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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范围内后现代设计风格的兴起，这一现象逐渐引起了人们对其的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后现

代设计风格的发展历程、特征及其对中国家具设计创作风格、美学意识和艺术手法的渗透，能够更加客

观地认识并分析后现代设计风格在我国中式家具行业中的应用情况。后现代主义不仅推动了家具设计的

创新发展，也为当代新中式家具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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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postmodern design styl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henomenon has gradually at-
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
tics of postmodern design style and its penetration into the creative styl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artistic techniques of Chinese furniture design can more objectively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postmodern design style in China’s Chinese furniture industry. Postmodernism 
not only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urniture design, but also injects new vitalit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4513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4513
https://www.hanspub.org/


王晨雪 
 

 

DOI: 10.12677/design.2024.94513 605 设计 
 

and innovative vitality into contemporary new Chinese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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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设计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

主义设计风格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逐渐渗透到各个设计领域，并对当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

别是在家具设计领域，后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为新中式家具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新中式家具设

计的创新发展。 

2. 后现代设计风格的概述 

20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设计的潮流开始盛行，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开始在各个领域涌现，家具设计

也是如此。一大批享誉全球的家具设计，正是这一地区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发展的最好例证。比如，1971
意大利“工作室 65”设计师团队在古弗拉蒙设计的经典爱奥尼克柱造型座椅上，将古典和波普的结合表

现得淋漓尽致以及美国建筑师文丘里于 1984 年为美国诺尔家具公司设计了一组具有九种不同历史风格

的桌椅[1]，这些桌椅都是由不同颜色和花纹装饰而成，背面的镂空花纹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特定的历史风

格。 
上述家具的典型特征是：“夸张、自由”、“自由”的个性，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的许

多特征：1) 个性化的创作风格。在创作风格上，后现代主义设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逻辑思考模式，主张

多元化、多元化、多中心，主张矛盾共存、兼容并包的折中态度。2) 具有普遍性的美学自觉。因为传统

文化具有乡土、民族性、历史的延续性等基本特征，因此，近代设计在挖掘其美学内涵的同时，力求挖

掘其文化内涵，在还原其历史风貌的同时，采取混合、拼接的方式，将社会、时代的普遍性、地方性、

民族性、设计者的个人特点、对经典的尊重和对抽象形式的追求，将其融入到设计之中，从而激发出不

同的联想。3) 在写作方法上的随意。在艺术手法上，后现代主义设计注重人类的归属感，力求向隐喻式、

乡土式和新的模糊空间发展，并经过全面的加工[2]，形成具有深刻意义的形态，从而达到内外合一的最

高境界。同时，后现代主义的设计在细节上强调了模糊和玩味，强调了非理性元素，使其在设计中具有

了天然的亲近感和美感。 
这种特性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不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也不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真实表达。

所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对当代工业文明的一次思考，设计师不能只从视觉上的影像来评判，而应

透过影像，以更广阔的视野，从设计的思维中，剖析人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多样性需求。 

3. 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发展概况 

中国家具的设计，源远流长，自商周以来，就出现了很多精美的俎、禁等家具。在商、周、三国时

期，人们以跪卧为主要生活方式，因此，矮形家具的设计也随之兴起。从唐代到五代，人们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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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从席地而坐的转变为“垂脚”，家具逐渐走向了高型化、成套化，其品种也逐渐增加。同时，因其

工艺精湛，经久耐用，深得朝廷重臣的青睐。到了清代末期，中国进入了封闭状态[3]，因此，家具的样

式改变一直延续着相同的特征，在此期间，出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家具产品，尤其是明清家具，被

誉为“世界家具之林”的精品。但是，在清朝后期，随着经济的衰退，以前的贵族家具，因为太贵，一

般人是负担不起的，再加上皇室的常客，导致了大量的消费者流失，而外国的家具，则趁着这个机会，

大量、便宜地涌入中国，中国人的好奇心驱使，家具企业也纷纷效仿，因此，中国家具市场上出现了外

国家具的身影。因此，中国的设计师们在设计家具时，不断地采用低价、劣质的材料，而为了加速设计，

忽略了人性化的考虑，使得大量的国产家具都陷入了滞销的境地。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使人们步入了一个大规模的信息消费时代，经济体制也从原来的以

生产为主的卖方市场，转向了以用户为中心的买方市场，产品的生产也从大规模的大规模生产过渡到了

少量的多品种的生产。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传统

的家具在功能、外观、色彩等方面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身体和心理的强烈要求。所以，要扭转目前国内

家具行业的窘境，让新中国家具能够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家具市场站稳脚跟，国内的设计师们就必须主动

地思考和发掘出最适合于家具设计的最佳设计模式[4]。 

4. 后现代风格在当代新中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是国外时尚设计的先驱，它是中国家具设计的一种典型，也是一种人性化的设计风格。

在设计家具的时候，设计师把后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和中国的民族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怀旧和现

代的元素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扬长避短，以人的心理为出发点，人性化设计和夸张元素的运用，让消费

者在使用家具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与传统元素相融的清新氛围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4.1. 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新中式家具创作风格上的应用 

在国内家具设计领域，当代的家具设计师们对于后现代设计的理念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实践。

他们特别注重两个关键因素：造型装饰论和折衷主义，这些理念为他们的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意

[5]。 
造型装饰论在后现代设计中得到了新的诠释。过去，造型装饰主义曾一度被当代设计所摒弃，但在

后现代派的影响下，它再次受到重视，为设计界带来了新的灵感和话语。中国的家具设计师们巧妙地结

合了传统造型和装饰方法，这些大多以木制家具为基础，通过雕刻、镶嵌、涂饰等精湛工艺，展现出复

杂的工艺和独特的美感。然而，随着资讯社会的到来，家具与装潢材料的不断增加，设计师们开始尝试

使用新的材质，以替代日益稀缺的珍贵材料。他们将这些新材料与后现代主义的设计元素相结合，不仅

满足了消费者对家具实用性的需求，更在审美上不断提升，让消费者在欣赏具有吉祥意义的造型家具时，

能够感受到愉悦和满足。同时，设计师们也不忘尝试一些更为前卫和另类的设计，如一些令人毛骨悚然

的家具，这些作品虽然看似古怪，但却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深受一部分消费者的喜爱[6]。 
折衷主义在国内家具设计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设计理念强调将各种传统的装饰形式与形

式进行拼接、抽取、混合，从而创造出具有历史意义和全新感受的建筑形式。中国的家具设计师们运

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打破了原有的空间与时间的界限，将新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市与乡村、

高雅与庸俗、怀旧与前卫等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们不仅注重机械化的大批量生产，也重视手工

艺的传承和创新，将机械化与手工融为一体，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选用合适的技术手段。这种设计

理念使得设计出的家具产品既具有离奇、夸张与怪异的特点，又不失实用性和舒适性，深受消费者的

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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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后现代主义当代中式家具美学意识中的运用 

产品设计并非孤立的创造过程，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复杂的心理需求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之中。

只有当设计紧密地关联着人类的内在诉求和文化的深厚底蕴，它才能展现出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形象，

真正触动人心。受到英国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深刻影响，我国的家具设计师们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创意，

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象征，与当代美学的艺术手法和心理学原理相结合，巧妙地注入后现代设计元

素，赋予了家具设计新的生命和灵魂。这种创新性的融合不仅是对物质世界的重新诠释，更是对精神世

界的深刻探索[7]。 
以石鼓文椅为例，这款家具巧妙地借鉴了古代石文专家们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独特艺术形式——石鼓

文。设计师们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对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再创作，使得这款椅子不仅具有鲜

明的个人风格，更体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仿佛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古代与现代，

让人们在欣赏其独特美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款娃虎椅，则是以中国民间手

工艺品布娃虎为创意源泉。设计师们将这一传统元素与后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既可爱又美观

的家具作品。这款椅子不仅具有实用性和舒适性，更能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游戏体验。孩子们可以躺在

上面休息，也可以骑乘玩耍，体验不同的乐趣。娃虎椅的成功设计，不仅实现了将民间艺术引入现代家

具设计的目标，更为孩子们的成长增添了一份欢乐和美好的回忆。这些家具设计的案例充分展示了我国

设计师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对现代设计的独到见解。他们通过巧妙地融合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

神，创造出了具有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的家具作品，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美好和便利。 

4.3. 后现代主义当代新中式家具艺术手法上的运用 

在后现代设计的广阔天地中，隐喻如同一座桥梁，巧妙地连接着设计师的创意与消费者的心灵。设

计师们巧妙地运用隐喻这一设计手段，通过引用或微妙的暗示，让人们在各自的经历中找到共鸣，将设

计的讯息与内心的感觉交织在一起，从而赋予了设计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中国家具设计师的手中，隐喻

的魔力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不仅超越了形态与颜色的简单呈现，更是深入挖掘了家具设计的内在生

命力与灵魂。当消费者与这些家具产生联想互动，感受到它们所承载的深刻内涵时，一股强烈的购买欲

望便油然而生。见图 1，以壹贰入木禅椅为例，“壹”代表着基于传统美学的起始点，而“贰”则象征

着对当代生活美学的持续追寻。“壹贰”的交融，不仅是对传统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未来的不断展望。

它聚焦于极致，不断循环往复地探索生活的核心与本质，以此实现对传统与未来的和谐统一。这种设计

不仅令人眼前一亮，更在无形中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8]。 
而在符号技巧的运用上，新中国家具更是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设计师们深谙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

艺术的精髓，他们依据事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巧妙地借用特定的人物或物体的意象，来表达抽象的概念、

思想和情感。在形态上，他们充分运用了有机的形体和几何形体，让家具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传统的韵

味；在颜色上，以黄色为主要色调，这种高贵典雅的颜色不仅象征着吉祥、喜庆，更传达出一种温暖与

亲切的氛围；在结构上，设计师们更是注重中国人的感官感受，追求的是一种自然和谐之美，而不是那

种冷冰冰的对称和规整。 

5. 结语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新中式家具设计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包括创作风格、美学意识和艺术手法。未来，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速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认识，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影响

将会更加深远。后现代主义设计是新时代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绝非偶然，更非“喜新厌旧”，而是由

于人类审美观念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后现代设计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时代，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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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ne two into the wooden Zen chair 
图 1. 壹贰入木禅椅① 

 
设计师们就应该对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分析。只有如此，才能使后现代主义的设计在

符合社会、时代和消费者需要的前提下，正确地运用。 

注  释 

①图 1 来源：网页引用，http://p7.itc.cn/images01/20200820/f077fbbb9c4940ad8725ff0dc4c19738.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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