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式家具的特点

中国著名家具专家王世襄先生提出的家具十
六品是“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
浓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
新”，这十六品对于指导我们品鉴明式家具的造型
和艺术价值有重要意义。明中叶以来中国江南一带
经济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酝酿着重大
变化，表现出一种反抗思潮——反对假道学，反对
一切虚伪矫饰。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家具表现出追
求简洁、优美、高度功能性的特色。

床上安围子和立柱，立柱上端支撑床顶，并在
顶上安装楣子，这类床叫“架子床”，而正面加门罩、
做成月洞门式的，又是架子床中造法比较复杂的一
种。此床（图1）门罩用三扇拼成，连同围子及横楣
子均用攒门的方法造成四簇云纹，其间再以十字连
接，图案十分繁缛。因为它的面积大，图案又是由相
同的一组组纹样排比构成的，故引人注目的是规律
匀称的整体效果，而没有烦琐的感觉。

床身高束腰，束腰间立短柱，分段嵌装浮雕花
鸟纹绦环板。牙子雕草龙及缠枝花纹，横楣子牙条
雕云鹤纹。该床是明式家具中形体高大又综合使用
了几种雕饰手法的一件，豪华浓丽。

这件官帽椅（图2）尺寸并不小，构件却很细。
弯转弧度大，是它的一个特点。搭脑正中削出斜坡，
向两旁微微下垂，至尽端又复上翘。靠背板高而且
薄，自下端起稍稍前倾，转而向后大大弯出，到上端
又向前弯，与搭脑相接。后腿在椅盘以上的延伸部
分，弯转完全随着靠背板。如果从椅子的侧面看，宛
然看到了人体自臀部至颈项一段的曲线。扶手则自
与后腿相交处起，渐向外弯，借以加大座位的空间，
至外端向内收后又向外撇，以便就座或站立。前腿在
椅盘以上的延伸部分曰“鹅脖”，先向前弯，又后收，
与扶手相接。以上几个构件几乎找不到一件是直的。
椅盘以下的主要构件没有再出现弧线，但迎面的券
口牙子用料窄且线条柔和，仍和上部十分协调。

明式家具构件的弯转多从实用性出发，这是它
的可贵之处。不过，为了取得弧度，不惜剖割大料，
而又把它造得如此之细巧者却不多见。

插屏是明式屏风中的一种。此件插屏（图3）在
两个鼓形座墩上树立柱，立柱前后用站牙抵夹，两
副墩柱之间施两道横枨及披水牙子将它们连成一
个整体。柱内侧打槽，嵌插可装可卸的独扇屏风。屏
座及边框用材粗硕，如果不在所有的绦环板上施加
透雕的话，屏风是不会让人觉得玲珑剔透的。

明清之际流行的螭虎纹利用尾部分歧卷转，任
何空间都能被它填补得圆满妥帖。在直幅空间中，
螭虎可以叠罗汉似的任意叠下去。而在横幅空间
中，正中加一个图案化的“寿”字，两旁又可以用螭
虎摆出对称而又生动的纹样来。这在黄花梨家具中
可以说是最常用的图案题材之一。

明式家具对西方家具近代化的影响

中西方家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17世纪中期
以前，因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中西方家具极少相
互借鉴，它们按照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发展变
迁，自成体系，体现了不同特色。随着各国的交流借
鉴增多，明式家具对西方家具近代化发展起了极大
的促进作用。

中国家具按照《曲礼》要求“君子之营宫室，宗
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的次序而造，分为礼
制家具和实用家具两大类。礼制家具有屏风、宝座、
端几、供桌等，在宗教礼仪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华丽
的装饰、庄严的造型与雄伟的宫殿融为一体。而明
代居室、斋馆、院舍、亭阁、楼台等处的家具则以实
用功能性、美观和经济三者合一为主。

西方家具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4至16世纪）
到 18世纪，贵族们对于家具的要求也已经超出作
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具的范畴。家具象征着它们的所
有者——贵族的社会权威。如巴洛克家具在浪漫、
热情中极具艳丽委婉的造型，表现出抒情效果，其中
以法国路易十四（1643年至1715年在位）宫廷的豪
奢装饰最具代表。这一时期的西方家具，主要指贵族
和宫廷的家具。而平民的家具只不过是有简单坐姿
的器具而已，谈不上什么造型。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以
后，英国著名的工匠汤姆斯·齐本德尔（Chippen⁃
dale），才从学习中国明式家具的造型入手，把特定

上流社会的专用家具，向大众化家具发展。
明式家具对西方家具近代化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设计思想上具有科学性。明式家具的座椅靠背座
倾100度，按人后背脊柱的弧度呈“S”形，这样非常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图4），使人坐的时候感到
非常舒适。

以上所说的明式家具的设计思想，引起了西方
家具设计者的兴趣，并接受了其长处。如英国安妮
女王（Queen Anne）时期（1702 年至 1714 年在位）
的两件边椅（图5），其结构、造型设计借鉴了中国
明式家具根据人体特点设计的座椅背倾角和曲线，
并在以后的家具造型中予以充分发扬。

明式家具的朴素、优雅及功能性，影响了18世
纪英国家具的发展，特别是影响了英国著名的家具
设计师汤姆斯·齐本德尔（Chippendale）的家具设
计。近年欧美各国的居室、餐厅中多流行中国明式
家具的灯挂椅、圈椅等。主要原因是这些明式家具
体积小、造型简练、轻便适用，和西方现代生活所追
求的简练明快的格调有相同之处。

明式家具对家具近代化的影响

中国明式家具曾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在这一时
期，中国人的创造力，推动着大众化实用家具的发展，
并彰显了木质家具的品位。摒弃了伪装，保留了原有
的装饰性和自然木质，为家具近代化发展立下了不可
磨灭的功劳，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比例 严格的比例关系是家具造型的主要基
础。一件好的家具，不仅应有合理的功能尺度和结
构，还应有令人视觉愉快的比例。如一张椅子的上
部（坐面以上）与下部（坐面以下）的比例、腿与枨子
粗细的比例、靠背的宽窄比例等，都应是适度而协
调的。明式家具对于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比
例问题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以求在满足使用功能的
同时获得美观的造型。

线脚 明式家具的线脚丰富多彩，它吸收了中
国绘画用线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收取了青铜器、陶瓷
等其他工艺美术的线脚，经过匠师融会贯通，用传统
技法提炼的特殊线脚，不论是大曲率的受力构件，还
是小曲率的装饰线脚、花饰、牙板，大多简洁挺劲，圆
润流畅，绝无矫揉造作、妄生圭角、呆滞的弊端。

结构 明式家具使用榫卯结构，很少用胶。大件
或沉重的家具可分解装运。这种榫卯结构是非常科
学的，它吸收了我国古代建筑大木结构的特点，做法
巧妙灵活，牢固耐用。明式家具的榫卯结构非常丰
富，有夹头榫、燕尾榫、通榫、宗角榫等。这种家具的
分解与组合，对近代化的组合家具产生了巨大影响。

装饰 明式家具的装饰与结构是紧密相连的。
如牙头、牙条、券口、花饰和雕刻是与整体融汇在一
起的，成为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式家具
的装饰没有虚设或单纯的装饰，它的一招一式都与
结构有关，绝不以雕饰损害或削弱构件的强度。另
外，明式家具采用局部雕镂，点缀在最恰当的部位
上，与大面积的素地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家具整体
显得简洁明快。

中国古代家具因材质和保存因素，能留存至今

的绝大部分是明清家具。明代家具艺术已经发展为

高度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优秀生活艺

术，不但为国人所珍视，在世界家具体系中也独树

一帜，享有盛名。

明代时，海上交通发达，为贸易的发展创造了

有利条件。郑和七次出使西洋，使中国与南亚、东

南亚等地区国家的关系变得密切，各地盛产的香

料、木材等源源运往中国。这些产于热带的木材具

有质地坚硬、强度高、色泽和纹理优美等特点，因

而在制作家具时可采用较小断面制作精密的榫

卯，并可进行细致的雕饰与线脚加工。

明代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商业经济繁荣，

使得城市建设得到很大发展。官府、官僚地主和富商

大贾竞相建造豪华的府第、园林和住宅，以满足他们

的生活需要，并根据使用要求配备大批家具。这些家

具的类型和样式除满足生活起居外，也和建筑有了

更紧密的联系。在厅堂、卧室、书斋中都有特定的家

具陈设，出现了成堂配套的组合家具概念。明代还常

在建造房屋时，根据建筑的进深、开间和使用要求，

设计家具的种类式样和尺寸，可以说住宅和园林的

发展，对家具艺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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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木雕是中国民间木雕体系之
一，起源于广东潮汕地区，是我国民间
艺术的瑰宝。它孕育萌芽于唐代以前，
至唐宋时期不断发展，清代晚期木雕

艺术达至鼎盛。其表现形式繁多，既可独立
成器，亦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或家具陈设
中。或使用于祖先祭祀，或点缀在烟火之室，

独具富贵圆满、祈福庇护的美好寄寓，是
深契当地民众心理与表达习惯的艺术符
号，体现了潮汕地区的传统生活脉络。

潮州木雕以繁复的雕刻技法、华丽
的贴金装饰著称，特别是其多层镂通雕
技法，使物象纵横交错，浓缩表现最富戏
剧性的故事瞬间，形成独特的岭南文化
景观。极尽精巧的雕刻工艺和丰富的创
作题材，展现了潮州木雕艺人们精湛的
制作技巧和雅俗共赏的创作手法，成为
潮汕地区文化社会观念和地域特征不可

或缺的文化载体。2006 年，潮州木雕正式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庋藏中，有着品
类丰富的潮州木雕藏品。近期在展“木心流耀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潮州木雕精品
展”，共展出47件/套馆藏潮汕木雕精品，让观
众感受“雕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潮州木雕。

潮州金漆木雕人物故事纹菱形馔盒（图
1） 清代，长 55 厘米，宽 19 厘米，高 40.5 厘
米。菱形，双层。六只圆雕压脚狮各具神态。
束腰、枋栏等部位通雕卷草纹，圆雕花卉栏
柱头，六根盘龙柱支撑。整体通雕人物故事、
松鼠葡萄、缠枝苦瓜、珍禽瑞兽、博古雅物
等。雕工精细入微，人物形象生动。

馔盒是岭南传统祭祀活动中盛放装果
脯的盛礼器，有长方形、菱形（又称榄形）、龟
背形等。一般由底座、盒盖、果盘三部分组
成。平时摆放在祠堂神案上或神龛前，祭祀
时取出果盘，放上供果进行拜祭。馔盒最迟
在明代已开始应用，清代盛行。初期馔盒为
单层，盒面平。随着功能的完善，出现双层、
三层，盒面分三至五格；装饰从单一到加罩，

工艺上金漆木雕与描金漆绘相结合，日益精
致。清嘉庆至咸丰年间，潮州出现了各类标
新立异的馔盒，尤其运用金属、贝壳，加以多
种瑰丽颜色装饰。馔盒表面加锡器装饰，并
在书卷图案中将金色、白金色和浅绿色巧妙
融合，既突出人物形象又富有新意。

潮州金漆木雕博古图神椟（图2）清代，
长34厘米，宽18.5厘米，高44.5厘米。潮汕地
区流行的供奉祖先牌位的神龛，多为柜式，
大曰龛，小曰椟。神椟，俗称“椟仔”，有时也
称“小神龛”，高度不超过1米，一般置于家居
厅内案几上。

该神椟门额饰喜鹊梅花纹，寓意“喜上
眉梢”。龛门开为正面，关为背面。正面通雕
几何纹为地，有黑漆对联“笃百世之本支左
为昭右为穆，绵万年之俎豆春有祀秋有尝”，
上款“光绪癸卯”，即1903年，下款“夏榖谷旦
书”。背面上下横肚通雕花鸟纹，门肚通雕博
古瑞兽纹。龛内作厅堂式格局，龛楣及两侧
垂花通雕老鼠葡萄纹，寓意“子孙万代”，龛
楣雕“祭如在”三字。龛内壁上为描金漆绘山
水人物图，环以九曲篆字纹；下为博古图。

潮汕圆雕金漆狮子花果木构件（图3-1、
3-2） 清代，长 56 厘米，宽 35 厘米，高 21 厘
米；长55厘米，宽34厘米，高22厘米。工匠常
将身边熟悉的事物加入木雕中图案，使之呈
现出浓郁的岭南地域特色。这对狮子侧首回
望，左狮口衔梅花，后隐数颗杨桃，右狮口衔
桃花，枝上悬数颗桃子。

我国的狮子造型，始于东汉，盛于唐代，
普及于明清。狮子在民间是瑞兽，可镇宅驱
邪。岭南地区以狮为题材的木雕十分普遍，
不仅出现于建筑构件上，也出现在馔盒、香
炉、神龛、神轿等神器及牌匾、围屏等处，也
可置于厅堂作为陈设。木雕狮子有单狮、双
狮、四狮、五狮或九狮等。大狮与小狮的组合
取其与“太师”“少师”的谐音，表达了步步高
升、仕途无量的祈愿。四狮寓意四世同堂，五
狮寓意五世其昌，九狮寓意长长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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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式家具
对家具近代化的影响

芮谦

紫气迎祥双阙晓
木心流耀万户新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潮州木雕精品

刘佳

“乾坤大戏场，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
皆身鉴，对影休推身外身。”由广州海事博
物馆与广州美术学院举办的“乾坤戏场
——潮州木雕藏品展”在广州海事博物馆
展出。展览以广州美术学院收藏的 77 件人
物故事题材潮州金漆木雕藏品为依托，将
潮剧文化融入展览主题中，展示潮州木雕
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空间塑造艺术魅力，
反映了潮汕地区丰富多彩的古今世情与人
文景观。

潮剧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古老地方剧
种，是宋元南戏的分支，吸收了弋阳、昆曲、
皮黄、梆子戏的特长，结合本地民间艺术形
成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由于潮汕地区
对于祀神娱人的强烈需求而产生的潮州木
雕，以木为纸，化木成金，多以戏曲为题材。
潮州木雕中的人物故事，包括历史典故、民
间故事、戏剧曲艺、神话传说及现实社会生
活等。作为祠庙建筑、祭祀用具与家具装饰
构件的潮州木雕，就像一个个微缩的戏台，
木雕匠人在其上，塑造出王侯将相、才子佳
人，演绎出离合悲欢、礼乐文明，将中国传统
的人伦教化之美，与潮州木雕的器物精湛之
美融为一体，连缀成一幅精彩纷呈的人世风
景图卷。

《十仙瑶台祝寿》潮州金漆木雕大神龛
门肚（局部）（图1）《十仙瑶台祝寿》（《八仙
庆寿》）是潮剧开场戏《五福连》中象征“寿”
的代表剧目，“十仙”是金母（王母）、方朔（东
方朔）和八仙的合称。这是《五福连》中出台
人物最多的一折，上演的是八仙赴会瑶池，
向西王母贺寿的故事。木雕画面整体呈“之”
字形构图，自下而上地刻画了八仙接踵而
至，呼朋引伴的场景，姿态各异。王母娘娘端
坐于最上端楼阁之中，仙童献上八仙的贺寿

云轴，尽显祥和欢乐的气氛。
《荔镜记》潮州金漆木雕六角形熏炉罩

（图2）《荔镜记》（《陈三五娘》）是潮州本土
的爱情传奇故事。福建泉州人陈三送哥嫂前
往广南赴任，途经潮州，恰逢元宵佳节游街
赏灯，与富家女子黄五娘邂逅，互生爱慕，黄
父将五娘允婚富豪林大。后来五娘携婢女绣
楼赏夏，巧遇陈三，投荔枝手帕以示情思。陈
三会意，便乔装成磨镜匠进入黄府，故意打
破宝镜，以为仆三年作为赔偿。陈三、五娘得
婢女暗中相助，私奔逃回泉州，喜结良缘。这
件熏炉罩六面分别刻画“缘定荔枝”“磨镜为
奴”等场景，构图简洁，形象生动，从中还可
看到五娘梳着潮剧中最有特色的“大后尾”
发髻。

《百忍堂》潮州金漆木雕大神龛门肚（图
3）相传唐代寿张县人张公艺，九代同堂，家
庭和睦。麟德二年（665）冬十月，唐高宗李
治同皇后武则天带领文武百官去泰山封
禅，归来路经寿张县探访已 88 岁高龄的张
公艺。问及张公艺治家之法时，其写下一百
个“忍”字，并解释：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
不忍外人欺，妯娌不忍闹分居，婆媳不忍失
孝心。唐高宗听后倍受感动，敕修百忍义
门，并亲书“百忍义门”四个大字并赐张公
艺以缣帛。这件作品的画面人物路径安排
采用“S”形构图，自下而上表现了张家接受
封赏的场景。

《出师表》潮州金漆木雕神轿围屏柱（图
4） 选取《出师表》里的人物故事，讲述了蜀
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军汉中，准备北
上伐魏、克复中原，向后主刘禅上书，即为

《出师表》。他劝导后主广开言路，严明赏罚；
推举贤臣良将，尊贤远佞；也表达了自己临
危受命、忠君报国、矢志不渝的拳拳之心。该

围屏柱是根据木材原形状雕刻，有众多的人
物和鞍马，相间以门楼、廊道，巧妙地顺着圆
柱形以螺旋状径路向上伸延，作多层镂空的
精细雕刻，既将内容表现得丰富有层次，又
保持了圆木的稳定性。

《七贤进京》潮州金漆木雕馔盒盖（图
5）“七贤进京”是潮州木雕艺术的著名题
材，它把潮州历史上不同时期科举登第、进
京为官的七位乡贤的故事融合浓缩在一起，
寓海滨邹鲁、连科登甲之意。唐宋两代，诸多
公卿重臣的莅潮促进了潮地文化的发展，特
别是韩愈刺潮时，兴教育、推儒学、育人才，
让潮州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一般而
言，潮州七贤有二说，一为前七贤，即宋代的
许申、张酶、刘允、林巽、王大宝、卢侗、吴复
古；一为后七贤，即明代的林大钦、翁万达、
萧端蒙、郭之奇、黄奇遇、许国佐、罗万杰。其
渊源可追溯至于南宋庆元年间，潮州政府倡
建“八贤堂”并以《八贤堂记》记之。其“八贤”
即唐代的赵德，宋代的许申、张畜、刘允、林
巽、王大宝、卢侗、吴复古。后又有“明代前七
贤”“明代后七贤”等多种版本。潮汕人尊师
重教的传统蔚然成风，延续至今。

《汾阳府》（《郭子仪拜寿》《满床笏》）潮
州金漆木雕馔盒盖（图6） 郭子仪是唐朝大
将，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拜为中书令，封汾
阳郡王。相传他有七子八婿，均为朝廷大官，
每逢庆寿，隆重非常。郭子仪高寿（享年 84
岁）、官至高位、子孙满堂，在封建社会被尊
为“富贵寿考”“第衍安泰”的象征。“汾阳府”
的牌匾及其下端坐的郭子仪是这一题材的
标志性组合。作品以通雕技法刻画，物象层
叠，交错穿插，人物众多，场面宏大，洋溢着
一派冠盖云集、其乐融融的景象。

（海博宣）

木雕千年事 方寸演乾坤
广州海事博物馆“乾坤戏场——潮州木雕藏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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