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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性的多功能屏风设计

侯小莉，张乘风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 210037

摘要：屏风是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传承，随着人文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意趣及需求都发生了改变，屏风的

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如何使屏风的设计迎合现代审美需求，以及如何实现屏风的多功能创新设计，也就有着重要的意

义。主要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对屏风展开创新设计。在结构方面，将传统家具中的榫卯结构引入其中；而在功能方面，将置物

与展示等功能融合。同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屏风创新设计应该遵循的原则。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创新设计，不仅增强了屏风

结构的稳定性，满足了人们多变的需求，而且易于拆卸和运输，迎合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屏风的多功能设计，不仅可以从结

构和功能方面进行，而且可以从材料等方面切入。当然，这些都要坚持以创新性、安全性、装饰性为原则，并且兼顾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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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reen is an important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

manistic society, people's aesthetic interests and needs have changed. Based on this, the form of the screen is also changing. How to

make the screen design meet the modern aesthetic needs and how to achieve the innovative multifunctional design of the screen is al-

so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erefore,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screen is mainly carried out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terms of structure, the tenon-and-mortise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furniture is introduced; in terms of function, storage, display and

other functions are merg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 design innovation are analyzed in combination with actual cas-

es. The innovative design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not only enhanc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creen structure and meets the changing

needs of people, but also facilitates dismantling and transportation, and caters to the modern development trend. The multifunctional

design of the screen can be carried out not only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e and function, but also from materials. Surely, it must ad-

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innovation, safety and decoration,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hum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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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又被称

为屏门或屏障，是在门窗之间扮演挡风角色的家具。

虽然在日常室内装饰陈设中，屏风仅仅起到陪衬和装

饰的作用，但是它在生活中仍然担当了重要的角色[1-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洗礼，屏风这一陈设家具不

仅没有被埋没，而且显现出更炫目的色彩，显现出中国

传统家具独有的特色。屏风之美被人们所挖掘，也被

设计师们用新的手法和技术所演绎，赋予其新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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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屏风的作用不再仅仅是挡风，它还能分隔空间、

装饰室内，以及作必要的视线遮挡，在室内形成“隔而

不离”的效果，兼具实用性、装饰性与艺术价值。屏风

成为营造中式家居风格的绝佳搭配[5-6]。而它的包容性

和设计元素的多元性又可与其他室内风格搭配，从而

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在古代，屏风的种类和样式

较多。由于传统屏风对工艺和材料的要求较高，且多

为成品家具，所以不方便拆卸和运输，不仅很难自行安

装，需要配备专业人员安装，而且运输途中容易损伤。

再加上现代社会缺乏对屏风的创新性及多功能研究，

导致现在市场上的高品质屏风较为稀少。因此，本文

结合具体的创新设计案例，延续传统家具的榫卯结构

并加以优化，同时纳入置物与展示功能，以此来实现屏

风的多功能创新设计。

一、传统屏风设计

（一）屏风的概念

屏风是在我国古代盛行的一种家具，一般摆放在

室内，起美化挡风的作用，也有置于院内或天井中，用

来阻隔视线。一般来说，传统的室内屏风多为木制，上

面有书画等点缀；而室外的屏风则多用土石砌成。

（二）屏风的演变

早在三千年前，屏风就已经成为天子的专用器

具。随着时代的演变和发展，屏风凭着防风和隔断功

能，以及其美化空间的作用经久不衰，并且逐渐发展出

了围屏、座屏、挂屏、桌屏等样式。

到了汉唐，屏风的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独屏

演变出可叠、可开合的曲屏；屏风的种类也有增多，有

地屏风和床上屏风等多种类型。明代出现的挂屏主要

是用来作室内的装饰。而后，主要发展为插屏和围屏

两大类别[7-8]。

到了现代，屏风又衍生出多种风格。除了传统的

中式风格，还有日式风格、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现

代简约风等。

（三）传统屏风设计

屏风作为古代家具的重要构成，它的形式、图案和

文字等都是当时文化的缩影。古代王族的屏风较为奢

华，采用大量名贵的水晶、琉璃等作装饰，而民间的屏

风具有朴素的风格特点，甚至往往具有文人意趣。白

居易就写了《素屏谣》来表达对素屏的推崇[9]。

在用材上，传统屏风多为木材，这是因为中国传统

木艺技术相对成熟。因为松木有不易开裂等优点，所

以屏风外框经常采用松木来制作，不过一些高档的屏

风也会采用像紫檀这种贵重的材料制作。屏风的平面

则多用丝质或其他材料，花鸟虫石都可作其题材，并且

结合浮雕、透雕、漆画、彩绘等传统技法加以装饰。

屏风的样式包括围屏和座屏两种。其中，围屏的

主要构件为屏框和屏芯，传统制作主要采用竹木材料，

在现代，则会使用金属、塑料、绸等新材料[10]。围屏的

扇屏主要是偶数扇，可以折叠。相邻扇屏之间用铰链

作为连接，一般以锯齿的形状摆放，可以维持屏风的稳

定。而座屏主要由插屏和底座这两种结构组成，插屏

又有单扇、三扇和五扇等类别[11]。插屏的边框一般采

用硬木且边框易于拆卸。座屏的底座用于固定插屏，

兼具装饰功能。

二、屏风的多功能创新设计

（一）现代屏风设计

现代屏风的设计跳出了传统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的限制，多倾向于简单的风格和单一的表现形式。在

材料上除了木材，还有更多的选择，如金属、塑料、玻璃

等都可作为屏风的制作材料。在风格上也衍生出适合

现代需求的现代简约风、工业金属风和欧式风格等。

在屏风的生产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手工

制作方式很难满足现在大批量客户的需求，而屏风制

造工艺的特殊性要求又很难实现机器化生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对屏风

的要求在发生着变化，对其多功能性的需求也在增

加。而在实际生活中，屏风的展示功能可以和置物等

其他功能相融合，实现集置物与展示于一体，从而使其

更贴近生活。在结构上，可以延续传统家具中的榫卯

结构，榫卯结构在中国传统家具和建筑中被广泛运用，

这种结构能使组织框架承受较大的载荷，并且能容纳

一定范围内的变形。构件之间的榫卯连接，能使屏风

的框架更具弹性。由此可知，屏风的组装可以遵循一

定规律，实现装配自由，使用户不需要专业的知识，也

能根据说明自行安装。

（二）多功能屏风设计实例

屏风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室内空间中作隔挡。它还

能对空间起到装饰性作用，因此，在室内空间中往往被

安置在比较显目的位置。多功能屏风的设计除了要考

虑到屏风功能上的多样性，还要兼顾到传统屏风的装

饰性功能。为了不让屏风体量太大，占据太多空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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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榫卯穿插的形式置物，增加了屏风的装饰性，并且极

大地减少了空间的浪费。同时，榫卯结构的框架便于

拆卸和安装，解决了运输困难的问题。

屏风兼具装饰性和功能性，可分隔较大的空间。

同时，它具有一定的空间遮掩作用，这一定程度上保护

了用户隐私。不同的设计元素会形成不同的屏风风

格。例如，扇子作为一种传统的生活用品，除了本身的

使用功能外，还兼具装饰性，设计案例将两者有效结

合，呈现出新的设计效果。

多功能屏风（见图 1）主要由底座和框架组成，而

框架内设有展示功能和实用性于一身的系列组合扇

子。底座上设置有屏风框架，屏风框架内设置有横向

隔断，横向隔断将屏风框架内部分成上空间和下空间，

上空间内设置有装饰画，下空间内设置有第一横向支

撑杆，第一横向支撑杆的两端分别与屏风框架连接，第

一横向支撑杆上开有一系列的圆形插孔，扇子的扇柄

插入插孔。本实例的新颖之处在于将扇子放置在屏

风框架内，将两者的装饰性结合为一体，增加了观赏

价值。

多功能屏风的主要构成包括底板 1、底板 2、屏风

框架 3、系列扇子 9。底板 1和底板 2共同构成了屏风

的底座。底板2上留有凹槽，底板1嵌在凹槽内，底板

2其余的部分可放置绿植盆栽，在增加装饰性的同时，

净化空气。屏风框架3为圆形框架，屏风框架3由四个

弧形段首尾榫卯连接构成。屏风框架3内设置了横向

隔断4，为了美观，将横向隔断4设置成波浪形，横向隔

断4将屏风框架3内部分成上空间和下空间，上空间内

设置有装饰画5，下空间内设置有第一横向支撑杆6和

第二横向支撑杆 7。第一横向支撑杆 6的两端分别与

屏风框架3榫卯连接，第一横向支撑杆6上开有若干插

孔和通孔，两个通孔之间设置一个插孔，将系列扇子9

的扇柄插入插孔。第一横向支撑杆6上的每个通孔内

穿有竖向支撑杆8，竖向支撑杆8的顶端与横向隔断4

榫卯连接，竖向支撑杆8的底端穿过屏风框架3上的通

孔与底座1榫卯连接，屏风框架3通过竖向支撑杆8底

端的榫卯结构设置在底座1上，第二横向支撑杆7位于

第一横向支撑杆6的下方，第二横向支撑杆7的一端和

第二个竖向支撑杆8榫卯连接，第二横向支撑杆7的另

一端依次穿过三个竖向支撑杆8上的通孔与第六个竖

向支撑杆8榫卯连接。

上述屏风框架内设置系列扇子 9放置结构，使系

列扇子9可直接放置在屏风框架3内。这样将两者的

装饰性结合在一起，增加了观赏价值。扇子的放置采

用插入式，取放十分方便。

在设计实例中，屏风的构件均采用榫卯结构，便于

组装和拆卸。屏风的框架为圆形框架，框架由若干个

弧形段首尾榫卯连接构成，横向隔断采用波浪形。第

一横向支撑杆上还设置一系列的通孔，第一横向支撑

杆上的每个通孔内穿有竖向支撑杆，竖向支撑杆的顶

端与横向隔断榫卯连接，竖向支撑杆的底端穿过屏风

框架上的通孔与底座榫卯连接。在第一横向支撑杆上

的两个通孔之间，设置一个插孔与原型框架相连接。

第二横向支撑杆位于第一横向支撑杆的下方，第二横

向支撑杆的一端与第 L个竖向支撑杆榫卯连接，第二

横向支撑杆的另一端依次穿过N个竖向支撑杆上的通

孔与第L+N+1个竖向支撑杆榫卯连接。屏风底板上设

置有与底座匹配的凹槽，框架可通过穿插的方式与底

座相连，而底座又被嵌在凹槽内，实现固定。这种榫卯

结构的形式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运输便利，在运输时可

将屏风的各个构件分开包装，不占用大空间。

三、结语

多功能屏风的设计实例以传统的榫卯结构为基

点，延续了传统屏风的特点，并加以优化。在保证屏风

稳固性的同时，实现了拆卸、安装的便利，又纳入了置

物功能，从而增加了屏风的观赏价值和实用性。当然，

对屏风的多功能创新还有很多种形式，对其多功能的

探索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有待研究。综合来说，延续

传统榫卯结构的新型屏风，不仅在结构上具有稳定性，

而且易于拆卸，组装简单，降低了屏风的运输难度，而

多功能的结合，更是增加了屏风的美观性和实用性。

对多功能屏风的创新性设计研究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

需求，也符合家具市场的发展趋势。图1 多功能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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