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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卯结构在木质棋具中的创新应用
王丹琪　刘子英　张琳梓　吴姝怡

（东北林业大学 家居与艺术设计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科技发展背景下棋牌种类的增加为其用具的创新提供了动力，相比于外观上的创新，用具结构的创新较少。本文以传统榫卯

结构为研究对象，从榫卯结构的文化内涵、种类样式、结构特点、自然环保四个方面探究分析传统榫卯结构与木质棋具结合的优势，寻

求传统榫卯结构与木质棋具结合的方式，指出传统榫卯结构与木质棋具结合的可能性，希望将传统榫卯结构与木质棋具进行创新设计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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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卯结构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新时代我国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和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青睐具有文化内涵的实木家具，榫卯结构的家具愈加普

及。目前我国对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实践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榫卯的结构分析，通过实验比较各类榫卯结构的强度，二

是研究榫卯结构的创新应用实践，如运用现代设计手法转换为服

装语言，巧妙地融入女装结构设计中，或针对榫卯结构提出改良

方法。

榫卯结构在传统木构建筑和家具行业应用广泛，但在益智玩

具行业，如木质棋具领域的创新应用不够广泛。木质棋具的创新

更多体现在外观或者材料的更新，而非结构。因此传统榫卯结构

在木质棋具的创新方面拥有较为广泛的研究空间。本文旨在将传

统榫卯结构与木质棋具相结合，赋予木质棋具可供变换结构的可

能性，增加趣味性，让更多人在棋牌游戏中感受到榫卯结构的魅

力。

一、传统榫卯结构研究现状

榫卯结构是两构件间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凸出为榫，凹陷

为卯，两种及以上的组件经过不同开榫、自锁和拆装等方式使木

材紧密连接，组成需要的结构。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榫卯结

构的干栏式木构建筑，此后伴随中华文明的绵延，榫卯结构随之

不断得到发展和进一步应用，至明代达到巅峰。以王世襄《明代

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珍赏》二书为代表的相关著作，系统介绍

了中国传统榫卯结构的精巧。榫卯结构也作为中国传统的木结构

营造技艺被认定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榫卯结构在木质棋具设计中的应用优势

（一）榫卯结构具有文化内涵深刻

榫卯结构常用于古代建筑的构造设计中，通过不同连接方式

呈现出不同的式样，巧妙地与古建筑融合为一体，如故宫九龙壁，

其间每一个凹凸都凝聚了无数先人的智慧。因此榫卯结构承载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传承，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内涵的外在体现。

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大美无形，万象归一”的器物呈现，

也是“无为”思想的物态传承。其凹凸的变化展现了“结构美”与“装

饰美”，蕴含阴阳相生，阴与阳互相依存、互相支配、互相转化。

阴与阳主张平衡，榫卯结构中的凹凸之美与这种理念有异曲同工

之妙。

“国风”元素愈来愈多融入到设计中，木制棋具也不例外。

棋类游戏，如象棋等本身就是中国军事文化的缩影，因此将传统

榫卯结构融入到棋具中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种不同类别的

融合，两者起源相同，在融合的过程中不会显得突兀，有助于传

统文化的传承。

（二）榫卯结构种类繁多，易变换样式

各式榫卯结构的设计不仅考虑到木材本身特性，而且可满足

外观设计的要求。许多榫卯结构一直沿用至今，如攒边打槽装板、

长短榫、抱肩榫、托角榫、夹头榫、插肩榫、勾挂榫、格肩榫、套榫、

粽角榫、楔钉榫、走马销等等。后人基于传统榫卯结构进行了改

进与创新，因此现在的榫卯结构不仅有固定式样，也能根据包括

棋具在内的各类器物的需求尺寸、结构强度以及环境条件而做出

改变。

榫卯结构在木构建筑和家具产业应用广泛，棋具相比于家具

更小，所使用的榫卯结构精度要求较高，现代科技逐渐与榫卯结

构制造相结合，提高了榫卯结构的制作效率，更有许多新式榫卯

结构的出现完善了榫卯结构的泛用性，使根据不同构件需求进行

榫卯结构的设计更加自由，能够达到在木质棋子中使用榫卯结构

所需的精度、结构强度，不同棋类游戏中棋子不同外观对此的制

约性大大减弱。因此，榫卯结构与木质棋具融合的可实行性极大。

（三）榫卯结构稳定，不易变形

古代留存至今的建筑文化足以证明榫卯结构的强度，人们对

于榫卯结构造型和力学性能的研究和优化工作从未间断。我们选

取传统家具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接合形式，即 45°角度接合

（二维）、格肩榫、粽角榫、走马梢进行力学试验和分析。试验

结果表明四种榫卯结构都有不错的结构强度，只是与其他接合形

式相比，传统夹角榫接结构抗弯耐久性较好。要保证安全性，不

仅要挑选合适的材料，也要有合适的强度结构配合材料。木质棋

具榫卯结构所需强度比木构建筑和家具低，因此排除了由榫卯结

构稳定性的原因给人带来的安全隐患。

三、榫卯结构与木质棋具结合的创新应用路径

新时代下各国相继颁布政策以鼓励科学技术进步发展，榫卯

结构也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设计的导向，立足“以

人为本”的思想，关注现代人的审美时尚潮流、起居方式、行为

方式及心理诉求，分析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与使用方式，关注当下

的设计思潮，在外观、功能与组件上做出合乎现代化的创新与改变。

（一）榫卯结构的外观创新

与雕刻、镶嵌、掐丝珐琅等传统工艺相结合。掐丝珐琅与不

同的材料、技术结合会产生的不同美感，从而创新出更多掐丝珐

琅经典艺术品。这些掐丝珐琅艺术品可随着出现场景的变化而展

示出不同的视觉效果，让人们体验更多的来自掐丝珐琅艺术品的

美。榫卯结构与雕刻镶嵌等传统工艺同时拥有立体空间与二维平

面轮廓艺术的美学，将木刻、镶嵌与掐丝珐琅等工艺融入榫卯结构，

将掐丝珐琅制成的图案增添在木质棋盘表面或使用木刻、镶嵌等

工艺与榫卯结构中的楔钉榫相结合，获得更好的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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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明榫结构，将榫卯结构自身蕴含的美学轮廓外露。

榫头与榫槽接合的外露轮廓线纵横交错，直角榫的明榫结构方正

规整，燕尾榫的明榫结构错落有致，不同榫卯结构外露的轮廓线

不同，给人以不同的视觉享受。利用木材材色的深浅或外用清漆

的颜色对比凸出轮廓线的存在感，或是利用贯穿榫的结构，在不

破坏结构强度的基础上改变外露贯穿榫的形状，展现榫卯结构本

身具有的曲线艺术和文化内涵，外露轮廓线与木材纹理的美感契

合在木质棋具的表面融合成为一种新的装饰美。

与现代化装饰材料相结合。使用玻璃、塑料、光固化凝胶等

透明材料外罩复杂的榫卯结构可以直观欣赏榫卯结构，同时能够

保护榫卯结构，避免磕碰。榫卯结构复杂精巧，相交曲线更具艺

术性，与木材天然纹理间的完美配合使其难以进行再设计，往往“牵

一发而动全身”。木质棋具中，棋子由于体量过小难以融入榫卯

结构，使用光固化凝胶材料能够增强整体强度，同时因其透明特性，

可在棋子上观察到榫卯结构。木质棋盘相对较大，可以在四周使

用玻璃、塑料等材料。

（二）榫卯结构的功能创新

从前榫卯结构最主要的功能是要有足够的结构强度与能够适

应不同需求的拼接方式，现在人们除了安全性更考虑实用性。通

过一定设计为榫卯结构赋予更多的功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更影响年

轻消费群体的选择。在不破坏以榫卯结构为主体的设计思路的情

况下，赋予榫卯结构更多功能，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单独提

取部分构件，保留榫卯结构的形式美感，结合现代人的审美，将

其形态进行再设计，或添加现代材料，使其具有储存、支承等功能。

其二，改良榫卯结构，丰富棋具自身功能。

木质棋具中，除了棋盘、棋子等棋类游戏必要的硬件，还有

一些隐形用具，例如棋子收纳盒。在满足收纳能力和不破坏榫卯

结构力学强度的条件下，将单独的构件变换设计形式，使其具有

收纳、分类的实际功能，或将榫卯结构与五金件结合，不仅可以

减少复杂榫卯的使用率，降低成本，更可以缓解榫卯结构的功能

压力。

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件的使用方式。改变传统榫卯结构

的接合方式，在保证构件间接合强度的情况下将滑轨融入榫卯结

构中增加储物功能，减少非必要复杂榫卯的制作，简化流程，降

低成本。同时滑轨体量轻盈，能够削弱木质棋具整体笨重感，方

便组装拆卸。

（三）榫卯结构的组件创新

榫卯结构的设计非常精巧，运用物理学原理使其形成具有承

力、收纳的多功能结构。在复杂的榫卯结构中，设计师通常要考

虑到各种因素，如材料的力学性能、连接的牢固性、结构的稳定

性等。榫头榫槽经过精密计算制作，因此复杂榫卯一旦损坏难以

人为复制修补，从而导致整体结构损毁，无法补救。木制棋具需

要满足结构强度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消耗。因此将榫卯结构进行

适宜的模块化处理很有必要。

简化构件数量。构件数量过多更易丢失，且难以加工。简化

构件数量不代表简化榫卯的结构优势，而是保留关键位置的榫卯

结构。在木质棋具的棋盘中，落子区域不需要过多榫卯结构的参与，

可以使用胶粘剂代替榫卯结构。将更多的构件数量投入到更具装

饰意义的边框区域中以着重榫卯结构的表达。

设计构件形式使之具有通用性。降低整体木质棋具中使用的

榫卯结构种类，可以提高构件的通用性。通用性指零部件在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制造出来，不必经过修整，就可以通过任意的组合、

装配而形成最终产品。作为通用部件，需要具有标准化的接口，

能够在不同的结构中使用。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这种优越性就

越突出。模块端口的标准化、通用化是实现构件组合的基本前提。

通过榫卯契合，客户根据需要或喜好，将不同的模块组合在一起，

形成不同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满足功能和审美需求，实现个

性化。构件整体的通用化与模块化使木质棋具便于快速组装与拆

卸，避免过多种类的榫卯结构所带来的视觉疲惫，削弱整体体量感。

四、结语

榫卯结构是集古今工匠心血的艺术结晶，其木文化内涵、美

学艺术和结构功能经数千年传承至今，带给后人灵感与启发。木

质棋具通常融入木刻艺术，木材与“棋”所具备的文化底蕴与榫

卯结构相得益彰。木质棋具中采用将精巧严密的榫卯结构，不仅

为木质棋具带来外观的创新思路，而且结合榫卯结构的形式与材

质后，又为木质棋具赋予功能性，标准化、通用化、模块化榫卯

结构的组件，优化榫卯结构可能带来的缺陷，为木质棋具与榫卯

结构的创新应用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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