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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家具艺术历史悠久，有文字可考和形象可证者已有3000多年历史。
至于有关家具的传说，那就更早了。
自从有了家具，它就和人们朝夕相处，在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成为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人们起居形式的变化和历代匠师们的逐步改进，到明清时期，家具已发展为具有高度科学性、艺
术性及实用性的优秀生活用具，不仅为国人所珍视，而且在世界家具体系中也独树一帜，享有盛名，
被誉为东方艺术的一颗明珠。
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特点和文
化传统。
明清两代，是传统家具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
自唐五代进入垂足式高型家具以来，经宋元时期的高度发展，为明式家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加上明初手工艺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发展，为明式家具的形成提供了技术力量和物质条件，使家具艺
术发展到了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生产的家具，已具备集科学性、艺术性及实用性于一身的特性。
明清宫廷家具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民间家具技艺空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它来自民间，又高于民间，由于工匠技艺精湛，用材精良，所以宫廷家具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具的最高
水平，也是明清家具的精华。
故宫博物院现存明清家具7000余件，年代最早为明代宣德年，最晚为清末民国时期。
从整体上看，自明永乐迁都北京到清宣统退位出宫的500余年间，家具艺术经历了明式家具、清式家具
、清代晚期家具三个历史阶段，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点。
明式家具以黄花黎木为主，其次为紫檀、榉木和楠木，还有相当数量的雕漆、彩漆和大漆嵌螺钿家具
。
产地主要有苏州的木制家具，北京的雕漆、彩漆家具，山西的黑漆嵌螺钿家具等。
清式家具以紫檀木为主，次为黄花黎木、花梨木、酸枝木等，漆饰家具也占相当数量。
此外还有一部分外国家具，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家具。
清代家具在科学性方面稍逊于明式，但在装饰性方面却高于明式，从而形成独特的清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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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30年以来在故宫博物院从事明清宫廷家具保管与研究的总结之作。
全书收入故宫珍藏的明清宫廷家具精品415件(套)，约占藏品总量的5％，从类别、造型、材质、装饰
等各方面来说，均属当今存世藏品之精华。
     为了满足家具爱好者、收藏者、研究者的不同需求，特在《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宫廷家具大观》一书
基础上重新编选，图版作了部分删减。
作者以讲课的形式详细分篇，使读者更加直接明了的领略到明清宫廷家具的精华。
     第一篇是全书高潮所在，从中可以略见明清宫廷家具的皇家气势与雍容华贵的陈设景观。
全部文物图片及线图使用阿拉伯数字，按照顺序依次编号排列并编制总目列于附录，以便读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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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德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同年10月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家具的保管
与研究工作。
先后参与了《明式家具珍赏》《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卷》的文物拍摄及编辑工作。
在《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选集·明式家具卷》和《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选集·清式家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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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花梨木色彩鲜艳、纹理清淅、美丽（图72）。
据清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花梨产交（即交趾，今越南）广（即广东、广西）溪涧，一名花榈
树。
叶如梨而无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做桌、椅、器具、文房诸器。
”《本草拾遗》载：“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
为枕令人头痛。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榈木，木性坚，紫红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木。
可做器皿，扇骨诸物，俗作花梨。
误矣。
”《广州志》：“花榈色紫红，微香，其纹有若鬼面，亦类狸斑，又名花狸。
老者纹拳曲，嫩者纹直。
其节花圆晕如钱，大小相错者佳。
”《琼州志》云：“花梨木产崖州昌化陵水。
”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载：“花梨木有两种，一为花榈木，乔木，产于我国南方各地；一为
海南檀，落叶乔木，产于南海诸地。
二者均可作高级家具。
”书中还指出，“海南檀木质比花榈木更坚细，可为雕刻”。
明《格古要论》说：“花梨木出南番、广东，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亦有香。
其花有鬼面者可爱，花粗而色淡者低。
广人多以作茶酒盏。
”侯宽昭在《广州植物志》时介绍了一种在海南岛被称为花黎木的檀木“海南檀”。
海南檀为海南岛特产，森林植物，喜生山谷阴湿之地。
木材颇佳，边材色淡，质略疏松，心材红褐色，坚硬；纹理精致美丽，适于雕刻和做家具之用。
按现代植物学研究证明，花梨木并非同一树种，前面己经讲明，花梨木树种尽归紫檀属树种。
而花榈木则属于蝶形花亚科红豆属植物。
传统认识中的黄花黎木属于蝶形花亚科黄檀属的植物。
紫檀属的各种草花梨主产于东南亚和我国广东、广西一带。
红豆属的花榈木主产于我国南方各地。
黄檀属的降香黄檀（黄花黎）仅产于我国海南岛即侯宽昭《广州植物志》所介绍的“海南檀”。
海南檀又称海南黄檀，或降香黄檀。
为海南岛特产。
将三种不同科属不同木质的木材统称为花梨木，显然不科学。
理应将它们区分开来。
还有一种与花梨木相似的木种，名“麝香木”。
据《诸番志》载：麝香木出占城、真腊，树老仆湮没于土而腐。
以熟脱者为上。
其气依稀似麝，故谓之麝香。
若伐生木取之，则气劲而恶，是为下品。
泉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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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近两年的拼搏努力，终于轮到为本书写后记了。
写后记是每本书最后的程序，都要对本书写作的过程作一全面介绍。
在动笔之前，感慨万分，因为，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也就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学习、成长的过程
。
是我30多年的成果和心血。
1975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来到故宫，被分配到业务部门负责古代家具的保管与研究。
当时对我来说，这项工作异常陌生，因为在此之前，什么古典家具，什么黄花黎、紫檀等硬木名称，
从来都没听说过。
我的一些老同学听说我在故宫管理古代家具，说：你为什么不要求研究金石、书画、陶瓷呢？
那些桌椅板凳有什么可研究的。
我说：“这可由不得我，人家金石、书画、陶瓷部门不缺人，就家具项缺人，我不去，也要有别人去
。
不管什么门类，都是工作，总要有人去作。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幼兴趣广泛，而且始终遵循一个信条，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什么事
都认真对待，都要尽最大努力做好。
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故宫扎下了根。
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我首先查阅了故宫博物院历年出版的《周刊》、《院刊》，还有《文物参考资料
》等刊物，从而发现朱家滔、王世襄两位老先生的文章，受到很大启发。
我又多方打听两位老先生的情况，然后专门拜访了两位先生。
此后，我便时常登门求教，他们都很诚恳耐心，有问必答，有时还根据情况深入指导。
1985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编辑出版过程中，我有幸在先生身边做了一些工作，对家具艺
术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在业务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滔先生，他在故宫工作了60多年，学识渊博，又平易近人
。
我第一次看到朱先生的文章是关于发现和修复故宫太和殿宝座的过程。
此后又有《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等。
每次与朱先生接触，都会有收益。
有一次见面，朱老就风趣的说，你是全国唯一专职保管、研究古代家具的人，其他人有专职保管而没
研究，有研究的又都是业余。
又说，我就没有专门研究过古代家具，我是和我们祖上留下的大批家具朝夕相处感悟出来的。
朱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启发了我，故宫收藏的古代家具成千上万，只要多看、多比，多留心，再结
合文献资料.不怕学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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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宫廷家具二十四讲(套装上下册)》:清初，康熙御用锦边黑书《天马赋》围屏，间扇宽六四厘米
，通宽六四〇厘米，高三一四·五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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