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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经

行家直言

中式家具设计的中式家具设计的““跨界跨界””探索探索

□□ 于思言

本报记者 裴秋菊

在 2000 年以前，红木家具还是仿

古家具的“傀儡”，材质和器型几乎完

全依靠市场。随着中式生活理念的

回归，红木的美学价值和收藏价值再

次被人们认识，中式家具更是因其秉

承中式风格，集艺术、养生、收藏价值

于一身而备受青睐。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生活节奏

的加快，传统的中式家具因成本高昂，

已不太适合现代人生活，因此产生了

新中式家具。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定义

“新中式家具”？当代家具设计与制作

的方向又是什么？笔者邀请业内专家

对此进行了解读。

新时代的中式家具

新中式家具延续和继承了博大精

深的中式文化，备受文人、学者、传统

文化人士的追捧，甚至越来越受到年

轻人的喜爱，消费群体日渐扩大，究竟

什么样的家具才称得上是新时代中式

家具？

中科院古典家具研究开发委员

会主任何锦驰表示，新时代的中式家

具应该成为发展的必然，其应体现新

的时代特色和新技术，他同时呼吁，

更多的有担当的设计师共同推动新

中式家具的发展。在何锦驰看来，新

中式家具应该至少包含 3 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尝试新的生活方式，继续保

留传统文化的元素，并以此为特色与

西方文化相互学习；二是要具有新时

代的特色，新时代的需求不同，新时

代中式家具应该符合中国的国情，符

合现代人的文化理念和审美情趣，自

然也符合市场的需求；三是应该有新

的科技成果。新时代的中式家具应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

“一件精美的家具，在过去感受的

是工匠精神，这可能忽视了其中设计

的力量。过去红木家具更多取决于木

工，大部分是简单复制；新时代的家具

要体现更多，需要用当代设计师们的

审美观念来满足人们对于美的渴望。”

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姜恒夫说。

在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

代，伴随着国力增强，人们开始从全面

西化的模仿和拷贝中反思，中国美学

传统的本土意识开始觉醒，新中式风

格作为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新型装饰

风格，已成为国人寻求具有文化认同

感的一股强劲的消费浪潮。设计师仲

松认为，在这种浪潮下，人们需要重新

理解“新中式”。新中式不是为创新而

创新，而是返本开新，不仅指中国，更

指中国的文化精神，不是肤浅的传统

文化堆砌，而是极具时代特征的当代

设计风格。

在“美在严选”创始人林育程的眼

中，新中式只是一种语言描述方式，即

使没有新中式，也必然会有另外一种

方式去概括。所谓新中式的趋势，是

探索从当下和传统中谨慎小心地对待

创新这件事。

设计师要重新理解新中式

对于新中式家具的设计，设计师

应该用怎样的观念来满足人们对于美

的渴望？业内人士认为，设计师应该

要重新理解当代中式。

“在不同的创作中，我发现设计

没有原创。准确地说，设计是一种模

仿后的组合，用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运

用自己特有的、擅长成熟的技艺进行

组合。模仿是学，拷贝是偷；设计是

有想法的模仿。”对于当代家具的设

计，澳珀家俱艺术总监朱小杰的观点

颇具争议。

在朱小杰看来，当代家具的创作

思路可以从古人、自然以及他人的设

计中汲取营养，并且用自己的语言进

行组合。但只有自然中的万物才是原

创，而一切的设计只是模仿。

中国家具设计委员会委员、U + 家

具品牌设计总监沈宝宏表达了对古典

家具的改良和创造的看法：“设计的变

异、人体功能学的引入，对每一位设计

师都是考验。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是

怎样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做了

大量的探索和改变，这个改变就衍生

出来 U + 的一系列作品。”

比如，U＋系列作品的如意椅去掉

了所有非本质、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

仅仅存留结构；四季椅将人体工程学

与山峦、舞蹈的线条结合；把不入大雅

之堂的马扎用新的设计语言改良，成

为可以“上台面”的家具。这既是沈宝

宏对“新时代的中和之美”的理解，也

为当代中国家具设计走向提供了一些

参考。

而策展人、“自造社”创办人宋涛

则认为，亚洲文化的力量多体现在

审 美 哲 学 上 ，中 国 多 元 、复 杂 的 传

统、印度带有浓郁神力的华丽媚惑，

以及东南亚的自然主义，这些带有

独特哲学趣味的审美，既保持各自

的特色，又互相浸润、一脉相通，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地域的艺术和

设计方式。他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

探索，并且能够逐渐建立起东方的

审美系统，这才是符合当代人中国

家具设计的根本。

在建筑设计师、哈佛大学建筑学

硕士莫仁杰看来，家具产业未来的发

展，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认清时代，而

不是不断消费与借鉴历史，要集思广

益，去找出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

当今的中华文化，新中式不能只是一

个口号。面对继承，更根本的是教育

问题，中国传统教育缺失的是对于美

的教育。

中式家具应该“为自己而做”

在当前的家具设计中，许多人开

始玩概念、进行胡乱创新，造成对资源

的浪费和对审美观念的错误引导，也

有许多人拒绝创新，只一味仿古，推崇

贵重木材，而这也不利于对环境的保

护、对家具工艺与设计的挖掘，同时也

很难说其就是对我国传统家具文化的

继承。面对这种现状，当代中式家具

设计应该怎样应对？

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

员会主席团主席邓雪松表示，设计师

应该为自己做设计，做自己喜欢的设

计，一定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阶

层。设计师需要不断试错，但是不能

把试错作为一个榜样。当前市场上

出现很多工艺不达标的现象存在，市

场没有跟上消费者的需求，目前设计

师群体整体浮躁。邓雪松认为，设计

师在探索设计风格的过程中，难免会

出错，风格的产生来源于对生活独特

的看法，只有沉浸在其生活方式之中

才能找到真正适合的设计。

对此，家具设计师侯正光表示赞

同：“设计到底为谁而做？为自己还是

为大众？想要满足更多人是非常难

的，而且会变得更复杂。与其这样，不

如从自己开始，为自己做设计。当然，

这是基于设计师大量的素材积累和丰

富的阅历，设计师有一个自己的习惯

和把握。去做让自己觉得舒服的设

计，而且要坚信，和自己一样的人还有

很多。如果没有为大众做设计的把

握，那就可以尝试为自己设计。”

在侯正光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两

面性。作为新中式设计的参与者之

一，他们都在准备着。“以小见大，这是

一个量变的过程，量变之后才是质变，

在这个事件里，可能我们是始作俑者，

但是对与错，我们不予评论，因为未来

谁都说不准。”

作为在设计与艺术之间的设计

师、雕塑家孙文涛表示，继承经典需要

找到合适的点。“有时候继承传统需要

正确的方向，设计一定要找到合适的

点，对于红木这种珍惜材料肯定也有

一个合适的点。中国人为什么对材料

看得这么重？当代中国人到底要审

美、要精神还是要代表财富的东西？

这需要时间去探索。”

当然，当前的中式家具可以说还

没有把准国人心中所认同的那根脉

络。而至于未来将如何、该怎么做，还

需要业内人士做出更多探索。

玫瑰椅玫瑰椅：：文人雅士文人雅士钟情之作钟情之作

家具品鉴

□□ 斐依

作为中国传统家具之一，玫瑰椅

属于中国明代扶手椅中常见的形式，

在各种椅子中属于较小的一种，用材

单细、造型小巧美观，多以黄花梨木制

成，其次是铁梨木，用紫檀木制作的较

少。玫瑰椅的“玫瑰”，并非象征浪漫

的玫瑰花，而是指“美若瑰玉”。玉，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此，

瑰玉般的“玫瑰椅”也是中国又一独具

特色的椅子。

近日，在佳士得香港秋拍上，一件

造型特殊的椅子刷新了业界对玫瑰椅

的看法。

方正精巧的玫瑰椅

相较于一般的靠背椅和四出头，

玫瑰椅的外形纤细秀美，较具灵秀之

气。玫瑰椅靠背和扶手都比较低矮，

且靠背、扶手、椅面之间相互垂直。它

多选用直材，尺寸较小，形态方正而精

巧。其椅背低于其他各式椅子，和扶

手的高度相差无几，这是因玫瑰椅常

陈设于窗台下，靠背低，不致高于窗

台。同时，在配合桌案陈设时，椅背也

不高出桌沿。

玫瑰椅款式多样，造型轻巧美观，

收藏家王世襄曾在《明式家具研究》中

列举了 7 种玫瑰椅：独板围子玫瑰椅、

直棂圈子玫瑰椅、冰绽纹围子玫瑰椅、

券口靠背玫瑰椅、雕花靠背玫瑰椅、攒

靠背玫瑰椅、通体透雕靠背玫瑰椅。

其中，独板围子玫瑰椅的靠背及

扶手用三块寸许厚的独板造成，板外

面光素。直棂圈子玫瑰椅的后背和

扶手之内都安直棂，又被称为带扶手

的木梳背椅，洞庭东、山西常见用榉

木制者。

在玫瑰椅中，券口靠背玫瑰椅是

常见的式样。在靠背和扶手内，距离

椅盘约二寸的地方施横枨，枨下加矮

老。靠背在横枨和外框所形成长方形

空当中，用板条攒成壸门式券口牙子，

再施以极简单浮雕卷草纹。牙子下

脚，即交代在横枨上。椅盘造成冰盘

沿线脚，下面用罗锅枨加矮老，管脚枨

以下有素牙条。而攒靠背玫瑰椅的靠

背板由两根立材作框，中加横材两道，

打槽装板，分三截攒成。透光上方中

圆，浮雕抵尾双螭，翻成云纹，最下造

成“亮脚”。

玫瑰椅还有一种名称叫“小姐椅”，

顾名思义就是小姐使用的椅子，属闺阁

之物，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名画《雍亲王

题书堂深居图》中第八幅《烛下缝衣》中

佳人所坐椅子即为玫瑰椅。

虽然有传言说玫瑰椅是内室女眷

使用的座具，但故宫大臣上朝、颐和园

等候歇脚处、现存晚清客厅客座处多

有此类安置。

不可错过的“镜光式”玫瑰椅

玫瑰椅频频出现在文人雅集的场

合，近日，佳士得香港秋拍上的一张

“镜光式”玫瑰椅虽不算重器，但因其

极为罕见又特殊的样式，成为最先引

人注目的一件，让业界内外惊叹“古宋

遗风”。

据官方介绍，这张玫瑰椅的设计

奇巧，有天圆地方之貌，又称为“镜光

式”玫瑰椅；而“镜光式”一词，来自明

代苏州造园家计成名著《园冶》。这张

玫瑰椅有明显的苏作风格，细看之下

颇有南方园林的既视感。

不同于传统的玫瑰椅，这张玫瑰

椅单从椅背来看就很独特：椅背设

计类似苏州园林中的“借景”艺术。

采光只是一个方面，它是借景时裁

剪风景的取景框，还是流动空间的

通道——当光影或背景色透过椅背

漏 出 ，内 外 空 间 相 互 渗 透 ，得 以 流

畅、流通、流动，可谓“咫尺之内再造

乾坤”。

“镜光式”椅背两侧为苏州园林中

栏杆的变化，简单的直线勾勒而出几

何图案，用材线条细致，做工饶富巧

思；椅背和扶手的中间部分智圆行方，

独韵，正如《淮南子》所说：“天之圆，不

中规。地之方，不中矩。”

该玫瑰椅另有一特殊之处是用方

材制，在庞大的椅子种群中，方材椅是

一种特殊样式，比圆材椅的存量要少

很多。

“镜光式”玫瑰椅的结构简练，主

要体现的是功能性的结构，靠背圆光

两侧以横竖格子攒成窗棂式，而侧面

扶手下圆光两侧，又变化成“X”形的栏

杆式，统一中有变化，构件多细瘦有

力，十分凝练，全以结构为主，甚至没

有牙头、牙条、牙板的加固与装饰，即

便在当代看来也特别时尚。

整体观之，此椅尺寸小、造型奇、

用材方，小巧玲珑，使人总是忆及江南

园林。“镜光式”玫瑰椅

现代中式家具表现出禅意空间迎合整体设计

□□ 陈柏森

有关业内专家曾言，值得收藏的

明清家具是两类：一类是明代中后期

和清早期的明式黄花梨家具；另一类

是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宫廷紫檀

家具。如果仅从投资角度讲，前者多

是在文人的参与下制作的，后者则往

往是由皇帝亲自监督、宫廷艺术家指

导制作的。这些硬木家具不仅年代较

早，而且设计精确、用材精良、做工精

致，并最具升值空间。但投资意义仅

占了“收藏”的一小部分，“收藏”的三

昧所在，在于鉴赏的愉悦和拥有的愉

悦。即使是短暂的鉴赏、瞬间的拥有，

其愉悦之情也是难以形容的。

明清家具市场乱象

假作真时真亦假

文物收藏，不仅是一种投资，更体

现了一种文化；明清家具，不仅是一种

物质，更蕴含着一种精神。因此，明末

清初的黄花梨、清三代的紫檀家具固然

值得收藏，但清代的鸡翅木、酸枝木以

及铁力木家具，清中期之前的榉木、楠

木家具，乾隆之后的黄花梨、紫檀家具，

只要是美的，同样值得收藏。

但民国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

代末以后，明清家具市场也同其他艺术

品市场一样，仿品、赝品泛滥。出版行

业更是推波助澜，使得一知半解者，甚

至完全是“门外汉”编著的伪书、假书大

行其道，扰乱视听、混淆黑白。有些专

家主编的鉴赏类入门著作也不严谨，其

突出表现为：一是内容介绍雷同，实物

图片大同小异；二是价格评估混乱，有

的以同类器物拍卖成交最高价作为估

价参照，与现行市场流通价格完全背

离；有的则将若干年前的拍卖成交价

（或估价）与当前拍卖成交价（或估价）

编在同一本书里，又不标明成交（或估

价）日期等。甚至更有些专家将色黑如

漆、润如牛角的极品紫檀看成了人工合

成材料，将高仿品视为真古董的“专家”

也不乏其人。

明清家具鉴定要诀 目鉴心授

瓷器和书画的真伪如此难以鉴别，

木器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要真正懂

得鉴别，非积数十年功不可，甚至需要

穷尽毕生精力。

鉴别的要诀很多，最基本的就是

多看实物，既看标准器，也看旧仿、高

仿品和修复器，然后请专家通过“比

较法”指点与分析两者在形制、质地、

花纹、工艺、手感、包浆等方面的异

同。鉴定学又称“眼学”或“目测学”，

事实上是一门经验学。在全世界范

围内，对文物的鉴定，至今仍以目鉴

为主要形式。这种目鉴心得，是主观

感悟而非理性认知；其所获途径，是

口问心授、薪火传灯。

由于有些心得是语言无法表述或

无法准确表述的，即只可意会不能言

传，诉诸文字更是难以企及。譬如：书

画鉴定中的“气韵”、瓷器鉴定中的“手

感”、木器鉴定中的“大开门”等。有些

藏家过于相信科学手段，如用热释光

对钧瓷进行检测，得出的结论为“其年

代距今 300 年至 700 年”，即明代。且

不说它与目测学“公认为宋代”的差异

有多大，而结论本身与实际年代也有

400年之遥。

因此，熟知是鉴定的必要条件：一

是必须能宏观把握基本特征，凡与基

本特征有误者必假无疑；二是微观注

重细节，这些细节由技术与文化两方

面构成，缺一不可。赝品过了第一关，

往往过不了第二关。露出“马脚”的，

往往在细节。近代学人王献唐说：“凡

鉴定古玩，非见真器不能定伪。以伪

为真，日后一遇真物，便认其伪。”这是

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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