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木作的触感
 【文/吴诗怡】

Designer

提起卢志刚，更为人所熟悉的一个身份是建筑师。在这一身份上，他已经凝聚了太多光环——“中国建

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中国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入选“新中国新建筑六十年六十人”，入选《建筑

中国六十年·人物卷》……出人意料的是，在大型建筑物上挥洒自如的他，对于小物件也同样痴迷。他喜欢细细

摩挲木椅的扶手，勾勒憨态可掬的摆件，考量木器一毫一厘的细微差别。

2012年，是卢志刚踏入建筑领域的第15年。这一年，他成立了米丈堂木作工坊，正式进入了家具设计

的领域。“米丈”之名包含了来源于西方的长度单位“米”与传统中国的“丈”，象征着东西方两种审美趣味的

融合与共生。而“木作”二字，则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传统中国习惯将建筑、家具及生活物品统

称为“木作”，其中，建筑是“大木作”，建筑陈设则是“小木作”。当被问及他是如何实现从“大木作”到“小木

作”的转变时，卢志刚表示，这两者所用基本的设计方法是一致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尺度”。建筑学习惯从

大到小地做，但对于产品而言，大与小的层面是同等重要的。正如路易斯康所说，所有的感官里面，最重要的

是触觉。建筑的触觉和产品的触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产品的触觉更为敏感、细腻。

从定下工坊之名那一刻起，卢志刚就已经将自己的作品与中华传统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可以说他的作

品传达出的是一种传统的触感：诸如“缘圆椅”颇具道骨仙风，“三象几”带几分出世莲花的超然，“孔子摆

件”显出儒家气韵……中华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规模巨大且持续的融合，卢志刚则以此为养分，将传

统思想的种种质素融入作品之中，通过设计将其呈现出来。但他最想传达的，是传统文化中最基本和普世

的内涵，即对于生活当中真善美的追求。对他来说，物并不仅仅是物，它往往裹挟着造物者本身的情感和思

考，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因此对使用者的生活产生一些良性的触动与影响，这也是卢志刚为“米丈”的理

念——“一念之慈，万物皆善”所做的注脚。

传统是卢志刚作品的灵感之源，但他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卢志刚表示：“每一个物件的

诞生都有它特定的使用场景，当这种场景发生变化的时候，它要么被淘汰，要么跟着变化。在当下的时代，人

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对家具的要求也会有非常大的不同，西方极简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现代

家具在战后风靡全球，而东方繁复的传统家具在现在的生活中却基本成为了摆设。”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

致力于将传统的精神内涵与当下的使用功能相结合，设计出体现中华传统触感，富于精神内涵、文化识别

度，又有极强的使用功能的产品。

 吉祥十二生肖
重视家族伦理、血脉传承，是浸润了数千

年传统文化的中国人骨子中与生俱来的文化基

因。吉祥生肖以具象的生肖、抽象性地指代家族

成员，形成另一种形式的、融合传统家族观念与

现代审美的概念性“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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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无创意不生活！型创意志

 山水柜
“山水柜”柜面装饰取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

部，通过木栅的凹凸表现山峦起伏，底座饰以云状柜脚，烟云飘

渺，意境悠远。柜体采用珍贵木材制作，四扇柜门开启巧妙。宜

置厅堂、入居室，有如一幅以木为笔纸绘就的山水轴卷。

 三象几
底座为手工雕刻三象垂鼻，呈三向足，稳健有力；桌托

镂空雕刻，内设灯源，光影投射至底盘，可见莲影。一花一

菩提，如入世莲花，在泥不染，在世不为世法所污。静坐几

旁，品茗阅卷，修身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