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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植物意象背景下的居家型适老化家具设计研究 
韩文婷  孙小茜 

（大连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0） 

摘要：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加剧，依据“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出的“9037”养老模式，将课题研究范围定位于居家养老

模式下的适老化家具设计。在此基础上对现阶段老年人的行为特征及心理需求展开调研，归纳总结出安全稳定性、舒适灵活性、功

能复合化和文化价值感共四种设计原则。通过对比中国古典文化中植物意向的表达，深层次分析其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并在此

基础上，将植物的图形、结构和形态进行转换重构应用于适老化家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适老化家具的形态，并且对家具结构设

计开拓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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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背景 

我国从 2001 年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0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增加，表明中国的

老龄化社会正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呈现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的特点，如何养老成为当下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十二五”

规划纲要首次提出”9037”的养老模式，即 90%的老年人居家养

老，3%的老年人进如养老机构集中养老，剩下的 7%则通过社区进

行养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通知

要求，要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加强规划引导和发展适老产业。面对

如此多以居家养老为主的模式，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居家

型养老家具产业的发展，给适老化家具带来了新的机遇。 

适老化家具是指针对老年人使用的家具，中国在步入老龄化社

会的同时，也带动了适老化家具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适老家具的

概念被提出，其目的是对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需求和心理变化

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家具设计中。但当前

市场的发展并不成熟，关于适老化家具的设计存在很多问题，外观

款式不能给老人带来好的视觉体验，刻意追求古典而导致款式风格

老旧；在功能与安全性并不符合老年人的使用需求，缺少对家具细

节的设计；缺少对适老家具的创新，以及对适老家具的形式和传统

文化之间联系的探讨，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文化精神世界的探索，很

少能在老年家具中捕捉到传统文化所传达的文化内涵。 

二、适老化老家具设计原则分析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体格和功能都在下降，对

新事物和新环境的感知能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对适老化家具的功

能以及结构提出了新的设计原则： 

1、安全稳定性原则 

由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下降，他们对潜在危险的预测和及时反

应的能力正在减弱。因此，在为老年人设计家具时，保证造型美观

的同时，更要注重安全性。比如边角要进行倒角处理，或用软包覆

盖，以减少尖锐边缘的出现，结实稳固的木质扶手可以帮助老人起

身时得到支撑，同时减少光滑材料在沙发和座椅上使用，以防止老

年发生身体歪斜滑落。 

2、舒适灵活性原则 

由于老年人的行动能力逐渐下降，家具对老年人舒适性度和灵

活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设计应该轻便简单，材质可选用轻便易移动

的木材或人造板，不建议选用玻璃和金属材质；桌面下方的边缘处

可以设置凹槽，方便老人抓握以移动桌子；老人常用的餐椅扶手也

应该是防滑耐磨的材质，便于老人出力抓握。 

3、功能复合化原则 

功能复合化是指产品功能的单元组合，以实现产品功能的灵活

性与组合性。以门厅内的家具为例，由于老年人会经常遗忘一些琐

碎的物品，如老花镜、钥匙等，可以在衣柜的水平视线设置多个小

型储物格，方便分类与拿放；为了便于老年人入户更换衣服与鞋，

那么在节省空间又保证家具整体的美感时，可以将鞋柜与穿鞋凳进

行功能的一体化设计。 

4、文化价值感原则 

适老家具不止承载着使用的功能，同时也是社会对老年人的关

注与老年人自我身份的认同。现代老年人随着观念的更新和知识水

平的提高，转向了对精神文化的追求，那么在适老家具的设计过程

中融入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的意境，就可以很好的满足老年人的需

求。以老年人卧室中的家具为例，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植物的纹

样作为平面装饰应用于衣柜的外立面，植物形态作为床头的整体外

观符号，在卧室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的意境，更好的将传

统文化价值感融入与老年人生活中。 

三、植物意象在生活中的表达 

根据对“植物意向”的文献考察，归纳其定义为从植物中所获

得的的艺术形象和所蕴含的意义，关于植物意象的文化内涵，具体

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诠释。其一，植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有着

很多美好的寓意，如梅花五瓣象征五福；牡丹色彩丰富，花朵大而

浑厚，代表了富贵吉祥；松柏树干笔直刚劲、象征着坚贞不屈的气

概；葫芦与“福禄”同音，代表了健康长寿。其二，植物意象在特

定的场景，可达到潜移默化地传达人类主体的情感特征的价值。在

以诗情画意传情的文学作品中，诗人用借物抒情、以物喻人等手法，

将植物意象作为情感抒发与文化内涵寄托的一个载体。例如郑板桥

的诗《题竹》写道：“挥毫已写竹三竿,竹下还添几笔兰。”诗人把

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坚韧人格力量的文化内涵注入"竹"与"兰"之

中，将竹与兰顽强的生命力和高雅脱俗的共性本质特点体现得淋漓

尽致。 

寓意美好的植物意象会令该植物受到人们的喜爱，于是人们会

通过各种方式将其置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其中体现在家具上最为

普遍。其中以明清家具作为代表。明式家具一般形体简洁素雅，端

庄比例适度，线条挺秀舒展，不做过多装饰。常见的图案共五大类：

一是喜鹊登梅纹；二是莲叶鸳鸯纹；三是石榴纹；四是子母螭龙(凤)

纹；五是螭凤纹，这些皆为喜的表现。清式家具装饰繁琐和复杂，

极为华丽，造型追求创新和变化，采用最多的装饰手法是雕刻和镶

嵌，大多为繁复的吉祥图案，常见的植物纹样种类为缠枝纹、卷草

纹、四君子纹，植物纹饰在家具上的位置主要分布在牙板、腿足、

案面、靠背。 

植物自然随性生长的特点形成了千变万化的形态美，深受老年

人的喜爱，将其运用于适老家具的造型与结构中，不但能极大丰富

家具形态，且能对家具结构设计开拓新的思路。传统文化中的植物

意象是中国文化深厚积累的一部分，如果能将其合理地运用于适老

化家具设计中，会为养老家具注入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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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适合老年人的欣赏品味与实用要求。 

四、植物意向在适老化家具中的应用 

经过文献考察可以看出，这些人们喜爱的植物在潜移默化中传

递着人们的主观情感。植物意象在适老家具中的应用可以概括为以

下三个方面：植物图形作为平面装饰应用于家具；植物结构作为家

具的主体结构组件，植物形态作为家具的整体外观符号。 

1、植物图形作为平面装饰应用于家具 

松、竹、梅被世人合称为“岁寒三友”，一方面取其玉洁冰清、

傲立霜雪的高尚品格，一方面也将其视作常青不老、旺盛生命力的

象征。而岁寒三友也逐渐演变成为雅俗共赏的吉祥图案，如图 4-1

所示，设计中提取松、竹、梅三种植物的图案应用于适老家具中，

梅花花瓣造型近圆形，花瓣先端圆钝，将其图案应用到小茶几的外

型，花瓣的圆润使茶几自动圆角化，又巧妙地借助梅花所承载的精

神内蕴来表达老年人对健康、吉祥美好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竹子

的外形坚韧挺拔，由若干短筒组成，将竹子的外观与老年椅进行结

合。通过变形、弯曲的工艺技术，将竹节应用于老年椅的整体外观

造型中，使得椅子更加轻巧、美观，同时有很好的稳定性与承重效

果。根据松树的形态演变，将树冠整体高低起伏的变化转换为沙发

背景墙后面的装饰物。整套家具通过松竹梅的融入，体现人与自然

共生，品质坚韧的美好寓意。 

 
图 4-1 岁寒三友适老化家具设计方案 

2、植物结构作为家具的主体结构组件 

王莲为睡莲科热带著名水生庭园观赏植物，具有世界上水生植

物中最大的叶片，直径可达 3 米以上，叶面光滑，叶缘上卷，犹如

一只只浮在水面上的翠绿色大玉盘。如图 4-2 所示，我们从中提取

植物结构方式，使整个形态整体牢固稳定，经过仔细推敲创造出客

厅椅子的主体结构组件。叶脉的生长结构为适老化家具提供了更多

的创作思路，因其叶脉成肋条状，似伞架，具有很大的浮力，因此

取其交错支撑的结构运用后背扶手与凳腿三处连接的地方，加固处

理使椅子更稳固，使老人安全更有保障。其莲叶的造型为一种规整

的圆形，圆形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着“团圆”和“完美”的

象征，还有合家欢乐之意，叶片周围一圈环绕形态构成的包围状给

人一种被包裹的可靠感，其特点也是其环抱的立面与平整圆满的平

面相结合的连接方式。将座垫调整为圆形，既能呈现王莲的形态特

点，又能在此基础上改善座椅的舒适度。扶手设计呈直线形态，同

时在拐角处进行圆角处理，使老人就坐时可以双臂放松。整体设计

意在寻求自然、家具和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即在以人为本的基

础上，利用自然条件和人工手段来创造有利于老年人舒适、便捷生

活的家具，并给予全方位满足。 

3、植物形态作为家具的整体外观符号 

清末海派画家吴昌硕极富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葫芦与桃》，

在线条的粗细、长短、虚实等方面都注意了物象的姿态变化，并且

能够让线条穿插得协调统一，同时色墨并用，浑厚苍劲。作品中的

“葫芦”与“福禄”音同，且具有养生、长寿、健康等美好寓意，

这也符合老年人追求健康的心理需求，于是将此作为设计的灵感来

源，如图 4-3 所示，葫芦外形由两个扁球体构成，将其形态融入茶

几的设计中，通过简化的手法，转化为两个平整圆满的平面，交错

叠加，形成葫芦平面外形的放置台，透过玻璃材质的台面可看到内

部放置台，既能呈现葫芦形态特点，又方便老人找物品。藤蔓的生

长方式造就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其形态特征可作为家具椅子扶手的

结构部件，使得椅子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可支撑性。此外，藤蔓材

质透气性十分强，手感十分清晰，在椅子把手处、搭脑处手运用藤

编，不仅轻盈便携，而且方便老人抓握，起到防滑的作用。这套客

厅家具设计以葫芦的圆润和藤蔓攀延的自然属性，在满足基本的使

用需求时，又赋予家具灵动、朴实、美好的传统内涵。 

 
图 4-2 莲塵适老化家具设计方案 

 
图 4-3 福禄·未艾适老化家具设计方案 

五、结论 

老龄化的社会现状推动了适老家具的产生和发展，而植物意象

从古到今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彰显

了中国独有的人文风情。通过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以及行为特征的

分析,并结合植物意象的文化内涵，从图形装饰、形态特征、结构特

点来思考植物意象运用于适老家具的可能性。设计真正适合老年人

居家实用的家具产品，满足他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同时也传承与

发扬了中国传统植物意向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使设计尊重本土文

化，传达中国从古至今对对精神文化的重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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