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家直言

07
责编 唐弋
2018年11月24日 星期六
E-mail：whcfzk@163.com
电话：010-64275044 64298348

家居文化

红木知识

床榻家具的分类

品味之道

古典家具的黄金时代

□□ 泺清

明代家具的陈设文化是审美潮流的

亮点之一。诸多文人参与家具工艺的研

究与审美趣味，形成了明式家具风格闲

适淡雅、崇尚自然的设计内涵。尤其是

明代中期出现的城市乡居化的现象，大

规模兴起的造园运动让明式家具有了更

大的发展空间。通过现存文献（刻本、绘

画、插图等）和大量的实物资料可以推测

文人内斋的陈设。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

明代著作，如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

的《长物志》、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等

书籍，都不同程度探讨了明式家具的风

格与审美。

清式家具建立在明代家具的认识

上，不断改进与完善。由于古典家具

大多为皇家御制，很多原材质如紫檀

木、黄花梨木、楠木等都非常珍贵，且

制作工艺精湛高超、传承有序。明清

时期家具具有哪些特点？哪些典型而

经典的家具让人为之赞叹呢？

雕刻精美的家具

在故宫家具馆陈设的家具大多为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生前所用家

具。这些家具除了一部分来自各地督

抚进贡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内务府

养心殿造办处承做的。清朝内务府造

办处每年会从全国征召能工巧匠为帝

王之家生产、制作生活必需品，这个

“皇家工坊”在造型审美上主要由统治

阶层负责把控，尤其是雍正帝在位时，

故宫档案中记录对家具造型调整及用

料的批示文件最多，反映出皇家帝王

对家具品位与皇权高贵的重视。

中国传统家具发展到清代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水平。精彩纷呈的艺术创

作，极大丰富了清代社会的物质创造、

精神生活与文化享受。

清代家具以精雕细刻的宫廷家具

为代表，造型上威严庄重、富丽堂皇，在

装饰风格上形成了“求多、求满、求富

贵”的风格特点；家具制作用料奢靡，装

饰力求华丽，并注意与各种工艺品相结

合，如在家具上嵌铜、嵌珐琅、嵌玉、嵌

螺钿、嵌象牙等，以求达到新奇的效果。

“最典型的是清初的黄花梨百宝嵌

人物图顶箱大柜，这是一对非常珍贵的

四面平顶箱立柜，仅故宫与美国大都会

博物馆有藏。这件大柜为黄花梨木包

镶，由顶柜和下面的底柜组成，柜门由

各色宝石、螺钿等嵌出生动多彩的画面

组成，上层为历史故事画，下层为番人

进宝图，柜门下方的柜膛外面以螺钿宝

石嵌饰婴戏图，边框饰螭龙纹。黄花梨

顶箱柜上镶嵌百宝，在家具品类中很少

见。而故宫博物院藏有的这一对经过

修复的黄花梨番人进宝图顶箱柜，镶嵌

着奇珍异兽，更为珍贵。”故宫博物院宫

廷部明清家具研究专家周京南说。

清朝晚期家具装饰花纹偏多，且

有以物品名称拼凑吉祥语的现象，如

“鹿鹤同春”“年年有余”“早生贵子”

等，甚至有的家具多用“祥云捧日”

“双龙戏珠”“洪福齐天”等作为装饰

名称。相比明代家具讲究雅致、简约

为主的装饰风格，清代家具更多表现

出浓烈的装饰意味与世俗化品位的

倾向。

中西结合丰富家居之美

随着西方文化传入我国，宫廷家具

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兼之西方工

艺品大量传入，充分满足了社会不同层

次的需求。在家居设计上，珐琅彩嵌饰

成为了当时流行的宫廷家具装饰。周

京南说：“这一时期家具形式包括雕刻

加镶嵌、彩绘加贴金、包铜或珐琅等，材

料运用趋于多样化，常见有家具上加

玉、牙、藤、瓷等。处理手法比起明代更

趋多样化、复杂化。紫檀嵌瓷扶手椅、

玻璃香几、嵌玉璧插屏、掐丝珐琅宝座

等都是清代特有的家具装饰技法。”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紫檀嵌珐琅夔

龙纹翘头案、紫檀嵌珐琅绣墩、紫檀嵌

珐琅云龙纹柜格、画珐琅立灯等家具，

好似向参观者讲述着清代帝王偏好珐

琅，五彩斑斓的贵胄生活。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夔龙纹翘头

案，吉祥气息盈满于目，与紫檀嵌珐琅

绣墩在平直规整组合上呈现出的新趣

味，既遵循礼制，又寓意深刻。

另一件引人注目的是紫檀嵌珐琅

玉石楼阁人物图插屏，屏心为玻璃，用

鸡翅木雕树木、山石，并嵌珐琅雕廊

榭、亭台及持有寿桃的玉石老者。为

了达到最佳的展陈效果，其中不仅加

入真水，还放了珍珠与活鱼，使得原本

静止的画面鲜活而灵动。

紫檀嵌珐琅云龙纹柜格的边框均

为紫檀木质，五格透空的多宝格呈不

规则排列且大小不一，每格均镶有饰

拐子纹及番莲纹的珐琅券口牙子。特

别吸引人的地方主要是柜两侧嵌有云

蝠纹掐丝珐琅绦环板。柜下的正面及

侧面皆有缠枝花卉纹洼堂肚式珐琅牙

子，可谓是把珐琅纹样用到了极致。

此柜格使用珍贵的紫檀木，将嵌画珐

琅、掐丝珐琅、铜制镂空花卉、錾铜等

多种工艺集于一身，反映了清朝乾隆

时期广式家具制作特点及精湛的工艺

水平。

传统儒学禅理的“文人书房”

白居易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

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

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这也是明式家具

中文人志趣思想的体现。明式家具是

文人士大夫阶层影响下的产物，格调是

出世，重视文人隐匿、优雅自然、去繁入

简的情怀；而清代宫廷家具则在诸多明

式文人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清式家具由康熙、雍

正、乾隆三代时期形成的带有当时时

代气息的家具，同样也是建立在明式

家具发展与改革的基础上，一步一步

形成了独属清式家具的特点。所以从

家具的发展与创新上来讲，明清家具

是分离不开的，所谓的家具黄金时代

必然有其特定阶段的高峰期，明式家

具在嘉靖、万历年间最为辉煌，到清代

乾隆朝趋向巅峰高度。

新空间

□□ 泺清

结婚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

婚房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婚

房的营造必须具备两大亮点：一

是展现喜庆浪漫的气氛，二是婚

后居家过日子的实用性。中国的

婚房讲究古典雅致，所以自然而

然，用红木家具装饰婚房成为现

在流行趋势。

婚房的装修可以采用新中式

结构，古典整体设计风格注重高

空间、大进深、造型对称，风格须

和谐统一。因为红木本身的颜色

就是较暗的红色，所以更加凸显

出整个婚房温馨美好的气氛。

在卧室配套的设计风格上，

则以红木家具的木质配合暗红色

为主的色调，家具硬朗的线条融

化在紫色的柔和中，刚柔相间、时

尚典雅的视觉效果营造出婚房的

独特魅力。

卧室的床是婚房的重中之

重，很多红木材质的婚床在床架

子上雕刻出龙凤呈祥的图案，四

个床柱立起，可垂下紫红纱网，朦

胧妩媚的感觉油然而生。床头柜

利用花鸟精雕，四周可摆放红木

花架，大红酸枝顶箱柜既实用又

不失富贵。

婚房的客厅可采用红木沙

发，象征着大红大紫。其旁边可

摆放红木书架或博古架，书籍或

红木小摆件点缀其中，与红木沙

发相映成趣，活泼又不失优雅。

客厅的屏风是画龙点睛之笔，配

以龙凤呈现或花鸟图案，更增添

了喜庆气氛。

婚房不仅承载了婚礼的喜

庆，更开启了新婚夫妇婚后的新

生活。中式风格与个性化的今

天，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不再为

年轻的消费者所喜爱，中式婚房

这股红木复古风也刮进了年轻消

费群体的心中。

□□ 颜庄

明式家具素以造型简练、线条流

畅、结构严谨、做工精细、装饰适度、繁

简相宜、木材坚硬、纹理优美的特点著

称，与清式家具平分天下。事实上，明

式家具风格特点的形成与当时的文人

审美和情感因素有很大关系。

制作和使用家具都带情感

制作工艺特点伴随着时代的变革

发展，工艺程度的高低更加显得重

要。人们生活的艺术精神需求是情感

的重要表现。同时，人们想要得到居住

条件的满足和使用家具的方便，家具的

实用性和观赏性必不可少。一方面，家

具的实用性表现在家具使用功能的满

足上，这就是大小、宽窄、高度的尺度适

中，以及榫卯工艺结构的牢实；另一方

面，家具的观赏性表现在家具制作的

造型优美、木质纹理顺畅、面和框架的

平整，以及外观光滑与舒适上。

因此，古典家具由满足人们生活

需求的情感艺术逐渐转化为带有感情

的居室摆放艺术。由此可见，明式家

具的款式设计、制作工艺、雕刻装饰以

及选材用料无不深受文人情感和审美

的影响，由此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人

气质家具。

文人审美情趣对家具的影响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

人、画家、收藏家等著有大量有关家具

的论著，如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

的《长物志》等，这些有关家具的论著

与《鲁班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并非

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而是

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强调“雅”，宣

扬和提倡家具的“古雅风”。

对于明代文人关于家居的论著，

“古朴”和“精丽”是两个主要标准。“古

朴”是崇尚远古先人的质朴之风，追求

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精丽”是精

工细作、精雕细琢、丽质天成而不矫揉

造作。在这两种审美标准的影响下，

明式家具在选材上提倡木材纹理的自

然美，不论是桌案椅凳，还是箱橱床

榻，都造型简练、不为装饰而装饰，充

分显示出木材本身自然质朴的特点。

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明代文人提倡“古

朴”“古雅”的审美观有着直接关系。

也可以说，明式家具的简练质朴风格

是浸润着明代文人审美情趣的。

在做工上，明式家具提倡精细、秀

丽、结构严密，每个榫和卯都契合紧

密，每个图案雕刻都精美绝伦，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

文人的爱好影响家具的款式和

形制

诸多明代文人论著告诉我们，文

人的所好与所用推动着明式家具品种

与形制等方面的发展。这些文人出于

他们的爱好和功能要求，设计与倡导

了众多新巧的家具，丰富了明式家具

的品种和形制。

明代以前的家具，基本上只是生

活用具 (商周时作为等级象征的礼

器、祭器除外)，而到了明代，家具在

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更增强了观赏

价值。这种情况不仅是明式家具本

身的造型、线条、用材、装饰等浑然

一体的质朴典雅之美，更有文人将书

画艺术嵌入家具之中的一份情怀。

家具上刻绘当代文化名人的诗画墨

宝，可说是家具中的珍宝。这些文人

书画与家具的结合，既增强了明式家

具的观赏性，也提高了明式家具的艺

术价值。

明式家具中的文人气质和情感因素

如何用红木家具

装饰浪漫婚房

明式苏作高器黄花梨

黄花梨大笔海

紫檀嵌珐琅夔龙纹翘头案小叶紫檀镶嵌珐琅百宝屏风

□□ 文泽

床榻类家具泛指各种卧具及部分大

型坐具，这类家具专供睡眠、休息之用。

床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卧具，而有些坐、卧

两种功能兼而有之的器物，其造型特点

与床相近的也归属在床榻类家具里。明

清时期的床榻大体分为架子床、拔步

床、罗汉床三种。

架子床

架子床因床上有顶架而得名。架

子床的四角有立柱，床面两侧与后侧装

有围栏，围栏常使用较小木块，以榫卯

结构拼接成各式几何纹样，这样既坚固

又美观。床的上端四面都装有横楣板，

顶上有盖，俗称“承尘”。

有些架子床在正面床沿上会多安

装两根立柱，两边各装方形栏板一块，

名为“门围子”。正中是上床的门户，门

户多为椭圆形的月洞门，有些工匠将架

子床的正面用小木块拼成四合如意图

案，组成大面积的棂子板以做装饰。

架子床的床屉共分两层，多用棕绳

和藤皮编织而成。下层为棕屉，上层为

席。通常席编为胡椒眼形，而棕屉的作

用既能保护席，又能辅助席做承重之

用。其实，这种架子床也有只采用棕屉

作为床屉的，这种工艺是在架子床里沿

起槽打眼，将棕屉面四边的绳头用竹楔

镶入眼里，然后用木条盖住边槽。

床屉四面床牙多以浮雕螭、虎、龙

等图案装饰，牙板之上采用高束腰做

法，用矮柱分为数格。格中间安装镶嵌

绦环板，装以浮雕鸟兽、花卉等纹饰。

拔步床

拔步床是一种造型奇特且实用性

较强的床。工匠将架子床安放在一个

木质平台上，平台的前沿较床的前沿长

出许多，其平台四角设有立柱，按有围

栏进行装饰。这种工艺使整个床向传

统四合院一样分为几进，让拔步床显得

庄重美观。

有些拔步床在围栏两边安窗，使床

前形成一个廊子。廊子的内侧可放置

桌、凳等小型家具，还可放置水盆等常

用物品。在寒冷的冬日夜间也可将碳

筐等取暖物品放置于此，让使用者可以

更加舒适地休憩。这种带廊子的拔步

床多在长江流域使用，由于我国南方昼

夜温差不大，所以使用拔步床的不多。

罗汉床

罗汉床是专指左右及后侧装有围栏

的一种床，经过五代和宋元时期的发展，形

体由小变大，成为可供数人同坐的器物。

由于体积的变大，使罗汉床具备了坐和卧

的两种功能，经过演变工匠又在座面上加

了围子，从而成为了现在的罗汉床。

罗汉床围栏多用小木块做榫拼接

成各式几何纹样进行装饰，形制有大有

小，人们通常把较大的称为罗汉床，较

小的称为榻，又称“弥勒榻”。

罗汉床不仅可用作卧具，也可用作坐

具。一般在罗汉床正中放置一个炕几，两

边铺设坐垫、隐枕，陈设在客厅以做待客

之用。罗汉床舒适美观，炕几在罗汉床上

既能让人倚靠，又可陈放器物。因此，罗

汉床是一种坐卧两用的家具。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架子

床、拔步床由于体积较大，逐渐退出了

人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精

美床榻家具多在博物馆中展出或收藏

者手中收藏。罗汉床由于实用美观、价

值体积适中受到人们的青睐，至今依然

在广泛地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