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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具的材质分两大类
!

即
"

硬木
#

和
"

软

木
$!

软木还有一个俗称叫
%

柴木
$&

其实
!

硬和软

是相对的
!

软木家具里
!

也有许多种类是非常坚

硬的
&

硬木家具主要有紫檀
'

黄花梨
'

红木
'

鸡翅

木
'

铁力木
'

乌木等
(

软木家具则有楠木
'

榉木
'

柏木
'

核桃木等
&

总结一下
!

就会发现一个规律
!

中国凡是硬木家具
!

一定没有科学的命名
!

而是

带有文学色彩的名字
!

或者说是社会学的名字
&

而软木家具都有科学的名字
!

都能找到对应的

树木
&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
!

是因为我国所有

的硬木家具用材都是外来的
&

中国人在见到这

种木材之前
!

没见过树的全貌
!

因而没有固定的

名称
!

人们就另赋其名
!

比如紫檀
!

就是取紫气

东来之意
&

中国硬木家具的贸易是从明朝隆庆年间

开始的
!

隆庆是嘉靖和万历之间非常短暂的

一个时期
!

只有
!

年
&

隆庆元年
!

明政府平定

了沿海骚乱
!

同意有限度地开关
!

史称
"

隆庆

开关
$&

这一次开关
!

使中国开始进入资本主

义萌芽时期
!

很多外国货物开始传入中国
!

一

些贵重木材大致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国
&

()*+,-.

中国人喜欢紫檀
!

是因为紫檀具有以下

特征
)

第一
!

外形沉穆雍容
&

紫檀木打光以后颜

色非常沉静
!

有金属的光泽
!

能从视觉上取悦

于人
&

第二
!

紫檀十分珍贵
&

紫檀这种木材长大

后
!

内部会腐朽
!

所以绝大部分紫檀的木料都比

较小
!

俗称
"

十檀九空
$!

也正是由于紫檀产出的

料非常少
!

因而更加名贵
&

第三
!

紫檀不易变形
&

木材有一个致命的缺

点
!

就是非常容易变形
!

但紫檀的变形率非常

低
&

第四
!

紫檀纤维细密
!

适合雕刻
&

紫檀有一

个特征
!

叫做
"

横向走刀不阻
$!

意思是在树的横

断面雕刻的时候
!

跟纵向的感觉差不多
!

所以特

别适合柔韧的雕刻
&

紫檀的优点在雕刻中最能体现
!

打磨以后
!

有一种模压感
!

这是其他木材达不到的
&

由于这

些内在的好处
!

紫檀稳坐中国古典家具材质的

第一把交椅
& *

本草纲目
+

记载
)%

紫檀
!

咸
!

微寒
!

无毒
&

主治
!

止血
!

止痛
!

疗淋
!

敷刀伤
& $

也就是

说
!

紫檀还有药用
!

这更加给人一种潜在的价值

感
&

清代
!

紫檀成了家具中的
%

领军人物
$!

清朝

宫廷用了
"##

年的时间
!

把宫里的家具几乎都

换成了紫檀
&

宫廷里喜欢紫檀有很多潜在的原

因
!

比如清代房屋的采光比明代好
!

因此就家具

而言
!

明代注重线条
!

清代则注重细节的表现
&

清史记载
!

紫檀当时的价格是楠木的
$#

倍
&

紫檀在雍正
'

乾隆年间使用频繁
!

宫中有大

量记载
&

雍正六年
""

月
"%

日
!

郎中海望启怡亲

王
!

说紫檀木都使得差不多了
!

能不能再调用一

些
&

怡亲王说
)%

准行许
!

遵此
&$

这种记录比比皆

是
!

说明当时使用一次紫檀
!

都要层层报告
&

紫檀宫有时被称为
%

乾隆宫
$!

这是因为大

量的紫檀家具都是乾隆时期制作的
&

一次乾隆

皇帝看到一个钟表的

小样
!

非常喜欢
!

结果工

匠误认为要用紫檀做钟
!

所以就用紫檀做了一

座两层楼高的大钟
&

做成以后
!

乾隆皇帝看到耗

费如此多的紫檀
!

大发雷霆
!

可见皇上使用紫檀

的时候也非常心疼
!

这座钟现在还保存在故宫

博物院
&

乾隆中期以后
!

紫檀在宫中的储备也日

渐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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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
!%

人分三六九等
!

木有花梨紫檀
$&

花梨就是黄花梨
!

中国人把紫檀和黄花梨当作

木材的最高境界
&

黄花梨这个称谓偏晚
!

古书一

般记载花梨或花梨木
!

后因替代物出现
!

才改为

黄花梨
&

黄花梨颜色温润
!

非常受明代文人的喜

爱
!

但清宫并不喜欢
&

清朝时期
!

黄花梨家具流

向民间
!

所以民间拥有大量品质优良的黄花梨

家具
&

黄花梨家具在当时大都由文人参与设计
!

所以非常精致
&

黄花梨的特性是应力非常小
!

不

易变形
!

而且纹理如行云流水般通畅
!

适合雕

刻
&

与紫檀不同
!

黄花梨有大料
&

黄花梨还有一

个特征
!

就是树疖
!

俗称
%

鬼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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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梨的木质跟紫檀有很多共性
!

就是变

形率小
!

木质稳定
&

当这两种优良的木材都使用

完毕的时候
!

中国的另一种主要木材
,,,

红木

出现了
&

红木实际上是黄花梨和紫檀的替代物
!

在乾隆晚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

红木的颜色介

于黄花梨和紫檀之间
!

所以有时把红木染上色
!

就可以假装紫檀
!

但红木的雕刻性能不如紫檀
!

所以它雕出来的家具比较粗糙
&

红木中性化的

特征
!

使它登上中国的家具舞台后就统领千军
&

其实红木之所以能够风靡中国的家具市场
!

还

因为它有一个特点
!

就是价格低廉
!

这一点是紫

檀和黄花梨不具备的
&

红木的缺点是应力大
!

容易变形
!

所以中国

人就在工艺上想尽一切办法来克服这个缺点
!

为红木留收缩缝
!

防止变形
&

但

是不管怎么说
!

红木家具作为

优良的家具用材
!

在中国的家

具市场上曾经有过
"##

多

年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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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木家具里
!

还有一种鸡翅木
&

紫檀
'

黄花

梨
'

红木等贵重木材命名都取自漂亮的颜色
!

而

鸡翅木则是中国所有硬木家具命名里唯一的特

例
!

以纹理命名
!

可见它的纹理给当时的中国人

多么深刻的印象
&

*

长物志
+

里形容鸡翅木
%

宜于广池巨浸
!

十

百为群
!

翠毛朱喙
!

灿然水中
$!

这里用鸟羽毛的

漂亮来形容木头
!

所以叫鸡翅木
&

在宫廷中
!

大量使用鸡翅木并不多
!

都是以

局部的镶嵌或小件器物出现的
!

所以在明代
!

鸡

翅木的地位非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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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硬木外
!

软木也被非常广泛地使用
&

中国

人就地取材
!

在北方是使用核桃木
'

榆木
!

南方

则是银杏
'

榉木
&

软木家具里
!

最重要的是楠木
&

楠木是最名贵的软木家具
!

皇宫里曾经大量使

用
&

由于楠木温润
!

所以皇帝在冬天的时候都会

选择楠木床
&

楠木耐腐
!

遇阴天还泛有香味
!

杭

州的胡雪岩故居有一座楠木厅
!

一到夏天便气

味芬芳
&

中国家具的用材中
!

还有一个极特殊的现

象
!

就是使用
%

瘿木
$& %

瘿
$

就是树瘤
!

俗称
%

影

木
$&

瘿木是在接近树根的地方剖开
!

产生扭曲

的花纹
!

什么树木都有
!

如紫檀瘿
'

黄花梨瘿
'

楠

木瘿
'

桦木瘿
!

中国人更多使用的是桦木和楠木

的树瘿
&

关于瘿木
!

文人赋予了它很多美丽的名

字
!

如葡萄瘿
'

龟背瘿
'

虎皮瘿
'

胡椒瘿等
!

都很

形象
&

瘿木单独用来做家具是非常罕见的
!

由于

木质纹理的原因
!

非常容易开裂
!

所以一般情况

下都作为点缀
!

这也是中国家具化腐朽为神奇

的一个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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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古老的家具是屏风
!

周朝

时就已经出现
&

古代屏风的功能比今

天要大得多
!

比如
*

水浒传
+

中有一段

记载
!

宋徽宗把他心腹大患的名字都

写到了屏风上
!

山东的宋江
'

淮西的

王庆
'

河北的田虎
'

江南的方腊
!

天天

提示自己要除掉这几个人
&

史籍上还

有另外的记载
!

比如唐太宗把各州郡

都督和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背后
!

完

全是一种备忘录的形式
&

屏风作为居室中最重要的家具
!

既有装饰作用
!

也有一些实际作用
)

第一
!

权力的象征
&

中国古代
!

碰

到重大的场合时
!

皇帝身后一定要搁

一扇屏风
& *

礼记
+

记载
)%

天子当依而

立
& $%

依
$

就是屏风
&

另外
!

官邸的

%

邸
$

字也指屏风
!

所以有皇邸
'

官邸

之称
(

第二
!

分割空间
&

我们今天使用

的屏风
!

大都用于分割空间
!

有的餐

厅用屏风挡一挡
!

可以使客人有一个

相对封闭的空间
(

第三
!

挡风
&

古代的

屋子没有今天这么密封
!

所以睡觉的

时候要三面挡上屏风
!

防止受凉
&

三

面围挡的屏风
!

逐渐地演化成了罗汉

床
!

中国床之所以三面有围子
!

就是

早期使用屏风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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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
!

屏风演化成各

种形式
!

在居室里起到了很好的装饰

作用
& *

红楼梦
+

第六回有一段贾蓉向

王熙凤借屏风的描写
!

贾蓉笑道
)%

我

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
!

说上回老舅太

太给婶子的那架炕屏
!

明日请一个要

紧的客
!

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
& $

凤

姐道
)%

说迟了一日
!

昨儿已经给了人

了
& $

这段文字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

息
!

就是玻璃炕屏
!

玻璃于康熙年间

进入中国
!

十分贵重
!

玻璃炕屏可以

显示身份
!*

红楼梦
+

里有明确的记

载
&

*

论语
+

中孔子说道
)%

吾恐季孙

之忧不在颛臾
!

而在萧墙之内也
& $

萧

墙指古代宫室内挡门的小墙
!

也就是

屏风
&

这句话的意思是祸乱不会发生

在外
!

而在萧墙之内
!

所谓祸起萧墙

就是我坐在屏风前
!

祸就在身后
&

萧

墙的作用是为了挡住视线
!

中国人贵

曲不贵直
!

一定要有遮挡
!

起到保护

隐私的作用
&

后来还发展出了一种重要的屏

风
,,,

地屏
&

古人一到春秋两季
!

经

常要进行户外活动
!

原因是当时没

电
!

室内采光不好
!

晚清以后
!

因为有

了玻璃
!

室内采光才逐渐变好
&

所以

一到春天
!

大量的户外聚会就会出

现
&

聚会需要一个中心
!

地屏摆放的

位置
!

就是中心
!

就是主人的位置
&

折屏是另外一种形式
!

由围屏发

展而来
!

它的装饰功能大于使用功

能
&

明清两代
!

大量折屏的出现显示

了当时社会的富足程度
&

屏风还有一

些小的功能
!

比如枕屏
!

可以起到挡

风的作用
&

除此之外
!

在唐诗宋词里
!

还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枕屏的描写
!

枕

屏上有字画
!

所有还有观赏的效果
&

还有一种屏风
!

跟枕屏非常类

似
!

叫做砚屏
&

砚屏搁在桌子上
!

古人

写字将墨研好后
!

如有事外出
!

就搁

一扇砚屏
!

让墨尽可能干得慢一点
!

这是砚屏最初的来历
&

砚屏出现在宋

朝
!

宋代文人赵希鹄在
*

洞天清禄
+

中

说
%

古无砚屏
!

东坡
'

山谷始作砚屏
$&

其实砚屏不一定是苏东坡
'

黄庭坚这

样的大书法家发明的
!

但是砚屏在宋

代出现是可以肯定的
&

砚屏出现了一段时间后
!

陈设功

能渐渐被开发出来
!

出现了只为欣赏

用的桌屏
!

摆设在条案上
!

晚清称为

插屏
&

屏风到了最后
!

实际功能消失
!

变成挂屏
!

被挂在墙上作为装饰
&

古时候
!

对屏芯的处理特别重

视
!

比如用漆
!

后有云母
'

螺钿
'

琉璃

等
!

所有可以装饰的东西都在屏风上

展示
&

唐诗宋词里描写屏风的诗句很

多
!

杜牧有诗说
)%

银烛秋光冷画屏
!

轻罗小扇扑流萤
&

天阶夜色凉如水
!

卧看牵牛织女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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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非常古老的家具是几
!

%

几
$

的概念最早由香几而来
&

香几出现在战国时期
!

唐代的

时候叫香桌
!

香几的功能很明

确
!

就是摆放香炉
!

焚香使用
&

香几在室内的时候
!

要放在屋

子中间
!

它是视觉的中心
&

香几一般有圆和方两种

形状
!

式样则从
&

足到
'

足不

等
!

但万变不离其宗
!

其上只

能摆放一个香炉
&

慢慢地
!

香

几演化出很多其他的形制
!

比

如花几
'

琴几
'

茶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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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家具还有一类
!

就是架类
!

第一种是衣架
&

古

时候的衣架跟今天的衣架完

全不同
!

这是因为古人不是挂衣服
!

而是搭衣服
!

衣架一般都搁在床头
&

除此之外
!

还有灯架
'

巾架
'

脸盆架

等
&

架类的东西很多
!

如火盆架
!

有

方的
!

也有圆的
!

中间是一个金属盆
!

搁炭盆取暖
&

古时候的文人脚底下都

要摆放一个炭盆
!

炭盆也经常在文学

作品中出现
& *

红楼梦
+

第
()

回中
!

黛

玉道
)%

笼上火盆
& $

紫鹃以为她冷
!

说

道
)%

姑娘躺下
!

多盖一件罢
&

那炭气

只怕耽不住
& $

黛玉又摇头
&

雪雁只得

笼上
!

搁在火盆架上
&

架类的家具还有一种是梳妆打

扮用的镜架
!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梳妆

台
&

古人的梳妆台很讲究
!

也做得很

漂亮
!

妇人
%

对镜贴花黄
$

的景象在

*

女史箴图
+

中就有刻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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