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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美学思想对现代家具审美的启示 

张　华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美学思想有特定的文化环境，是中国古代美学体系建立的基础，其内容具体可归纳为文质彬

彬的和美、大象无形的质美、虚静空灵的意美、形具神生的情美以及五觉维度的全美等。这些珍贵思想给现代家具审美带来

重要启示，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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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的意义是家具的目的之一，［１］２２因为它体
现的是人类的美学观念和价值体系。现代家具的

理论及设计研究的核心问题，离不开家具审美的研

究。家具审美是美学理论在相应物质文化环境中

的具体化，同时也是相关家具设计观念在美学上的

哲学概括。家具审美的研究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总

体文化环境。［１］２５中国家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审美理念是蕴涵于家具中的重要文化信息，

传统视角的审美思想研究可以启发现代家具审美。

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艺术研究历史悠久，在

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审美思想各有异同，呈现出不

同的文化特征，折射着时代主流文化思想的光芒。

纵观历史，不论是主流审美思想的演变，还是文化

理念的发展，都影响到了具体的家具审美心理。中

国传统家具形式内敛、装饰规范但又在用材、工巧

及品位上讲求自然适度的特点，正是中国古代审美

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

思想和文化最为活跃、百家争鸣、大师林立的一个

辉煌的年代，本文主要聚焦先秦美学思想对家具设

计的影响。诸子百家中，儒家侧重探讨美与善、文

与质、功利与非功利的关系，道家追求质美、非功

利、养生等特性，墨家则倡导利人、非乐和节用，不

一而足。先秦美学思想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审美思

想发展以及现代家具设计的影响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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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质彬彬的和美

先秦美学追求善与美的统一，从孔子论韶武的

典故中可见一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将“尽善尽美”视

为最高境界。孔子认为《韶》与《武》的美虽然都能

带给人感官的愉悦，但美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即

具有“善”的内涵，才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２］从先

秦家具器物来看，首先强调的是形制和装饰必须符

合“礼”的制约，而外在的视觉美感与舒适性反倒是

次要的。如古代坐具普遍具有的硬朗形式，体现的

就是为人要举止端正的要求。

家具中美与善的统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美即是善；第二，美从属善；第三，美的形式与

善的内容相统一。［３］前两种理解表达的是内容优先

于形式、甚至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即家具的美

以满足实用性为前提，形式只是功能实现的途径。

墨子的“先质而后文”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果

完全忽略形式意义便存在着偏颇和失衡。美之形

式与善之内容的和谐统一，可以通过孔子的“文质

彬彬”来理解。

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

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的含义是指

本性、本质、内涵、自然、实质等，文则是外表、外在、

人为、形式、表面等意思。［２］孔子认为，质朴胜过了

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

文饰要比例恰当，才能符合君子的审美。把质理解

为家具的功能或材质，把文理解为家具的形式或装

饰，可以启发现代家具设计。过分强调功能性或材

质本身，忽略其形式美感的产品或设计，会显得粗

俗而低档；一味追求形式感和表面装饰，不考虑产

品功能性和材质特性，则会让人感觉轻浮且肤浅。

只有二者兼顾并且配置均衡，才能符合更高层次的

审美需求。现代家具设计的内容要和形式匹配，

“文”与“质”才能和谐统一，给人以“彬彬”之感。

　　二　大象无形的质美

与儒家美学思想不同，道家观察美的出发点不

是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而是关注个体生命如何求

得自由发展。老子审美思想的核心是“道”的自然

无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支配着天地万

物运转，同样也支配着审美，美的创造与欣赏必须

遵循“道”的原则。

道家思想的“自然观”主张道法自然，追求天人

合一。［４］道家认为，美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感官的美

是自然规律之外的美，不符合“道”的原则，不是真

美。圣人“观于天地之谓也”的说法中，观天地其实

就是观道，天地自然的美就是道，是最高境界的美。

所以老子以“大道”为至美，并将其形象地解释为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认为最高层次的美不会

拘泥于一定形式或格局，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反

而会给人以无声、无形的感觉。与此同时，不恰当

的人为会破坏事物的自然本性，其结果必然违反

“道”的原则，也是不美的。而返朴归真，顺应自然，

尊重自然本性的事物和做法才是美。先秦时期，其

他派别的许多思想中也有对过度文饰的华丽之美

的尖锐批判。如墨家从底层民众的立场出发，提出

“非乐”的主张；法家对质美的追求则更为执着，韩

非子“好质而恶饰”，认为文饰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掩

盖其丑的本质。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造物的关键是对“质美”

的开发和利用，质往往比文更能体现创作思想和器

物本质意义。而家具设计究其本质也是一种造物

行为。家具的质美首先表现为材质的美，即完美表

现材质的自然质地，或通过合理的工艺、技术和形

式来提升原有材质的美感。我国最早的的工艺文

献《周礼·考工记》中就有记载：“天有时，地有利，

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意思

是说，只有季节气候、地理环境、材料的自然美感、

人工的巧作这些要素的完满相合，才能创作出精良

的器物。中国古代明式家具就是中国古代造物美

学思想的极好例证。综上，现代家具的“质美”可以

尝试从素、朴、淡、拙四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和

深入，这是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的道家美学

思想给现代家具设计的重要启示。

　　三　虚静空灵的意美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美学中的一个重

要概念。“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认为虚静是悟

“道”的途径，主张的是人只有在虚静的心理状态

下，才能够观察到天地万物的本质和变化。［５］庄子

说“水静犹明，而况精神”，认为只有精神平静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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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镜照见天地，感受万物之美。佛家也有“寂而

常照”的说法，认为禅定可以得到智慧。虚静在古

人的哲思中，首先，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态度，其次，

则是一种审美创造的途径，虚静被赋予了艺术创作

论和审美态度论的双重内蕴。结合现代认知学知

识可对“虚静”作以下理解：在审美活动中，主体要

在非功利、理智的审美心态中，品味、体验、感悟审

美对象内部深层次的情趣意蕴；而在艺术创作时，

主体要在虚静的状态下，通过思维活动完成对物象

的回味和体验，进而形成具体的审美意象。虚静的

概念可以帮助理解，现代家具审美、家具美感的心

理认知过程以及现代家具形式美感的创造。

空灵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和艺术家共有的审美

理想。传统绘画中有“留白”，古典文学里有“言有

尽而意无穷”，古典音乐推崇“此时无声胜有声”，

中国书法讲究“稀可走马”，上述这些都反映出一种

镜花水月的空灵意境。道家崇尚虚无，在“有无相

生”的虚实观下，老子提出了“埏埴以为器，当其无，

有器之用”。综合道家的哲学思考，家具审美中的

空灵不是仅仅针对产品艺术形式的简单虚实关系，

而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一种可感知的意境美，一种审

美意境上的“无”。这种“无”为家具审美意象的产

生预留了可“用”之境。空灵的意境美，不仅要作为

结果出现在完成的家具作品之中，也要贯穿于整个

审美创造过程。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之

一。传统美学含蓄而内在，强调境中之意，形中之

神。古典家具常用写意的手法提取其他器物或建

筑上的精华要素，并加以简练和浓缩，以表现言外

之意、着意于形的意境美。如明式椅靠背板的曲线

造型，不仅靠坐舒适，且与书法的“一波三折”有异

曲同工之妙，线条直曲相伴、线面凹凸交接、形体层

次丰富、若虚若实，不但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质

真而素朴的审美意趣，同时还蕴涵着淳厚的文人

气质。

　　四　形具神生的情美

荀子是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孔子之后儒家

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美学思想从探

讨人性的本能欲求入手，强调情感的作用和审美的

主体性，提倡从“人之情性”出发进行“礼”的构建。

荀子审美思想对情感的关注，与现代审美研究产生

重要的启示。

从《荀子·性恶》中“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

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

者也”可以看出，荀子认为感官是人认知世界的生

理基础，感知形体色彩、辨别美丑好坏是人的天性。

而简单的生理刺激是如何转换为美的感受，靠感官

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荀子又提出“形具而神生，好恶

喜怒哀乐臧焉”。也就是说，人一旦具备形体，精神

活动便会随之产生，就会开始分析从外界获取的信

息、思考各种问题、进而产生不同情感。于是便有

了“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喜、怒、哀、乐、爱、

恶、欲，以心异”。“耳异”和“心异”代表的是两个

不同层次的心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声音的清

浊高低与乐器是否合律是客观的，可以通过感官感

知来辨别区分；而“喜、怒、哀、乐”等主观情绪感受，

就需要靠“心”来把握了。“心异”的提出，说明荀

子是从人性考察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艺术审美问题

的，同时强调了艺术审美中审美主体的情感在审美

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乐论》中荀子明确提出“乐

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认为情感性是艺术形式的

本质特征，艺术形式正是通过情绪感染使人的内心

发生不同的变化。

以情感为主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设计中

的移情设计和情感化设计。移情理论认为，在审美

中，人们通常是将自己的情感移注到对象之上，通

过外在事物来表现和认识自己的内在情感。情感

化设计从人的精神需求出发，在物品实用功能的基

础上强调使用者的情感体验，并将设计划分成三个

层次：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６］现代家具设计中

要实现“触景生情”，就需要着眼于使用者的情感需

求和精神需要，借助家具的造型、材质和色彩等丰

富的形式语言将情感信息融入家具产品，在家具的

欣赏和使用过程中激发联想、产生共鸣，给人们带

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满足。

　　五　五觉维度的全美

“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

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古人谈

美涉及到视觉、听觉、味觉和心觉等不同层面。从

先秦审美思想的回顾和梳理来看，中国古代美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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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美的观念是在视、听、味、心等多个维度同步发

展中而形成的，人的眼、耳、口、心形成一个相互独

立，但又互动互补的感觉统一体，形成了视觉美、听

觉美、味觉美和心觉美等不同的美感。如：

（１）视觉美：美目、美服、面容美、形体美、西施
美、黼黻文绣之美等。

（２）听觉美：《韶》美、《武》美、耳美、美言等。
（３）味觉美：美味、美食、饮食美、酒醴之美等。
（４）心觉美：人格五美、宗庙之美、祭祀之美、才

美、美德等。

与此同时，在先秦美学思想中还可以发现一个

这样的普遍现象，即古人在表述生活中的各种美的

时候，习惯于把多个维度上的感知同时列出。［７］这

种五感并置的表述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古人全方位

美感满足的审美原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古人对美

的构成及其本质的哲学思考。例如《老子》中“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

猎，令人心发狂”；《庄子·至乐》中“所乐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

“五觉全美”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审美思维

方式。［７］古人的审美，正是以这种多感官互动的思

维方式，通过五官审美感受系统的互通共用，在多

个维度上发掘客观存在的美的感受，最终基于“一

篇之中，必数者兼备”的审美要求，形成了“全美”

的概念。［７］从现代家具设计及其理论研究来看，过

于侧重单一维度的感知分析就会割裂其与审美系

统之间的联系，而局限于参数化的材料物性研究和

浅层次的感知行为分析又会偏离主体的审美认知。

因此，无论是在整体研究思路的把握上还是具体设

计方法的探索中，结合古人“五觉全美”的审美思维

方式，重新审视现代家具设计中的感性问题，都会

获益良多。

综述可得结论：现代家具的审美及其设计首先

必须回归审美主体的本质需求，并深入研究政治、

经济、伦理、技术、环境等社会生存命题，确切把握

当前具体历史情境，才能在完善家具功能和品质的

基础上满足人们创造性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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