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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从中世纪以后，西方家具设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主

义时期(其中包括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式、巴洛克式和洛可可

式)、现代主义时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三个阶段。而从现代主

义到后现代主义及其以后又出现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高

技派、高情感派、新现代主义等流派，家具的风格日趋多样

化。北欧风格与有机现代主义正是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

义之间的设计潮流。它的出现是对现代主义过于理性和刻板

的设计风格的一种扬弃，同时也为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发

展提供了思路，在世界家具发展史上具有其特定的地位。 北

欧是指地处欧洲北部的五个国家，即丹麦、瑞典、芬兰、挪

威和冰岛。北欧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与外界相对隔绝

，而且没有受到工业革命的强烈冲击，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欧家具的手工艺传统非常盛行。到了

二十世纪初期，现代产业终于在北欧确立，欧洲大陆的现代

主义设计运动影响北欧的设计哲学。于是，一种将本土的手

工艺传统与现代功能主义设计思潮相结合的家具设计风格发

展起来，这就是北欧风格。 北欧家具设计最突出的代表国家

是丹麦。丹麦有着精良的手工制作家具传统，由于工业不发

达，在二十世纪最初年代里，批量生产家具的公司和厂家非

常少，家具业是以小型手工艺工厂为主的，这些工厂的机械

化程度很低。家具设计者们大都使用天然木材，而备受现代

主义设计家们喜爱的胶合板，层积木以及钢管、塑料等合成



材料则较少见。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为包豪斯所推崇的功能

主义开始影响到北欧各国，这种影响最明显体现于1930年在

瑞典举行的斯德哥尔摩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将功能主义的设

计观迅速传播到北欧各个国家。但是，早期功能主义者们严

格的几何形式和钢管金属家具并未获得北欧设计师们的青睐

，他们一方面吸收了功能主义讲究实用、经济、舒适的法则

；同时又发展了传统家具设计中富于人情味的风格，形成了

所谓"软性"家具设计风格。丹麦家具设计师凯尔柯林特

（Kaare Klint）是丹麦现代设计学派的开山鼻祖。他曾潜心研

究功能主义，十分尊重材料本身的特点和手工艺传统，并善

于吸收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精华，创造了一种接近自

然的设计语言。这些都构成了北欧风格的主要特征。瑞典、

芬兰的设计师也发展了这种风格，他们的成就，越出了国界

，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预示了"有机现代主义"某

些特征。 上世纪50年代，北欧家具又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

其"朴素而有机"的形态以及"自然的色彩与质感"再一次受到人

们的普遍欢迎。丹麦家具设计师汉斯维格纳（Hans Wegner）

是最重要的设计师之一。维格纳本人是位手艺高超的木匠，

精通家具的结构、工艺和材料质感。他的设计极少有功能主

义者们常用的生硬的棱角,转角处都处理成圆滑的曲线，使人

感觉得优雅而亲近。东方家具高雅质朴的造型在他的作品中

时有影响，他曾设计过具有明式家具特征的系列"中国椅"。 

北欧家具设计就大体而言，是属于功能主义的，但它又不象

功能主义那样严格和教条。它与功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显示了对手工艺传统和天然材料的尊重与偏爱；它在形式

上更为柔和与有机，因而富有浓厚的人情味；它具有强烈的



民族特色，与推崇标准化生产的功能主义的国际风格大不相

同。 在设计史上，人们把形式较为自由的北欧风格划归到有

机现代主义当中。事实上，有机现代主义与北欧风格又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区别。 有机现代主义主要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美国。这一时期，西方世界由于经受了战争的摧残，

物质匮乏，以经济耐用为原则的功能主义被广泛接受并获得

很大发展。"到了四十年代中期，功能主义已逐渐包括了许多

风格上的变化，这些变化离开了包豪斯几何形式和机器语言

美学"，人们抱怨功能主义刻板，冷漠的设计。而有机现代主

义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

，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中心，举办了系列设计竞赛，举

办者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来推广现代主义在美国设计界的影响

，并为竞赛制定了一系列功能主义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

产品的设计要适合于它的目的性，适合于所用的材料，适合

于生产工艺以及形式服从功能等等。符合这些标准的设计称

为"优良设计"，设计竞赛促进了一种具有自然形式的现代设

计风格的出现，被誉为"有机现代主义"。 家具的"有机设

计"(Organic Design)概念，最早始于1941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

物馆中举办的一次题为"家庭陈设中的有机设计"(Organic

Design in Home Funishings)展览，在由当时美国工业设计部主

任埃略特诺伊斯(Eliot Noyes)主持的这次展览上，查尔斯伊姆

斯 (Charles Eames)和埃罗沙里宁(Eeso Saovinen)合作设计的椅

子系列获得了头奖。这是一组用胶合板模压成型的椅子，椅

子的造型根据不同场合人体坐姿的不同，做成双向曲面的形

状，一改过去已有的单向弯曲，创造了三维曲面，并使用了

一种前无古人的橡胶连接件，有效地连接胶合板构件的软构



件，这两项创新对以后的家具设计影响很大，成为世界范围

内普遍采用的手法。展览的主办者是这样评价的："一个设计

，当它整体中的各部分能根据结构、材料和使用目的很和谐

地组织在一起时，就可以称作是有机的。在这一定义中，可

以不存在徒劳无用的装饰或多余之物，而美的部分仍然是显

赫的--只要有理想的材料选择、有视觉上的巧妙安排，以及

将要使用之物有其理性上的优雅即可。"这大概可以作为对"

有机设计"最完善和最深刻的理解。 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以设计一系列平民化的廉价的椅子闻名。伊姆斯对胶

合板、玻璃、纤维材料，以及钢条、塑料等新材料很感兴趣

，设计了多种形式的胶合板热压成型的家具，它简单、朴素

、方便适用，成为销路最广的大众化产品。1946年，伊姆斯

设计了一把无扶手胶合板椅，椅背及座面由胡桃木胶合板制

作，压成微妙的曲面形，由一镀铬钢架支承。椅子呈现了有

力、稳定和精巧的造型，并为美国最大的家具公司--米勒公

司(Hevman Millev)买断其制造权，这把椅子一度几乎成为世

界范围内的标准办公椅。1949年，伊姆斯设计了"壳体椅"系列

。在这种更完善意义上的三维造型构件中，他引入当时刚发

明出来不久的玻璃纤维塑料作为主体材料。这种椅子形式模

制的单件坐具与腿足的简单结合，对家具设计的影响同样非

常巨大。新材料中色彩的加入又给这个椅具系列增添了无穷

活力。1956年，由伊姆斯设计、米勒公司制造的"铝系列椅"：

底座是压铸铝制的肋状支架，上部的座位和靠背连成一体，

细部结构都隐藏在座垫内，座垫面层是有机织物，内充乙烯

基塑料泡沫，两种截然不同的材料就这样融成自然的一体，

这是伊姆斯的设计中始终如一地且十分注重的方面。伊姆斯



躺椅及脚凳的构思也表现出了现代技术与传统休闲方式的结

合，它完全是为舒适而设计的，而模制的胶合板底板加上部

皮革垫的组合方式也非常有创意。这种椅子至今还用在众多

的商业和居住环境中，可见其设计的持久生命力。伊姆斯的

椅子是20世纪最深入人心的家具杰作，被誉为"美国的莫里斯

椅"。 埃罗沙里宁是有机设计的又一代表人物，他的家具设计

常常体现出"有机"的自由形态，而不是冰冷刻板的几何形。

与伊姆斯一样，沙里宁也对探索新材料新技术非常热心，并

且他在强调材料和使用的合理性的同时，更注重用现代艺术

语言创造与环境协调一致的更具有整体感的家具。1946年，

他设计了一种"子宫椅"(WombChair)：玻纤板壳体椅身、泡沫

橡胶制成的松软的座垫和靠背。"子宫椅"的设计构想源自对

人体舒适与现代美感之间的最默契的结合，被称为一件真正

的有机设计，也成为沙里宁的经典作品之一。1956年他设计

的一组称为"郁金香椅"(Tulip Chair)：铸铝基座外包塑料外壳

，预应力模压玻纤板椅身、红色松软的泡沫座垫。这些椅子

仔细考虑了生产材料、结构和人体姿势，都被视为"有机"设

计的典范。 有机现代主义的本质和基础仍然是功能主义的，

所谓"有机"即是指它的形式较现代主义更为自由，这种自由

不是故作离奇，而是对功能、材料和人体工学深入研究的结

果，有机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组合来创造一

种贯用的、简洁的和易于感受的美，这个美的范畴仍然没有

脱离"形式服从功能"的信条。 可以说，北欧风格和有机现代

主义都是现代主义的派生物，但是又都在形式感上有所突破

，为现代主义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北

欧风格归结到有机现代主义当中。一般来讲，北欧家具营造



了一种富于人性与生气的居家气氛，而有机现代主义则由于

经济实用，使低收入家庭以及公共场所成了其最好的去处。 "

有机家具"风格的兴起，一部分得益于塑料、橡胶和胶合板等

新技术的发展；一部分是从前卫雕塑家的圆形审美观得到的

启示。二战后人们也许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而接受简单的

有机形体。当周围充满黑、白、灰色的功能主义设计产品时

，包括设计师在内的人们都试图创造出-种"温和友善"的物品

，人们认为，有棱角的椅子不舒服，但有机和圆形的椅子却

会使人感觉舒适。同时"有机"(Organic)这个词指的是"统-

体"(entity)，也就是说，每-件家具，都应该根据各自特有的

所处的客观条件，形成一个理念，把这个理念从结构到形态

都贯穿于家具的每一个局部，使其每一个局部都互相关联，

成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机设计理论，是指按有

机物生长的方式发展形态结构，重视构成的各部分相互联系

而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犹如生物那种有机、有生命的形式

，而进行设计。这种整体性的设计曾被形容为"活的艺术"。

早在中世纪，雕刻家们曾研究过植物形态，理解了植物的外

部形态总是表现为一种功能或服从有机体的需要；十八世纪

中叶，美学研究与心理学相结合后，人们开始将形态构成比

拟于有机界，它不是被看成是做成的，而是被视之犹如植物

那样从充满活力的根部自然地生长而成的。正如丹麦设计领

袖凯博杰森说"我们所制造的东西应该是有生命的，有心脏在

其中跳动，应该是有生机的和温暖的"。同样瑞典工业设计协

会也认为，一切东西都应该达到它企图达到的目的，一把椅

子坐上去要舒服，一张桌子能给人舒适地工作或用餐，-张床

睡起来应该惬意。 因此，有机家具对待造型，主张家具造型



应与室内空间环境相结合，就像是室内空间环境里一个固有

物体。对待结构，认为结构和造型一样重要，是构成家具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满足工程的需要，又要满足造型的

需要，结构严谨，比例协调。对待材料，主张既要从工程角

度，又要从艺术角度理解各种材料不同的天性，发挥每种材

料的长处，避开它的短处。对待装饰，认为装饰不应该看成

作为外加于家具的东西，而应该是家具上所固有的，要像花

从树上生长出来-样自然，它主张力求简洁，但不像某些流派

那样，认为装饰是罪恶。 同时，有机家具是人性化了的，它

主张家具设计应该以人为本，尊重人、关怀人，满足人的生

理需求和心理需求；认为应该是家具去适应人，而不是人去

适应家具；认为家具设计应该去关怀每一个人、每一类人。

最后，有机家具还应是绿色环保的、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

。因此，我们在设计家具时应关注产品是否用起来舒服，是

否让人有亲切感，是否有利于自然环境，是否考虑到所有的

老弱病残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设计形态、设计意识、

设计理念等呈多元化发展态势，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

、环保设计理念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家具设计也不例外，也

积极倡导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和注重文化内涵的设

计。而这些设计归结为一点都是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环境

的有机的科学的结合。回顾北欧风格与有机现代主义产生的

历史环境和发展的历史，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

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借鉴这两个流派的优点和成功之处，

对我们今天的家具设计有一定的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