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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角下现代皮艺家具设计研究

黄子怡　张欣宏 *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8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在现代生活中失去应用形式及场景。蒙古族皮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特色。在结合非遗皮艺和消费者家具设计需求的基础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与创新的视角下对现代皮艺家具应用进行分析，旨在推动皮艺文化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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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当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蒙古族皮艺作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独具游牧民族特色的艺术

形式，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承载着草原

游牧文化，对传承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皮艺手工艺品的市场需求逐渐减

少，蒙古族皮艺也面临着危机。皮革家具是最常见的家具类

型之一，传统的皮革家具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体型庞大

的皮革沙发，暴晒后容易脱皮，耐用性较差。在当代背景下，

创新皮艺在家具中的造型、材质应用结合是急需解决的问

题。现代皮艺家具的创新发展有利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提高皮艺经济效益，带动物质经济快速发展。

1. 蒙古族皮艺概述

皮艺，又名皮雕画 , 堪称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 ,2021

年正式被国务院提名并公布为我国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皮艺是以皮革为基材的工艺艺术，原料

主要来源于牛皮、羊皮、骆驼皮等，通过对皮革进行裁剪、

雕刻、着色、层染、烫色、抛光、定型半浮雕凹凸压制等一

系列工序加工实现的艺术形式。皮艺包含多种类生活用品，

如皮毛服饰、皮制箭囊、皮壶马鞍、皮包、皮箱、皮画、皮

家具等，皮艺传承与应用对挖掘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早在旧石器时代，游牧

民族使用自制刀具剥下猎物或家禽的皮毛，被剥下来的叫做

“生皮”, 生皮经过不同方法的制作加工后，带毛的则被称

为“裘”，无毛的被称为“革”, 它们是动物的毛皮经过不

同的加工处理后形成的具有不同特性的革制品材料，这些材

料是制作生活用品和家具的原材料。游牧民族把这些革制

品材料 , 制作成生活用具，则为最初的皮艺。在现代，这项

古老工艺手法逐渐与现代生活脱钩，更多的专业人才流向外

地，因各种因素，蒙古族皮艺一度面临失传危机。

2. 消费者对于皮艺家具设计需求

2.1 材料需求

传统的皮艺家具通常是以皮革 + 木材形式加工为主，

以真皮床和真皮沙发为例，床架和沙发架为木构结构，外围

包裹着皮艺材料，给家具一种简约华丽的美感。随着时代的

发展，材质混搭逐渐成为新的潮流趋势，皮革＋金属、皮革

＋亚麻、皮革＋纺织、皮革＋人造板材等材质结合同样受到

消费者的欢迎。消费者在关注家具美观和质量的同时也注重

家具的价格，多材质结合的家具在造型、搭配、预算等方面

更加灵活，同时也更容易满足消费者需求。

2.2 色彩需求

在现代，消费者对于皮艺家具色彩需求同样复杂多样。

传统的皮艺家具因受染色工艺、自然原生态的传统观念影响

皮艺多以棕色、褐色等深颜色为主。在现代，皮艺染色工艺

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喜好，则消费者在色彩需求上也发生了

明显变化，更多的消费者在家具中会选择浅色系及丰富多彩

的皮艺颜色，以满足不同风格家具搭配和空间需求。

2.3 功能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消费者对于家具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功能，而更加注重体

验感和实用性，例如舒适度、收纳空间等功能设计，或是对

整洁生活空间的提倡，消费者收纳偏好则要求床体和餐椅不

仅包含使用功能，同时具有床下收纳和餐椅折叠的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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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保证皮艺家具设计独特性的同时，更加要注重功能

性的表现。例如，在沙发设计中，在考虑舒适的坐垫和靠背

设计的同时可以考虑贴心的贮藏空间设置。

3. 非遗文化对现代皮艺家具的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21 世纪以来，我国迎来了

品质消费时代，文化创意产品的潮流随之而来，传统文化通

过产品创新在文化消费中的比重逐步提升，文创产品逐渐成

为新一代的消费热点，甚至在文化消费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些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中，蒙古族皮艺具有其独特

的魅力和历史价值。在家具领域，非遗文化对现代皮艺家具

设计的影响体现在设计灵感、工艺技术、文化传承上。越来

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将非遗文化融入到现代皮艺家具设计中，

通过在家具设计中融入蒙古族皮艺纹理、工艺、文化内涵，

使家具作品更具有个性和历史渊源，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和创新家具种类的多样性。

3.1 非遗视角下皮艺在现代家具中的应用形式 

3.1.1 皮编作为支撑结构衔接家具零件

皮革编织工艺作为支撑结构具有良好的柔性和韧性，

皮编可以与不同材质的家具零件进行衔接，如木材、金属、

不锈钢等。金属材质构件作为家具的骨架，皮编作为支撑结

构衔接家具零件不仅可以发挥装饰性，还可以增加家具舒适

性和柔韧性，如图 1，皮编作为支撑结构衔接家具零件，皮

革作为支撑材料经编织后更加具有弹性和韧性，增加家具舒

适性。传统皮艺家具应用多以皮艺包裹家具表面为主，此家

具采用皮艺编织工艺与金属架构相结合，具有独特的艺术感

和装饰效果。在非遗背景下，皮革编织工艺作为支撑结构应

用也为家具注入了一份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不仅迎合了现代

人对于皮艺家具个性化、创新的需求，也展现了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工艺的魅力，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图 1  皮编作为支撑结构衔接家具零件

3.1.2 皮毛包裹家具结构应用

现代皮艺家具在设计中的应用形式之一是以皮毛包裹

家具结构应用，通常现代感家具架构多为金属材质，皮毛自

然的纹理和颜色与金属架构的冷峻与坚固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从而赋予了家具更加丰富的层次和质感。如图 2，皮毛

包裹家具金属结构应用设计，为家具增添了一份协调和和谐

感，同时也赋予了家具更多的实用性。皮毛作为家具表面的

包裹物，能够提供额外的保温和舒适度，使家具更加贴合人

体，为用户带来更加舒适的使用体验。同时，金属架构的支

撑作用，为家具增添了坚固性和稳定性，使得家具更加耐用、

实用。

基于非遗视角下，这种对比的共存，令家具保留自然

元素的同时更具现代感和时尚感。这种设计形式的应用，不

仅是对传统皮艺工艺的延续，也为现代家具设计注入了更多

的创意和灵魂。

图 2  皮毛包裹家具结构应用

3.1.3 皮革用于坐垫衔接木构件

皮革用于坐垫与木构件相衔接的设计形式可以体现传

统工艺的精湛与艺术，同时也发挥了皮革材料在家具设计上

的优势，为家具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层次感和质感。北欧的家

具设计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如图 3 为西班牙大师椅复刻版，

整体风格为小众设计风格，我国家具设计逐渐尝试传统工艺

与国外多元化风格相结合，在此件家具中皮革的纹理和颜色

与木构件的木纹和质地形成了和谐的统一，皮革的柔软舒适

性与木构件的坚固稳定性相结合，为用户提供了更加舒适的

坐卧体验，使得此家具的使用感更加出色。

其次，这种设计形式充分发挥了皮革材料的延展性和可

塑性。皮革通过裁剪、缝制等方式衔接在木构件之间，这种

可塑性不仅为设计师带来了更多的创作可能，也为家具赋予

了更多的个性化与定制化的空间，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

在非遗视角下，皮革用于坐垫衔接木结构的设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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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对传统皮艺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不仅与国际设计风格

接轨体现家具的美学与实用性，还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与传承。今后可以通过借鉴这种设计形式，创造出更多具有

个性化与艺术性的现代皮艺家具，为家居空间增添更多的舒

适与品味。

图 3  西班牙大师椅复刻版—皮革用于坐垫衔接木结构

3.1.4 皮革与人造板材结合应用

现代皮艺家具材质应用形式中，人造板材与皮革材质

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现代家具中。人造板最大的特点就是表面

效果丰富，稳定性好，人造板材打破了木材原有的物理结构，

在温度、湿度变化较大的时候，人造板材的“形变”比实木

小得多，所以人造板材的质量比实木相对稳定，如图 4 为弯

曲木家具，弯曲木为将木材破成木片，然后经胶合、轧制而

成的。弯曲木可以弯成任意的角度，且耐用性及防潮性较强，

经过细致的封边等工艺，使用时间长且不变形，在家具应用

中有着更理想和更丰富的应用效果。

皮革与人造板材结合应用既保留了皮革的自然美感，

又增加了家具的实用性。结合非遗文化，皮革用于家具表

面与人造板材结合的应用形式充分展现了传统皮艺工艺和

现代新兴材料的巧妙融合。皮革的各种颜色和纹理可以与

不同种类的人造板材相搭配，创造出更为多样的家具款式

和风格。这种多样性使得设计师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这两

种材料进行创新设计，满足不同人群的审美需求。同时人

造板材可能对居室环境造成的污染也不容忽视，消费者在

享受人造板材带来完美性能的时候，要注意如何去挑选更

健康环保的板材。

图 4 皮革与弯曲木结合家具

4. 结语

非遗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血脉，是历史的见证和传

承的延续。皮艺家具设计作为非遗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承

载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人们对生活品质的向往。通

过总结非遗视角下现代皮艺家具设计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皮

艺在现代家具中的应用越来越丰富，在大背景下，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现代家具设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皮艺家具设计也体现了对非遗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在传统皮艺手工艺和新兴家具造型材质的基础上，现代设计

师通过皮艺编织、皮毛包裹、皮革缝制等多种方式不断进行

创新和探索出更多种融合皮艺元素的家具设计应用形式，使

得传统的皮艺工艺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这种创新和发展

为非遗文化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也使得现代皮艺家具在

多层次满足当代人们对家具的生活需求和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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