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榫卯结构在中国运用的历史源远流长，是红木家

具的一大特色。许多明清时期的红木家具距今已几百

年历史了，虽略显陈旧，但家具整体的结构仍然完好如

初，其中榫卯结构功不可没。

榫卯，是红木家具中相连接的两构件上采用的一种凹凸处

理接合方式——— 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卯眼扣在一起，两

块木头就会紧紧地相握，不再分离。大范之家红木家具总经

理刘新文说，红木家具自明末进入技艺之巅峰后，代代相

传、绵延至今，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灵魂

就是榫卯结构。一套红木家具不使用一根铁钉，却能使用几

百年甚至上千年，堪称人类轻工制造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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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榫卯卯结结构构是是红红木木家家具具的的灵灵魂魂

榫卯是中国建筑中最早具有科学设计意

义的语言，据《中国古代家具鉴定实例》考

证，在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7 0 0 0年前新石

器时代早期，古代祖先们已经用石器来加工

木材，制作出了各种木构件榫卯类型用于建

造原始的木构建筑——— 一座宫殿成千上万的

构件，不用一颗钉子而紧密结合在一起。传

统木建筑榫卯结构至宋代达到巅峰。家具的

发展规律是传承了传统建筑木结构原理。到

明清时代，榫卯结构在红木家具这一载体上

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在红木家具的制作

上，几乎用到了所有的榫卯种类，其工艺之

精确，扣合之严密，间不容发、天衣无缝。

在刘新文看来，红木家具的榫卯结构上不外

乎“榫头卯眼阴阳互动”的关系。从这个层

面上来说，家具的榫卯结构，是从中国古代

哲学中引申为物理自然科学，使它更合理地

用一种设计的表现形式在家具中得以论证。

“榫卯结构繁复多样。”刘新文深有感触地

说：“即使一个已从事家具制作几十年的

人，某一天仍会偶然发现某一榫卯或它的某

一局部造法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榫榫卯卯结结构构体体现现古古人人世世界界观观

中国的建筑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例证。

一座宫殿，由几万根木材铸造而成，全凭榫卯

交叉错插结构，便可以屹立千百年。

古代木质家具可以说是木质建筑的缩影，

结构严丝合缝又不着痕迹。榫卯结构的红木家

具，除了具有便于运输、便于维修、保护木材

等特点，其巧妙的结构限制了木件之间向各个

方向的扭动，比铁钉连接的家具更结实耐用。

《明式家具研究》举例说明：“四方形的结体

是可变的、不稳定的，但由于传统家具使用了

‘攒边装板’、各种各样的枨子、牙条、牙

头、角牙、短柱及托泥等等，加强了结点的刚

度，迫使角度不变，将支架固定起来，消除了

结体不稳定的缺憾，同时还能将重量负荷均匀

而又合理地传递到腿足上去。”即使在当代，

巧夺天工红木家具的工人师傅仍然赞叹古人留

下的技艺瑰宝：“你穿着我，我咬着你，保持

了家具的稳固性”。

山东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大方堂红木家具

厂艺术总监刘俭说：“榫卯的合理运用和制作

的精密程度，不仅直接关系到家具的结构是否

严谨、牢固，影响到家具的使用寿命，更关系

到家具的美观和艺术性。一件家具如果遍布钉

眼、接合扭曲，就不能算一件‘能用’的家

具，艺术性和收藏价值更无从谈起。所以榫卯

被称为家具的灵魂，也是文化内涵的基础。”

而在有关榫卯的研究中，其蕴含的哲学理

念也逐渐被人关注。刘俭感叹：“榫为阳、卯

为阴，阴阳相生。中国古典家具的连接，部件

与部件之间，产生互补关系，就像默契的有情

人，异性相吸、两情相悦；榫卯是中国智慧的

产物，外观四称，含而不露，透着儒家的平和

中庸；内蕴阴阳，相生相克，以制为衡，闪耀

着道家思想的光辉。”

刘俭认为，榫卯技术表象背后隐含着古

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

一个哲学问题。他曾经以“穿带榫”为例，

与西方防止面板变形的技术进行考证比较。

木材有干缩湿胀的性质，其横向受环境影响

而含水率不均衡，容易出现开裂、翘曲现

象。穿带榫将几根坚固的横木固定在面板的

横向方向，控制其不向其他方向开裂翘曲，

获得坚固平面。而西方的古式家具，多用铁

钉将木条钉死在下面框架中，出现裂缝再以

桌布进行掩饰。刘润谦将前者评价为“欲擒

故纵的无为而治”，而后者为“树欲静而风

不止的徒劳”。他认为，这与东西方文化中

世界观不同相关。西方认为人是万物主宰，

要征服，便“用钉钉，用胶粘，甚至将木材

劈开做胶合板”，而中国古人认为人与万物

相互依附而生，应互为一体、和谐生长，于

是发明了攒边穿带等工艺。

榫榫卯卯工工艺艺是是一一个个““良良心心””活活

走进富雅红木楼大范之家专卖店，几把

古朴典雅的明式圈椅顿时让人眼前一亮，只

见其连接处线条流畅，用料上乘、雕花精

美，摸上去后的质感更是异常细腻。刘新文

将消费者“一见钟情”归功于大范之家在红

木家具制作中的严格要求。他说，欣赏古典

家具的价值标准，除“材美工巧”之外，，真

正组成家具灵魂的是榫卯结构。红木家具工

艺合理精巧，榫卯的制作是最重要的方面。

“西方家具木构件连接时，通常要用到各种

金属部件，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铁钉。红木家

具则完全不同，它们只以构件自身的榫卯结

构连接，榫卯本身就是家具的一部分，其材

质与家具其他部分完全相同。”刘新文说，

红木家具不会出现西方家具因金属部件锈蚀

而整体瓦解的现象。

与此同时，木质榫卯有一定弹性，当家

具遭受一定外力作用时，木质榫卯有时能随

之形变并及时恢复，反而不易损坏。这就是

故宫博物院中很多榫卯结构的红木家具，虽

然已历数百年，却仍然牢固如初的缘由。

“榫卯工艺是一个良心活儿。”刘新文说。

买买家家具具应应选选择择正正规规品品牌牌

榫卯结构，如同浩瀚的汉字，变化万千 ,

耐人寻味。它从宋代开始愈趋成熟，自宋历

明，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每个名称的榫

头卯眼，在制作中根据外观的造型不同，又

可以派生出多种榫卯。南北工匠们又因区域

的不同 , 故各个地方又有自己独特的榫卯结

构。喜爱红木家具的人都知道，只有用榫卯

工艺制作出来的，才能算是正宗的红木家

具。那么消费者在选购中，如何才能买到纯

正榫卯工艺的家具？刘俭先生做如下支招。

首先，他认为要弄清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榫

卯才算正宗呢？这个问题却没有多少人明

白。不但买家具的不明白，就连很多做家具

的，知道得也并不清楚。就像一些传统小

吃，老师傅都不在了，年轻人做出来的东

西，大家也照样吃。但只有真正尝过老师傅

手艺的人才知道，现在的早已经不是正宗的

味儿了。其次，难点在于欣赏家具的榫卯 ,不

像欣赏家具外表造型那样容易，因为它是一

种理性、内在、似乎带有一种神秘和抽象符

号隐藏在家具中。而且大部分古典家具的榫

卯结构是隐藏在外表造型之内的。“不过家

具榫卯的质量可以通过直接使用来感知，主

要是它的承重性和平衡性。一件家具再美

观，雕工再精巧，如果使用时发现有摇晃的

现象，那也称不上合格。”第三，建议消费

者购买红木家具时，应该到正规的家居卖场

或者选择口碑较好的红木企业，因为这类卖

场或企业实力较强，诚信度相对较高。同

时，建议顾客在购买前也应多了解相关榫卯

知识，多做对比，向专业人士咨询，切不能

贪图便宜，得不偿失。

一、看构图

构图包括雕饰的比例尺度和节奏两个方

面。好的比例应该协调，观感舒服，极富立体

效果，好的节奏应该疏密有致，不杂乱无章。

就像书画家一样，创作一幅作品首先有一个整

体构图比例尺度的掌控，哪里该疏落哪里该细

密都事先构思好，最终才能极大地提升作品的

艺术性。家具上大到顶箱柜门小到椅背透雕，

图案的大小比例、位置关系都很重要。

二、细看“点、线、面”

观察雕饰的点

在合理构图的基础上，比较各个点的雕工差

异。好的雕工应该富有层次感，比如龙鳞雕工应

该整齐自然，刀痕如行云流水。再如人物，人物

的五官是否清晰、精致，表情是否富有神韵等。

越细小处越难雕，因此，看雕刻必须从最细微处

进行观察。

观察雕饰的线

观察家具的线条是否匀称。如家具上的蛇形

阳线，从侧面看，弯曲的阳线弧度应该是饱满、

均匀、一致的，其横截面的形状应该大小一致，

富有美感。若线条呆板生硬，顺看呈现波浪状，

粗细不均，即为雕工不精。

观察雕饰的面

家具雕饰的面，无论是铲地还是起底，底面

都应该是平整的。在选购时，可以通过俯视观察

面上的光影是否有变化，也可以用手触摸，感受

底面是否平整。另外要看底面与浮雕的交线根脚

处是否干净利落，打磨到位。

分析了家具的点、线、面的做工，只是一

个基本层面，雕刻做工的极致还是要讲究神

似、活灵活现，需要雕刻工匠在细节的处理上

赋予作品强劲的生命力。拿云龙来做比较：龙

以盘旋有力量为佳，很多的龙只有形没有力

量，像悬挂起来的死龙，因此盘龙和云朵有升

起或流动的动感才有活力，才气韵生动、栩栩

如生！其他如花卉、人物、动物纹都是同样的

道理。

真正看懂雕刻要用心去仔细欣赏，沉浸其中

才能品出个中滋味。

怎样明辨红木家具

雕工的优劣

榫卯结构：红木家具的灵魂
□ 王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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