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坐+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坐+座>>

13位ISBN编号：9787111276845

10位ISBN编号：7111276841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范圣玺

页数：1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坐+座>>

前言

　　1873年，克里斯托芬博士在《装饰艺术设计》一书中为椅子下的定义是： “椅子是带有靠背的凳
子，而凳子是由腿架离地面的板子。
”狭义的椅子一般是指“单人用的有靠背的椅子”，而广义的椅子则泛指为了满足坐的需要而制作的
家具，也包括沙发、长椅、没有靠背的凳子等。
艺术设计上所说的椅子通常是指广义的椅子，如在关于椅子的书籍中以及一些冠有“椅子”字样的展
览会或者设计竞赛上，其内容并不只限于有靠背的椅子。
　　作为概念，椅子（Chair）的解释通常含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坐具”；二是指“职位”，它
反映了椅子所具有的“支撑”和“象征”的两个侧面。
广义的椅子也好，狭义的椅子也好，其基本功能都在于对身体的支撑，而象征是在此之上的精神、心
理性的附加价值。
从一定意义上讲，前者支撑着身体，后者支撑着尊严。
　　“坐”是人类的本能行为，但“坐”这一行为其实不仅仅为人类所独有，我们看到过很多动物坐
靠在石头或树上的姿态。
不过从生理学的意义上讲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随着人类的祖先从四肢行走向站立步行的进化，双足
便开始承担起全身的重量，为了减轻这种负担，坐下来歇歇脚是最自然而然的行为，于是作为身体支
撑工具的椅子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我们的祖先制造了我们叫做“椅子”的工具，他们在劳顿之后回到家里，在上面休息、饮食、打点生
活，也传承生活的智慧。
 “站”、 “坐”、 “躺”是人类的三种基本姿势，其中“坐”最能反映人类的生存状态，坐具不同
，思维方式以及社会生活文化也会不同，比如不使用椅子的传统的日本生活样式的“榻榻米文化”。
　　一把既有支撑功能又有象征意义的椅子应该是人类内在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古陶器上早已表现出
来，因为坛子上有没有纹饰并不影响它用来盛物的功能。
然而当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用以表现象征的物质不能为所有人拥有，或者丧失了表达某种象征的身份
地位的时候，椅子的阶层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两者不可兼得时，作为“温饱”的“支撑功能”通常会优先于
作为“象征意义”的“礼仪”，象征也就成为了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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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椅子”这一设计的永恒主题为线索，阐述了艺术设计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详细介绍了古今中
外的椅子设计风格和流派。
内容包括椅子的历史和设计史，椅子的样式、材料和技术，椅子的形态、功能以及与身体的关系，椅
子的行为学和椅子的创意。
同时，又以“坐·座”这一独特的视角，结合大量的设计案例，论述了椅子设计的相关理论和设计要
领，反映了艺术设计的前沿信息和发展趋势。
    本书是一本关于椅子设计的论著，但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椅子的设计。
本书深入浅出，信息丰富，可作为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不同层次的艺术爱好者的
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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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8 和椅子　　相对于站立式生活方式的国家和地区，在榻榻米上生活的日本被称之为“坐式文化
”的国家。
日本人称之为正坐的上身保持挺直、膝盖着地、臀部靠在脚后跟上的跪式坐姿，原本是从中国传人的
，只是在我们转入椅子式生活方式之后，日本人仍沿袭着席地而居住的榻榻米生活。
椅子开始介入日本的社会生活，最早始于明治维新时期。
在当时，椅子式的生活成了欧美生活的代名词，是进步文明的象征。
不过明治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椅子式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普及，因为它关系到住宅的建筑样式以及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是把椅子放在榻榻米上那么简单。
这段时期，尽管出现了从事家具设计的人物和企业，不过与对于椅子设计本身（它的功能、样式）相
比，对椅子式的新生活的提倡占据了主导地位。
椅子真正进入到一般日本市民的日常生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日本的艺术设计开始了一个全盛期，在家具设计方面也出现了一批
有影响的设计师。
前面提到的作为孟菲斯成员的梅田正德——以日本文化为背景，设计了以花为题材的椅子。
仓俣史郎以电影《欲望的列车》的主人公密斯·布朗齐命名的椅子，以及他的金属材料的椅子，在现
代的表现形式下，蕴涵着东方的诗意，如图1-96所示。
五十岚威畅——极少主义的凳子，萍一样的座面，宛如日本庭园的情调，如图1-97所示。
此外还有活跃在日本本土以外的乔治·中岛、高滨秀和（见图1-98）、喜多俊之（见图1-99）等。
　　对原本与椅子无缘的日本来说，椅子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非日常性的东西，如何使它成为具有
日本特色的东西，是艺术设计的一个主要课题。
而这种“和式现代艺术设计”所表现出来的日本特色或者说东方情调，在西方眼里恰恰是非日常性的
一面，是最富有魅力的东西，日本在海外成功的椅子设计，大都比较好地实现了国际性与地域性的结
合和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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