了可拆卸的直榫接合，这样，受损



的腿足部分只需更换托泥，不用拆换整个腿足。

  中华民族历来都主张节俭的生活，榫卯结构的拆卸性与这种传统美德有相同的宗旨，使

损坏了的家具可以方便的修理，或者将拆下的部件作其它的用途。传统家具能供几代人使

用，甚至沿用至今，可拆装的榫卯结构是关键的原因。榫卯结构的制作工艺高超，家具不到

不得已坚决不用钉和胶，从生态设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减少了同一产品上材料的种类，是

有利于回收处理的。

  从现代生态设计的角度来看，拆装性能是生态性能评价的主要部分，产品良好的拆装性

能有利于产品的维护和回收，使维修工作变得简而易行，减少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有利于延

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 

  家具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体现的是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

技术进步和艺术特征的综合反映。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家具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人虽然钟爱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家具，但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 

  “生态、环保、健康”是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各行各业行事的

准则。家具制造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又是资源、能源的消耗大户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源

头之一，家具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具有更重要的生态意义。 

  在继承丰富的传统家具文化进行创新的过程中，不但要注重装饰风格、造型法则和生产

工艺的研究，更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的理念。中国的传统家具注重实用，以节

俭为贵，这是古人对自然的热爱，对“道法自然”理念的行为体现，也可以说是原始的、朴

素的生态设计理念的体现。 

  传统家具本身已经具有了很多的生态特性，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要继承具有生态意义

的要素：运用无毒无害的自然材料,采用拆装结构，等等；继承的同时也要跟上时代的步

伐，客观的分析现状，勇于创新。传统家具的材料，特别是硬木材料，目前已经成为稀少的

资源，如果继续使用这种材料，就是对自然的破坏，人造板、塑料、聚脂等替代材料的开发

利用是对资源的保护，也是对传统家具持续发展能力的保护；传统的榫卯结构，在现代人高

速的生活节奏的要求下，也要有所简化才能更好的发挥优势。在优秀的传统理念指导下开发

新材料、运用新工艺，并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继承和发展历史的最好方法。 

  本着生态设计的理念进行传统家具的现代化设计，创造现代的、环保的中式家具，不失

为一条很有前途的发展道路。这种方法吸收统文化的精髓，可以充分发挥传统家具的生态优

势，推陈出新，制造出有文化内涵和符合环保要求的产品，为人类提供健康的、艺术的生

活。另外，立足于传统家具进行生态家具设计，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中国家具独特的品牌形

象，塑造中国家具产品的环保新形象，增强我国家具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对于我国家

具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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