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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具历史源远流长。依据现有文献和实物证据来看，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具

的形制也相应产生了诸多变化。商周到汉魏时期，人们习惯席地而坐，因而当时的家具多为低矮型家具。东汉

时，游牧民族的胡床传入，受其影响，中原地区的坐具高度开始慢慢增加。虽然缺乏实物资料，但在敦煌壁画

中可以看到北魏时期壁画上出现了腰鼓形圆凳。隋唐时期，出现椅凳类家具。在唐天宝十五年（756 年）高元

珪珪墓壁画中出现了造型明确为椅子的圆凳。在敦煌 220 窟及 103 窟的初、盛唐维摩变壁画中还出现了高案。可

见高型家具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宋代，随着家具品种越来越丰富，家具样式越来越多样。从众多宋墓出土家

具实物和壁画来看，当时的许多家具样式、品种与之后的明式家具区别不大。早期的“席地而坐”不再是主流。

到南宋时，中国家具的品种已经基本齐备，装饰方面已经有了束腰、马蹄足、云头足、莲花托等后世常见样式，

结构部件方面也已经有了夹头榫、牙板、罗锅枨、矮老、托泥等。不过此阶段的家具实物传世数量极少。

中国传统家具随着样式逐渐丰富，开始有了各种分类方式。按照用材可以分为漆家具、硬

木家具、柴木家具和竹木家具等。本书收录的家具实物主要是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明、清、民国时期的硬木家

具精品，其材质多为黄花梨（降香黄檀）、紫檀等高级硬木。在高级硬木出现之前，漆家具一直是人们生活起

居中的主流。明代前中期，漆家具的生产十分兴盛。直到明晚期，硬木家具才逐渐兴起。后因材美质坚、纹理

美观等特点，黄花梨、紫檀等珍贵材质的硬木家具逐渐在权贵阶层流行，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漆家具，漆家具



< 0 0 2

产量开始有所下降。虽然硬木家具在当时占比极小，但由于权贵和文士阶层的推崇，加上硬木优异的木性，其

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平较以往的漆家具有了极大提高。硬木家具较好地继承了漆家具的造型和风格，并在造型和

工艺上有了里程碑式的创新，其艺术性和结构的科学性也有了极大提高，成为中国传统家具的典范。

明初，手工业者由元代的终身服役制改为“轮班”和“住坐”制。工匠在一定程度上有了

劳动自由，制成的产品也允许在市场上销售。农业与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城市经济更为繁荣。据《明史·食

货志》记载，明宣德时全国设有钞关（税收机构）的大工商业城市，包括北京、南京在内共有三十三个之多。

明中叶后，又有二三十个城镇上升到大城市行列，原来的大城市则变得更加繁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家具作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有了相应的发展。到明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交易日渐盛行，银两的价

值越发高涨。工匠逐渐以逃亡的方式来反抗明初以来的“轮班”和“住坐”制，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逐步准许工

匠以银代役。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全国班匠已经一律实行缴银代役。这一改革，大幅解放了工匠的人

身自由，提高了他们劳动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明中后期，为缓解财政危机，隆庆初年（1567 年）开始开辟税源，开放“海禁”。周起元

《东西洋考》序记载：“……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

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当时开放海禁，允许私人海外贸易，南洋各地

中国传统家具

发展概述



0 0 3< 0 0 2

的名贵木材也随着海外贸易开始流入国内。不少硬木制成家具后又作为出口商品销往海外。

明代家具的设计制作融入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这在明代文人著述中得以反映。高濂的

《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列举了数件家具。文震亨的《长物志》记载得更加详细，有方桌、台几、椅子、杌

凳、橱、床、箱等十多种，可以看作是江南文人对当时家具的种类、使用方法、鉴赏以及带有理论性的记录。

万历时戈汕的《蝶几谱》详细记述了十三具特殊形制的三角形几，摆放方式花样百出，类似大型的七巧板。可

见当时开始有了组合家具的意识。

与文人不同，工匠开始总结家具制作工艺，比如增编《鲁班经》。早期版本的《鲁班营造

正式》中只记录了木结构建筑造法。万历时期增编《鲁班经匠家镜》，书中增加了五十二则家具制作内容，并

配上了图样。所谓的“匠家镜”，就是说它像工匠家的一面镜子，对制作家具起到“镜鉴”的作用。这一时期

家具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匠师和从业人员也随之增多，社会需求促使书籍中增补了相应的内容。

到清代初期，家具在风格上有了进一步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完全按照明式

家具的矩矱矱法度来制作，尺寸、结构、造型等都与明式家具一般无二。从顺治到康熙早期这一段时间内，制作

家具的工匠还都是明末之人，其制作工艺与明末自然并无明显变化。第二种则是基本上按照明式家具做法，但

在某些局部采用了不同于明式家具的工艺和装饰。第三种则是在造型与装饰上都与明式家具有明显的不同，学

术界称之为清式家具。清式家具出现时间基本上在雍正、乾隆两朝，有些是造办处工匠为了迎合皇帝的个人审

美情趣进行的创新，有些是由文人士大夫参与设计而创造的。据清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记载：“近日所用

之墨及瓷器、木器、漆器仍遵其旧式，而总不知出自刘伴阮者。”康熙年间供奉内廷，负责管理养心殿造办处

的刘源在很多工艺制造上创新，其所创样式为后来者遵循继承。李渔的《笠翁偶集》中也提到许多关于家具制

作的想法。他主张家具上必须多加抽屉，造立柜要多设隔板和抽屉。比如架格，明式架格基本上只有通长的分

层隔板，多加隔板与抽屉后就接近清式的多宝格了。

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随着经济繁荣，奢靡之风日益严重。清式家具刻意追求奇技淫

巧，制作上更不惜人工，制作风格显现繁缛复杂之态。清式家具，是时代审美变化的产物，它对新工艺的应用、

对样式的别出心裁，都是明式家具中不曾见到的。近来人们多喜爱明式家具，而不喜清式家具，概因对其制作

风格繁缛复杂的排斥。

清式家具的风格变化，与清代室内装修的变化也有着很大关系。雍正御纂的《圣祖仁皇帝

庭训格言》有这样一段记录：“朕（康熙）从前曾往王大臣等花园游幸，观其盖造房屋率皆效法汉人，各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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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隔断，谓之套房。彼时亦以为巧，曾于一两处效法为之。久居即不如意，厥后不为矣。尔等俱各自有花园，

断不可做套房，但以宽广宏敞，居之适意为宜。”这段记录说明康熙时期王公权贵曾效法汉人建造房屋，突出

一个巧字。雍正虽然把这条训诫记录了下来，但是并没有完全遵照执行。从圆明园的《陈设档》记录中可以看

到，“宽广宏敞”的房屋很多，带有各种“曲折隔断”的房屋亦不少。室内的陈设，既要符合生活需求，也要

兼顾美观。具体的陈设并没有固定公式，但其造型与周围环境必须协调。这些室内装修精巧的建筑对应的家具

也必然要巧，才能做到和谐。在康熙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制作精细的清式书架。雍正、乾隆时期雕工更细、嵌

件更多，还出现硬木和漆结合的样式。由于套房的流行，很多清式家具都是根据房屋大小进行定制的，不再固

定尺寸、样式。比如故宫养心殿西过道门内的穿衣镜，由于地方有限，所以只好设计成半出腿式的，省去另外

半截，让镜子的背面靠墙。这样既节省了空间，又能让大臣觐见时用此镜整理仪容。像这种专门设计的家具，

单独摆放并不和谐好看，只有在特定环境中才能相得益彰。

在选材用料上，清式家具比以往更多使用紫檀、红木等，与建筑的采光变化有一定关系。

清代之前传统的建筑多采用直棂门窗，然后再糊上纸，这就造成室内光线比较暗，因而制作家具时色调明快的

黄花梨等木材会被优先选用。清代时，欧洲的玻璃进入中国，房屋的窗户由之前的糊纸变为镶玻璃，室内的光

线比之前就明亮了不少，使得紫檀这样的深色家具在室内独具韵味。由于黄花梨等木材使用较多，资源已然匮

中国传统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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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晚期，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廉价商品的输入，再加上封建腐朽势力的搜刮，

使得原本就脆弱的传统手工业被打击得七零八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以京作、苏作、广作家

具等为代表的明清硬木家具也逐步走向了衰落。

1912 年清帝退位，军阀开始混战。在这种大环境下，民国时期的家具成就远没有明式家

具和清式家具那么辉煌。但其自身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对传统家具的功能、造型、装饰等

工艺的更新。在制作家具时，不再注重造型的简练和纹理的自然美，而将重点放在功能的合理与齐全上。广泛

采用组合式的家具形式。为了节约成本，尽量少用硬木材料，多用贴、衬、涂、包镶等手法。轻便的杂木家具

在民间得到发展，很多制作硬木家具的工匠也加入制作，宫廷家具慢慢民间化，高级家具慢慢大众化。

同时，民国时期的家具在造型和工艺上明显融合了更多的欧洲家具风格。它把中国家具的

传统工艺与西方家具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精美的雕刻、变化的造型等提高家具的观赏性，并尽可能地增加功

能性。室内家具陈设偏重于整体效果，设计家具时不再以横平竖直以及对称为标准，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把功

能相近或者相关的组合为一体，减少家具所占的空间和用料。客厅中出现棋牌桌、沙发、陈列柜等新家具，打

破了原来八仙桌搭配太师椅的固定布局。

民国时期家具的另一特点是大量使用玻璃和镜子。陈列柜、大衣柜上都会用玻璃来代替原

中国传统家具

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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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之所以驰名中外在于它的工艺之精和“文人之美”。随着家具的需求不断增

加，工匠在万历年间增编《鲁班经匠家镜》一书，记录了一套成熟的家具形制及造法。同时，文人在“治园

亭”“藏古玩”的美学实践中也对家具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文震亨著《长物志》、戈汕撰《蝶几谱》、

王圻父子编《三才图会》、李渔作《笠翁偶集》等。无论是工匠还是文人，都在家具设计与制作上进行了各自

的探索，他们的认识对明式家具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明式家具的用料以花梨木为主，其次是紫檀木等优质硬木，并且在制作时强调家具形体的

线条美，装饰洗练，不事雕琢，充分利用和展示优质木料的质地、色泽和纹理的自然美。

明式家具根据功能可分为五类，分别为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柜架类和其他类。

明式家具有广、狭二义。

广义的明式家具，指具有明式风格者。

狭义的明式家具则指明代至清代前期制作的

材美工良、造型优美的家具。

明代嘉靖、万历到清代康熙、雍正

这二百余年间，

不论从其制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

都是当之无愧的传统家具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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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梨木

雕花卉纹圈椅

此圈椅为黄花梨木制，扶手出头，椅圈为“三圈”，圆中带扁。其背板略带弧度，中间浮雕

莲花，周围辅以卷草图案；扶手与鹅脖之间有光素的小托角牙；座面为藤编软屉，落樘镶嵌；座面和椅腿之间有

束腰装饰，四足为马蹄足。牙条下共装八个刻有卷草纹的角牙，虽然在结构上与常见的壸门牙板一样都有承托重

量、增强整体牢固性的作用，但明显更注重装饰性。底部正前方的下端有踏脚枨，枨下用素牙条支撑，其余左右

两侧和后面用罗锅枨连接。此圈椅造型基本与明式家具中的标准器相同，只在角牙、底枨等细微处略有变化，应

是清代初期制作的明式家具珍品。此圈椅材质珍贵，保存基本完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黄 花 梨 木 雕 花 卉 纹 圈 椅

清

长 6 2 c m

宽 4 8 c m

高 1 0 4 . 5 c m

北 京 艺 术 博 物 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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