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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动的折叠空间——可变家具的场景化设计探索
车　昕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可变家具设计是利用形态可变的设计规律，改善室内使用功能的有益探索，是单一空间多元需求之下的产物。本文通过

对可变家具的设计分析，举例分析了可变家具形态变化的多种场景，并且证明了利用场景化的变形规律可实现增加居住空间利用效

率的设计目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针对狭窄空间设计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同时也为标准化产品设计提供了商品化设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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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变家具灵动的设计概念

（一）设计概念的产生

小户型空间设计，在功能需求不断叠加的情况下，室内空间

规划往往需要精打细算。室内设计师或者产品设计师需面对委托

方的诸多要求，如人口多、预算有限等实际问题进行规划时矛盾

往往互相交织难以取舍。用传统的方法也许只能偏废其一。因此

设计师的固定思维模式需要开始转变。多元化设计目标之下家具

也可以像手机的使用界面一样灵动多变并易于收起。可折叠空间

的设计概念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可变家具不失为解决当下问题

的一种折忠的办法。可变家具的设计思路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

出现过，嘉靖年撰修的《工部则例》中的半桌就是一件可变家具，

平时半张桌子贴墙角，在会见参观者时，两张半桌子组成一张大

圆桌。如今，在国内一线城市或发达地区与室内空间设计结合的

可变家具作品有很多。他们在设计中探索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如何

实现多种功能并存的目的。 

（二）研究意义

研究试图在动态变换形式中找到设计规律。可变家具各功能

间如何找到一种平衡是研究关注的焦点。设计师设定变化功能的

依据以及取舍的缘由是本研究的兴趣所在。可变家具的灵活性决

定了将场景化设计概念融入其中是商品化的有效途径。室内空间

结构和需求的不断变化，使人们会不断增加使用新工具，购买新

的家具从而造成新的负担。室内空间变得越来越拥挤的同时也在

提醒人们物理空间是不可能无限扩展下去的，家庭和办公室也无

法承担不断换空间的成本。正是因为观察到空间使用的这种变化，

所以设计师才会研究针对这种情况设计“可变家具”。可变家具

以其会变身、会隐身的两大核心优势，使人们在不增加使用面积、

不换家具的情况下，只要切换可变家具的工作形态，进行收放就

可以满足自身不断增加的工作需求。

（三） 场景转换中的灵动设计概念

图 1 （图片来自网络）

灵动一词有活泼不呆板，具有变化的概念。近来在个人电子

设备的界面设计中有所应用。这一概念运用于家具的设计可以理

解为场景转化的灵活方便，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进一步解读可

变家具从使用场景角度入手，可以展开多种可利用的功能界面。

家具设计的指导原则应该符合场景切换的灵活便捷要求。由于设

定场景的变化，家具的定义开始变得边界模糊，一般使用者需要

工作、休息、娱乐及就餐的界面，在疫情扩散全球的时代背景之下，

同样在狭小空间也可以在不同时间展开不同的功能界面。

二、灵动的功能设计

（一）功能设定

可变家具的功能要依照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场景进行设

定。空间因为被整理、被折叠而增加使用效率。根据生活环境的

不同，可生成大致六种行为状态，分别是休闲状态、睡眠状态、

家务状态、备餐状态、用餐状态、工作状态。将人的生活样态进

行归类，设立了叠加态的设计目标。拟定在统一简单的外观（一

面柜子，一个多功能盒子）功能上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改变，

打开之后功能才呈现开来形成界面。它超越了传统单一家具的功

能，通过改变家具的内部结构灵活转换办公功能，实现两种或者

两种以上功能。

以桌子为例，桌子是一个平面带支撑，形成一个单一界面，

不管是电脑桌还是绘图桌，不管是单人桌，还是双人或则四人餐桌，

仅仅高度不同，都是类似的一种界面，所以桌子可以在不同场景

之下进行重复利用，之需要调整高度与椅子的数量位置。功能组

合方式有桌子与柜子、桌子与凳子，另外还有桌子与边几、桌子

与梯子。

图 2 （图片来自网络）

（二）折叠与展开的使用状态

折叠家具在空间上形成展开与折叠的使用状态是通过金属件

实现的技术路径。其中展开的意思就是指可以直接翻折的可变扩

展，一般这种形式简单易操作，相应的也更加经济实惠，如图 2

所示，可翻折这类可变家居结构设计简易，主要是使用隐身的设

计思想在使用前隐藏桌面功能，使用时简单操作一下就可将桌面

功能强化或者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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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藏翻折沙发床 （图片来自网络）

暗藏翻折的可变形式相同，但是暗翻的结构更复杂，相应的

操作也会比明翻稍微多一两步，如上图所示的圆桌可变家具，他

是先依靠滑杆将抽斗展开，再将床面隐藏部分翻开，以此变化来

增加面积，达到正常床的长度。因为其变形方式是将隐藏的部分

翻上来，所以也称为暗藏翻折。

暗藏翻折这类家具设计复杂，功能和明翻一样，但是暗翻的

适应范围要比明翻广，明翻需要借助其他功能家具隐藏自身，或

者说自身变化程度不大，变化后起到的效果没暗翻明显，而暗翻

可以适应各种情况，因为其本身的设计在复杂的同时也会完善自

身结构，自给自足，不需要借助其他元素，完全达到独立的程度。

转轴式的桌型可变家具依靠中轴转动桌面实现桌面和座位的

隐藏或者展开。转轴式的设计简单但是需要依附于某种家具或者

墙面才能发挥其隐藏的功能。因为其设计条件特殊，所以很少当

作主桌面，经常作为可隐藏的副桌面使用。

三、不同场景下的灵活变动

以桌为例根据多种使用场景家具选择共性，选取桌型家具为

研究对象，图例中主要应用了两种场景，在床上吃早餐以及轻型

办公，这两种场景的工作界面即为桌面，可以重复使用胶合板界面，

同时为了变化方便可以将桌面和桌腿在床边的轨道上滑动，以实

现两种场景的切换。将功能叠加到原有桌型家具基础上，其中可

变结构的设计依据为上诉整合的桌型可变家居种类分析。

办公空间最频繁使用的可变家具就是桌型可变家具。桌型可

变家具的设计思路较宽，可根据变形的方式分为伸缩、翻折、扭

转三类，每种桌型的可变家具都有与其相适应的办公空间类型，

也就是说，在同一办公空间，桌型可变家具的形态选择与空间的

功能选择有着直接的联系。关键是可变家具不仅不占用空间，还

增加了存储空间和多种功能。其共同的特点是利用隐身的设计思

想将桌面或者说桌面的一部分隐藏，待到使用的时候，再将其按

照对应的方式展现出来。

根据多种空间使用场景设计家具，以办公兼生活为例，办公

空间所需选取电脑桌使用场景、绘图桌使用场景、吧台休闲三种

功能模式来设计，按照结构，将功能叠加到原有桌型家具基础上，

其中可变结构的设计依据为上诉整合的桌型可变家居种类分析。

根据三种功能模式设置六个可变节点，将转轴、伸缩、翻折的结

构融入到六个节点之中，使每个节点用有两种变化，将原有的办

公桌改造成桌型可变家居

四、办公可变家具的场景分析

（一）使用模式一“绘图模式”

家庭使用的家具通常被使用者用来实现各种功能，其中一种

功能占据主导。比如研究场景中绘图模式就是狭窄空间在家办公

的主要功能。这种场景是将绘图桌面后侧抬高，形成斜面以便绘

制图纸，然后从转轴储物柜内将相应的储物箱抽出，放置在二层

材料台上，这样就是绘图模式的展开状态，联合外转的转轴储物

柜和打开状态的内置桌面就可以将绘图模式升级为绘图模式。

（二）使用模式二“使用电脑模式”

电脑模式是通过卡槽结构将键盘台面抽出，电脑放置在绘图

桌面上，电脑台面的倾斜角度根据自身情况调节，之后还是将转

轴储物柜内将相应的储物箱抽出，放置在二层材料台区域，二层

材料台是否为展开形态根据具体所需材料量决定。

（三）使用模式三“休闲模式”

休闲模式就是在单人桌的基础上翻折出一个桌面，增加桌面

后甚至可以设计电动升降功能上升桌面实现吧台的使用场景，再

结合外转的转轴储物柜，就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工作区。此使用模

式还可与绘图模式和电脑模式联合，将其升级为双人绘图模式和

双人电脑模式。

五、结语

可变家具灵活、可变的设计特色是根据空间可变的规划原理

实现的。它可以通过伸缩、翻折、扭转的基本手法实现功能的多

元化，实现空间不足的条件之下多样化需求。可变家具主要采用

变身、隐身两种设计思维，根据具体环境和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

联系，达成各种办公空间的转化关系，办公空间性质决定桌型可

变家具的形态转化方向，而桌型可变家具也反过来定义转换办公

空间的功能类型。办公空间的可变家具研究过程中在分析了使用

者的基本七种生活状态之后可以拟设定以工作状态为主，其他功

能叠加的变化模式。可变家具能够极大地发挥出空间的延展性，

根据办公空间不同时间的需求选择可变家具形态来转换空间功能，

用时间定义空间，分不同时间和具体情况通过伸缩、翻折、扭转

的方式改变家具形态来适应空间，达到反复利用空间，增加空间

利用率的设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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