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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亮

近几年来，家具行业出现了被称

为“新中式”家具的新形态。在今年的

东莞名家具展和深圳家具展中，新中

式家具大热，市场大有爆发趋势。对

古典家具企业来说，在产业转型时期，

如何应对机遇与挑战？如何根据市场

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笔者认为，“新中式”不是对古代

文化符号的生硬堆砌，而是具有以下

特色的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产物：

未来，中式家具将逐渐转向以明式家

具为代表的、强调内敛、典雅之美的中

式审美价值；将更加简洁，富有现代

感；同时兼顾消费者对内敛的奢侈与

大气的追求。随着中式生活方式与中

式审美的回归，改良的、以宋代审美为

核心、以明式家具为代表的现代新中

式审美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刮起新的

旋风，开创家居审美的新潮流，进而创

造出不可估量的市场价值。

纯古典家具遭遇寒冬

在古典家具领域，大体来说存在

着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两种不同的风

格。古典家具企业，有的以清式为定

位，有的以明式为卖点，更多的是两种

风格通吃，什么有人要就生产什么。

在实际销售中，明式家具和清式两种

风格各有市场，可以说平分秋色。

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典家具的巅

峰，其艺术价值得到了古典家具鉴赏

家、收藏家、学者的一致认可，具备永

恒的市场价值。与清式家具相比，明

式家具强调的是内敛之美，不以张扬、

奢侈为核心价值。传世的明式款型，

相对而言往往纤细素雅，以内在的高

贵气质示人，极其耐看、耐品。遗憾的

是，大部分消费者并不具备欣赏明式

家具之美的能力。被鉴藏界和学界否

定，以粗大硕重、繁复雕花为特征的清

式家具在实际销售上反而一度大行其

道。个中缘由，除了与消费者审美能

力有关以外，清式家具因其硕大的体

量，较能满足消费者贪大求奢的心理

需求。

然而，无论是明式家具还是清式

家具，2014 年至今，都遭遇了市场寒

流。在上述两大广东家具展上，纯古

典家具企业与以“新中式”为定位的企

业，受到的待遇几乎到了冰火两重天

的地步——前者展位往往门前冷落、乏

人问津，后者展位却热闹非凡，有些企业

的销售人员几乎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

“新中式”家具企业分类明晰

“新中式”家具是从传统演变而来

的，受上述两种古典家具风格的影响，

自然也分成了两种主要类别：

一是以明式家具为风格特征的

“新明式”家具，讲究清雅、简洁。较有

代表性的品牌包括 U + 、万物（北京曲

美属下新品牌）、平仄、多少、上下、乾

坤（左右家具属下新品牌）、佛山阅梨、

深圳自在工坊等。这些品牌呈现了如

下特征：不以材质为先，讲究内蕴。这

些品牌中，有的以胡桃木为主材，有的

主打刺猬紫檀；万物的所有家具甚至

以竹集成材制作，U + 则使用了多种木

材，包括紫光檀、枫木、水曲柳等。上

述品牌虽然材质上基本未以红木为

主，尤其是未在木材等级上凸显档次

（“上下”品牌除外），但因为设计师对

中式美的内涵理解比较到位，并未因

材质影响整体品位。

这些“新明式”家具有时并未采用

传统的中式家具符号，比如中式椅子

最常见的垂直窄靠板、牙板、雕花等。

这些品牌虽然都不以大规模的运营为

目标，但其中的大部分品牌发展势头

迅猛，产品甚至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

另一类家具虽不能称为“新清式”，

但给人的观感却具有清式家具粗壮、大

体量的特征，产品局部常使用大量雕

花。这一风格的企业大都从传统红木

家具企业转型而来，对销售额非常敏

感，笔者姑且将其产品风格称为“现实

新中式”。“现实新中式”企业并未严格

确立自身的审美定位，而更以市场调查

反馈为指导思想。由于目前国内大部

分消费者更注重“高大上”的感觉，对审

美缺乏足够的认识，这类产品能够满足

他们的需求。已出现的“现实新中式”

产品，绝大部分使用的是诸如刺猬紫檀

这样的低价红木，根据品牌运作的成功

度不同，售价差别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的“现实新

中式”企业并未建立自己的设计团队来

解决新品研发的问题，而是采取与专业

家具设计公司合作的方式，快速导入新

款式，极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新品产

出的速度。然而，由于企业自身对审美

标准未形成完整的理念，只是凭市场经

验找方向，设计公司的水准又存在良莠

不齐的情况，这部分企业的产品从审美

角度来说无法和“新明式”相提并论。

但消费者审美的不足使这部分企业仍

能很好地生存发展。

消费流行趋势影响家具生产

家具的设计生产首先要重视市场

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近年

来需要用奢侈、张扬的外在方式来表

明自己物质实力的消费人群已越来越

少。目前中国城市住宅装修的情况最

能说明这样的趋势，在国内住宅楼盘

的样板房装修案例中，超过 80%的比例

以简约欧式和低调奢侈作为装修的主

基调，大部分的消费者也以这样的定

位装修住宅。这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

明确信息：简约、内敛的奢侈代表了主

流人群的审美观，这将是长久时间内

的消费取向。

然而，虽然中国消费者已基本过

了高调炫富的阶段，但对品质、大气、

内敛奢华感的追求将成为长期存在的

事实。从住宅装饰的情况看，中国消

费者对低度奢华感的追求仍是消费主

流。所以，我们不妨断定，无论家居风

格如何（欧式、中式、混搭等），简约而

内敛的奢侈是未来中国家居配置的主

流价值。这也可以给红木家具界的企

业以很好的启示。

对家具企业来说，另一个值得关

注的现象是茶道和茶会所的流行。随

着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健

康生活方式的日渐关注，饮茶越来越

成为受大众欢迎的日常活动。

早在宋代，古代文人墨客就以茶

为媒介，以雅集的形式，通过品茶来探

讨思想、品鉴艺术、修炼精神。可以

说，饮茶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文化

活动，甚至可以称为中华文化的一部

分。茶道的流行明确无疑地表明：中

式生活方式和中式审美正在回归。更

重要的是，现今的文人雅士，无论中

外，都是否定清式、推崇明式家具之美

的，以“新明式”为特征的新中式家具，

已得到了文化界、艺术界人士的肯

定。未来中式家具的发展必将大大地

受到文化界、艺术界喜好之影响。

此外，家具企业同样要关注年轻

消费者的需求。以“70后”“80后”为代

表的中国年青一代消费者，已成为国

内高端市场的消费主流，他们的消费

观念与老一代热衷于传统红木家具的

消费者完全不同。尤其是“80 后”的消

费者，他们对美的感受要比上一代细

腻得多，更看重陈设的品位和内在价

值，崇尚个性化的价值观，消费心理也

更趋感性、冲动化、时尚化。面对传统

红木家具时，大部分“80 后”的消费者

持否定观点，而对带着现代风味的改

良红木家具却持欢迎态度。典雅简洁

的改良古典家具与现代家居陈设并不

矛盾，搭配得当的情况下，更能彰显品

位和个性。

□□ 邓雪松

明清家具专家濮安国曾在一次论

坛上提问：“现在很多人对传统家具连

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研究清楚，开口

就谈创新。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谁

知道明式家具中的碗口线？”台上的设

计师与台下座无虚席的红木家具行业

从业者，满场鸦雀无声，无人应对。

当代红木家具行业有数万家企业，

知道碗口线工艺的企业应不超过十多

家，能做好的也仅有两三家而已。然

而，碗口线却是读懂明式家具的“法门”

之一。它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线脚工艺

手法，蕴含了明式家具工艺制作与选材

用料的要则，更暗藏了明式家具造型艺

术手法中空间递进与视觉节奏的关系。

独特的线条与空间关系

中国传统家具的结构命名多源于

民间工匠的口口相传，注重形象直观，

便于理解和流传。什么是碗口线？顾

名思义，就是碗口边沿的轮廓线形态，

如果将带有卷边的碗倒扣放在桌上就

可以看到，碗口的边缘略向外卷，线条

高于碗壁，这就是碗口线的典型特征。

在传统家具中，碗口线一般用于家

具的结构性牙板与腿部内侧边缘。以

牙板上的碗口线为例，要点就是线条外

飘，形成比牙板更靠前的空间前后关

系。这也是碗口线与灯草线在空间层

次上最明显的不同，通过比较这两种不

同线脚的横截面，很容易看出区别。

“线条外飘，线高于面”，既是碗口

线的重要特点，也是碗口线制作的技术

难点所在。要让线条飘起来高于牙板，

就需要将面铲下去，线才能留出来。同

时，线与面之间的过渡要丰富微妙、顺

滑自然，线条要细致均匀、劲健流畅，线

口边棱方圆适度。

在碗口线的实际制作中，刮磨、打

磨的环节需格外严谨，稍有不慎，线条

就会凹凸不平、粗细不匀而失去美感。

然而刮磨、打磨的工序环节，正是当代

红木家具制作较薄弱之处，专业的刮磨

与打磨工匠极其缺乏，了解碗口线制作

流程的技师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当代

红木家具企业在仿制经典明清老家具

时，大多将原本使用的碗口线制作成灯

草线，这样乍看相似，实则判若别趣。

要了解明式家具的“法门”是什么，

首先就要了解明式家具的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明式家具有以下 4 点特征：

框架结体、以线造型，装饰简逸、虚实相

生。“框架结体”是指明式家具的建构方

式；“以线造型”是对应造型与艺术形

式；“装饰简逸”是指装饰方法与风格；

“虚实相生”是指明式家具的实体造型

与空间形态的构成方式，以及空间分割

与递进的方法。

明式家具中有两种线，一是结构类型

的线，如搭脑、椅圈、横枨等，在设计与审

美中都以线的形态确立和出现；二是基于

审美装饰用途的线，如灯草线、皮条线、碗

口线等。在明式家具中，结构线与装饰线

的相互依附映衬、面与面转折的缓急形成

了“线”的主次、粗细、虚实变化，其造型艺

术中的节奏和韵律便由此产生。

可以说，对“线”的表现与审美，是

明式家具艺术最主要的特征。与明式

家具相比，清式家具则将设计制作的重

心从线的表现转向了面的装饰。以绘

画来比喻，明式家具偏向写意，清式家

具趋于写实，这不仅仅是工艺上的差

异，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

明式家具简约的外形，如果没有某

种隐而不显的东西去支撑，就会流于乏

味。简约朴素的明式家具，凭什么令人

有犹似“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观感

呢？要点就在于丰富而微妙的空间递

进、变化的关系，其因微妙而含蓄，因含

蓄而优雅。在这种微妙而富于变化的

空间递进关系中，明式家具简约的造型

才得以充实和丰富。

空间递进关系不微妙又会如何？

例如两块高浮雕的花板，一块厚 2 厘

米，另一块厚 4 厘米，雕刻出来的效果

有什么不同？空间感不同、立体感不

同、耐看程度不同。相比来说，从雕刻

的最高点到最低点，4 厘米雕花板的空

间递进关系更丰富，有了空间前后关系

的拉大，靠前的则“实”，往后退入的则

“虚”，虚实、明暗关系由此生成，主次关

系由此分明。前后、虚实、明暗、主次，

这些关系层层展开形成了视觉节奏，有

节奏才会有韵律，有韵律才会形成美

感。碗口线之所以是读懂明式家具的

一大“法门”，不仅在于其对线条美感的

呈现，更在于它致力于线条与空间关系

的渐变融合，体现了明式家具“以线造

型、虚实相生”的两大要旨。

“看不见”的传统文化精髓

保存至今的带有碗口线的家具并不

少见，各大博物馆和拍卖会上也屡有出

现。全国生产制作与研究红木家具的人

浩如烟海，而了解碗口线的为何又寥寥

无几？牵强的理由是由于碗口线变化微

妙，不仔细观察容易与灯草线混淆。深

层次的原因则是，当前红木家具行业的

兴起主要是由商品消费需求来推动的，

生产企业忙于应对急剧扩大的消费需

求，对于传统家具大多是仿制款型而已，

流于“有形无神”。而从事传统家具研究

的人士，大多也是忙于行业应酬，很少人

愿意沉潜于学术探索中，深究传统家具

的奥秘，因此导致大家对这种线脚工艺

视若无睹，“看不见”碗口线的存在。

那么，传统家具制作者不了解碗口

线又如何？由于不懂得碗口线中蕴含

的空间递进关系，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仿

古家具连灯草线与牙板的关系都做错

了，广泛存在牙板呆滞死板、单薄乏味

的弊病。而研究与设计明式家具的人

士不知道“碗口线”又怎样？这说明对

传统经典的家具理解不够，既没有用心

看，也没能“看见”。

一些设计师动辄声称对明式家具应

做减法，然而倘若不了解传统的精髓而一

味地做减法，得到的将只是简单和粗糙。

这样的家具就如同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

时期倡导的白话文诗歌，为了反传统而反

传统，结果就是简单幼稚、寡淡无味。

有一位业内人士曾这样说：“当有

一天我们说不喜欢明式家具时，希望不

是出于对传统艺术的无知。”在当代红

木家具行业中，对于传统家具的研究与

认识尚且不足，又如何去谈什么改良与

创新？这或许正是濮安国现场借“碗口

线”发问的初衷所在。

碗口线碗口线：：解读明式家具的钥匙解读明式家具的钥匙

““新中式新中式””家具如何抢滩市场家具如何抢滩市场

U+“新中式”家具系列

与传统家具中常见的灯草线相比，碗口线制作工艺难度要大得多。

□□ 鼎言

9 月 9 日至 12 日，第二十一届上海

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在浦东新国际博

览中心举办。这届展会有两点给笔者

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展会现场盛况，二

是展会期间评出的一系列金点奖。在

各种家具市场交易都逊于往年的当下，

能举办这么一场热闹非凡看点颇多的

展会，应向主办方表示感谢。遗憾的

是，评奖环节令人大跌眼镜，不少行内

人士在得知评选结果后连连表示“看不

懂”，认为真正的好作品未得，一些得奖

者则“未必了了”。

笔者最初并不认同这些质疑。文

无第一，武无第二，标准较软性的评奖

活动向无绝对公平，也不必照顾到方方

面面，让谁都满意。为此我还结合资料

为其中一项金点奖写了一篇热情洋溢

的评论在微信平台快推。但是，听到业

界发出的质疑声多了，再结合不久前发

生的“顾磊放弃红点奖”事件，笔者有了

新认识。

先简介顾磊事件：2015 年 7 月，中

国设计师顾磊在得知获得红点传达设

计奖，主办方发来祝贺并告知购买获

奖者权益包的邮件后，因其对红点奖

的评判标准表示质疑，最终答复“放弃

红点奖”，并在 8 月主动发文声明。此

事引起很多设计师讨论。人们聚集于

三 个 问 题 ：一 是 奖 项 收 费 是 否 合 理 ？

二是红点奖评审标准是什么？三是中

国获奖作品为何占红点奖半壁江山？

因为现在展会与评奖普遍收费，第一

点或有合理处，第二、第三点尤为令人

关注。对于第二点，顾磊表示：竞争的

唯一要素就是好设计，而不是来自某

个地区或某种文化。所有国际大赛的

评委都不可能在全球视野下仅通过文

化猎奇或者设计之外的因素去选择某

件作品。为何中国设计获奖作品如此

的被强调“东方风情”？一个带有显著

异域文化的作品好坏和价值应该如何

来评定？潜在之意是：如果获奖作品

带 有 明 显 可 读 出 的 文 化 符 号 而 未 由

“好设计”显示出足够创造性智慧，其

获奖便无意义。

既然无意义，为什么还要参加？有

人会追问。

不管是事前预感还是事后自觉，参

加的动机其实都非常浅白：为了获一个

奖，给作品和作者一个名分，一次“镀金”

的机会。红点奖官网显示，中国地区是

参加红点概念奖投入作品最多的地区

（约点 51%）。相反，诸如美、日、英等国

获奖作品十分有限。业内人士分析，西

方国家各自拥有具备国际影响力的设

计大奖（美国 IDEA、日本 G-Mark、英国

的 D&AD），因此这些国家参与红点奖

比较少。

据了解，包括红点奖在内的国际

国 内 设 计 奖 项 被 质 疑 ，绝 非 首 次 。

2014 年锤子手机创始人罗永浩曾称：

“红点奖是中国企业最喜欢花钱买的

一个奖，这个奖在工业设计圈是一个

笑 柄 。”业 内 人 士 、设 计 师 们 大 都 知

道 ，金 点 奖 和 红 点 奖 有 极 浓 的“ 血

缘”，红点奖创始者是德国人彼得·扎

克，2014 年才被引入中国，变通为“金

点奖”，而且去年和今年的两届“中国

家具设计金点奖”评委主席皆由彼得·
扎克担任。

本文无意过多质疑一个奖项的设

立、引进或具体评奖操作，这次金点奖

引发的争议和顾磊等人对红点奖的放

弃至少提醒我们，应多点时间思考下面

几个问题：一是评奖标准如何尽量做到

客观公平公正，重视设计的价值而非倚

重文化偏好或猎奇心态；二是在展览、

评奖或颁奖环节有收费时如何做到合

理，避免因对经济收益考虑过多对评奖

公正性造成干扰；一个奖项的确立或引

进如何在评奖标准上有个一以贯之的

核心艺术价值，减少评委主观随意性。

种种原因所限，中国类似奖项的设

立与操作远未成熟，金点奖是从西方取

来的经，刚刚两届，都不希望把“经”念

歪。但如果其源头红点奖也有值得质

疑之处，中国的各种评奖活动便应于此

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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