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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巴渝家具作为社会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 和人们朝夕相

处 伴随人们同生共存 它不仅仅是供人们使用的生活必需品 同

时还是匠技艺术的记录和表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家具的使用功

能还体现着浓厚的民族思想观念 民族的道德观念和民族的行为模

式等

巴渝家具就其装饰题材而言 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 思

想和审美情趣 审美观念体现在巴渝家具上 是将家具的每个部件

施以不同的艺术造型 或以各种手法对构件表面装饰花纹所表现出

的含义还可以给人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满足 每一幅精美的画面都凝

聚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它所表现出来的含义则让人领悟思

想文化的一种精神升华 以形象美和文化思想引发人的情感 是文

化价值的显著特点 同时它们表现出来的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教育

意义 今天 我们还能够从民间看到巴渝家具的影子 还可以找到

历史的积淀 这是中国传统家具给全人类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和财

富

巴渝民俗文化与楚文化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早在公元前703

年 左传 上已记载巴国君主要和邓国通好 还要取得楚国的同

意和引进 南部边疆长期为楚所 包围 巴 楚两国直接和间接

地在经济和文化上密切交流和相互影响 人生存在一定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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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顺乎自然而逐渐形成与之相应的风尚 习俗 进而与大自然融

为一体 物我共生 天人合一 从而造就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

如果我们用这种观念来探究巴渝地区自远古以来民众所特有的 精

神禀赋与人文品格 那就是强悍 劲勇 淳厚 朴素的人文品格

即使后来巴楚文化融成一片 该地区先民们所特有的品格仍然顽强

地显露出来 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看出巴人

的顽强和巴渝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传统家具的风格形成

有资料记载最早反映巴渝家具场景的应该是汉代 我们从出土

的汉像砖中不难发现 当时家具的式样主要以席和床为起居中心

所用家具如案 屏 床也都相对矮小 从成都东乡出土的 讲学

的汉像砖中 已经有了从西域传入的胡床 从成都扬子山出土的 观

伎 中已经有了桌子 几类的较高式的家具 同时 通过系列的 驾

车 汉像砖中 可以看出汉代的制造工艺及水平 当时的家具制造

工艺水平已经很高了 从当时汉像砖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巴渝家具从

结构到形式以及使用的功能都受到楚文化的影响 并形成了巴渝家

具的巴风楚韵的风格 五代时期 从 韩熙载夜宴图 中看出已有

了椅子 高案 胡床等家具 家具正向高度发展 这时人可以垂足

高坐了 到了宋代 人们则完全脱离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 椅子

一词在宋代已见记载 南宋时期 家具的形式和品种更加完备 并

具有一定的程式 这时中国经济 政治逐渐南移 这一地域性的转

变给巴渝的家具发展带来了生机 三峡水路成为了维系唐宋王朝存

在的重要的水路咽喉 当时的士大夫 文人 如陆游 王安石 苏

轼等 都在巴蜀地区做官或客居 同时 还有大批的画家(40多人)

在巴蜀地区做官或客居 并留下了不少关于家具使用情况的记载

陆游在 老学庵笔记 中写到 徐敦立言 往时士大夫妇女坐椅

子 杌子 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 梳洗床 火炉床家家有之 在

南宋时家具品种丰富 已经制作出了相当完美的交椅 如四川广元

出土的南宋嘉泰四年墓室石壁 石龛浮雕中就有了交椅和桌子 宋

代的家具从传统中脱颖而出 从构造上仿效中国古代建筑梁柱木架

的构造方法 形体明显 侧脚 收分 加强了家具形体向高度

发展的强度和坚固性 并已综合采用各种榫卯结合来组成实体 以

漆饰工艺为基础的漆木家具 开始重视木质材料的造型功能 出现

了硬木家具制作工艺 从桌椅的组合配置上 已经程式化 有了一

定的规范 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开始考虑家具的个性特征,如交椅

灯挂式椅 四出头扶手椅 四不出头扶手椅 圈背椅 禅椅 轿椅

躺椅等 装饰手法已经使用了束腰 马蹄 云头足等 据史籍记载

在宋代木工喻皓著有 木经 三卷 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宋代的 燕

几图 是我国第一部家具专著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从家具

的生产 制作 装饰和理论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对家具的发展作出

了极大的贡献 宋代的家具繁荣为我国传统家具黄金时代的到来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唐宋的家具传世的实物极少 再加上断代困

难 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文章 绘画 石刻和少量的出土文物中来研

究和探索

明清家具把中国的家具推上了世界的高峰 它是对人类社会最

大的贡献之一 是世界文化的遗产 明清家具年代距今较近 流传

下来了丰富的实物和文献 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家具和巴渝传统家

具提供了可能性

从巴渝明清时期家具的研究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和

技术上的交流与结合 看到了巴渝家具的包容性及个性特征 用

材厚重 用料宽绰 工艺手法灵活多样 到了后期 装饰上求多求

满 精雕细作 追求雍容华贵 炫耀华丽富贵的风尚 明清时代的

巴渝家具制作行业中 产量最大 用户最广的是柴木 白木 家具

和竹器家具 这些家具虽然不是珍贵的材料 但是舒适 高雅 经

济 反映出了民间对家具的要求和喜好 从重庆铜梁出土的明代石

床 石交椅和石桌中看出市民对石材家具的重视和喜爱 死后还做

石器家具陪葬

在巴渝家具中大量使用了楠木 并非常推崇楠木 这来源于明

清朝廷对巴渝地区楠木的开采 上贡 明清两代朝廷先后有5位皇

帝8次对巴渝地区的楠木进行开采 用楠木重修故宫和扩建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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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的时间为 明永乐四年至六年 嘉靖二十年 二十九年 万历

二十四年 四十一年 清康熙六年 雍正四年 乾隆七年 朝廷的

多次开采 给本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巴渝家具中大多为漆家具 在当时每制造一件家具 特别是

床 桌 多为祝寿和婚礼之用 基于礼制 为了喜庆 都采用漆

家具 很少使用本色家具 同时 巴渝家具由于多采用的是杂木家

具 色泽上不统一 通过漆饰可以使家具色泽统一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 自古以来巴渝都是盛产漆的地区 为本地漆饰工艺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

在巴渝家具中还有少部分的硬木家具 它们集中国传统家具造

型和风格于一身 其材质优美 硬度大 为传统家具造型和新的工

艺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也使硬木家具的造型艺术和结构的科学

性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成为中国传统家具的典范 谈到巴渝家具就

必须谈到巴渝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

在明清时代 巴渝地区先后两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 湖广填四川 第一次发生在元末明初 第二次发

生在明末清初 特别是第二次的移民活动长达100多年 两次大规

模移民活动给巴渝地区带来了生机 也为巴渝家具行业输送了大批

不同地区的匠人 正是这些匠人 丰富了巴渝的家具品种 他们相

互影响 推动了巴渝家具工艺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们可以从现

在流传下来的巴渝家具中寻找到苏式 广式家具的典型做法 苏式

椅子多用棕藤编软 坐面 椅盘下多安券口 而广式椅子多采用

木板造硬 坐面 椅子盘下只安一根直牙条 以上做工就说明了

当时巴渝地区工匠来源较为广泛 同时 部分硬木家具是通过移民

带进来的 还有部分硬木家具是通过经商从江南和南方流传进来

的 当然更多的硬木 红木 黄杨木 家具是用本地的材料生产的

从明代家具图书中 反映出家具制作业的繁荣 在 鲁班经

一书中未有家具的记载 到了万历年间就增编了 鲁班经 匠家镜

一书 就是用来指导匠人的专业家具制作技艺的书 匠家镜 是

工匠的镜子 有 指南 或 手册 的意思 该书对以后的家具匠

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时的家具行业发展到了高峰时期

清代是巴渝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第二次移民活动的推动

下 巴渝家具进入了盛世 巴渝家具发展到了清代中期 家具风格

也发生了变化 受当时社会审美观的影响 人们从欣赏造型简洁走

向追求华丽繁缛 再加上新工艺传入 以及中国当时手工业技术水

平的提高 清式家具新的风格终于在雍正 乾隆两朝奠定 清式家

具风格可以概括为 精巧华丽 四个字 同时清式家具风格的形成

与士大夫的爱好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清初社会名士李渔在他的 笠

翁偶集 中提到了家具设计和创作 主张桌子多安抽屉 立柜要多

隔板和抽屉 这种士大夫参与家具设计的现象 得到了社会重视

改变了家具设计和制作的一些旧的模式 使家具设计更加实用 更

加合理 为清式家具风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同时清式家具的风格

变化与清式建筑的变化有很大的关联 随着清代建筑风格向精巧发

展 室内陈设也受其影响 这时的家具自然也相应向精巧发展 再

像明朝家具造型那么简练就不相配 康熙时期以后家具做得更细更

精致了 我们可以从同治年间的巴渝雕花架子床中看出当时社会的

审美观和家具发展的趋势 清式家具为了适应室内的变化 都是 合

着地步打就的 也就是为某一房间 位置特制的家具 从巴渝民

俗村所藏的神龛及雕花架子床的造型就能发现它们的尺寸都比通常

的要大了许多 神龛 清同治年制 高4.7米 形势巨大 气势恢

弘 造型庄严 工艺庞杂 民间称它为 中国第一神龛 八柱六

檐雕花大床 清同治年制 高3.32米 宽2.91米 双层挡板 设

雕花门 装饰内容集奇花 珍禽 异兽 人物为一体 制作精细

气势宏大 雍容华贵 寓意深邃 作漆 朱多漆少描金 楠木 被

民间称为 床中之王

清式家具追求装饰和雕刻技艺的精致 有人把它称为 悬崖上

的舞蹈 也不为过 这时清式家具已经发展到了危险时期

在巴渝传统家具中 竹器家具在民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

没有实物考证 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在研究巴渝家具时我们还要说明几个问题

1.巴渝家具主要采集于民间 而巴渝家具又主要是明清时期

的 它与广义和狭义的明清家具有所区

别 同时对巴渝家具进行断代研究也是

较为困难的

2.巴渝家具用的材料也是本土化

的 而非明清家具通常指的材料 如花

梨木 紫檀 对本土化的柴木家具 白

木 在过去研究明清家具时一直重视不

够 甚至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和发掘

3.巴渝家具的传承和创新都脱离不

了巴渝的历史背景 巴渝的历史就是一

部移民史 这就告诉我们 巴渝家具具

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巴渝家具除

了继承和兼收之外 还有一部分纯本土化的东西 其材料和造型更

为民间化 并流传至今

对巴渝家具的研究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 资料 可供

查阅 我们在研究中所提出的看法和问题均是以中国传统家具的角

度来进行比较分析的 其中难免有不当之处 望专家 学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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