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2022年4月 第4卷 第2期

技术与造物视野下的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

王强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以生产领域的“四造六作”与生活领域的“民生八维”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重证据法、图像学方法、物质文化研究法、田野调

查法，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的方法，系统梳理中国传统设计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解读技术与造物的相互关系，探求中

国传统设计所蕴含的设计思想。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纵向与横向双重维度探讨中国传统设计相关的基础理论，进而从本体论、

认识论、方法论及实践论等方面建构中国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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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Design Ideas and Design System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
WANG Qiang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subject takes the "four creations and six works" in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and the "eight dimensions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field of lif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dopts the dual evidence method, the iconographic method, the material culture research

method, the field survey metho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ort out systematically. The

study uses system research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esign, interpret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reation, and explore the design ideas embedd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esign. On this basis,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esign are explored both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Then a research system of Chinese design is

constructed in term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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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背景下，高屋建瓴地提出的全新治国理念。人

类最初造物动机是弥补自身肢体功能的不足，其本质

就是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营造、织造、铸造、烧造、

木作、编作、石作、金作、纸作、漆作”，及“衣、食、住、行、

闲、用、文、俗”，这些与民众谋生方式和生活状态息息

相关的设计行为，是中国设计的主流载体与文脉主

线。目前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都过多聚焦于彰显度高

的设计事物，而这些对全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的设计

成就则缺乏整体性观照。关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

计体系建构的理论研究相对较为薄弱，相关理论问题

已经成为设计教育与文化产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科研

难题。对这些成就展开系统性研究，不仅有利于凝聚

中华民族精神，有利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利

于传播中国设计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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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认知，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

学重点项目“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研究”

（19AG007），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生产领域“四造六

作”中技术演进与造物的互为关系，生活领域“民生八

维”造物内在的发展逻辑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阐变，

以及中国传统设计的起源、分类与分期，中国传统设计

的当代价值等设计体系构建问题展开研究。课题将按

照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最本真的状况来阐述传统

造物设计史，尝试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探讨中国传统

造物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影响与作用。

一、学术史研究现状的梳理

国内关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中国传

统的社会生产领域产业技术、社会生活方式 2个层面

展开。对于传统产业技术“四造六作”的研究，学者多

从古代技术史料研究，技术史与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

视角与方法创新研究等方面展开。古代技术史料研究

以竺可桢（1926 年）、梁思成（1932 年）、钱临照（1932

年）、钱宝琮（1933年）、刘仙洲（1933年）、严敦杰（1935

年）等为代表，运用近代科学观点和方法对地理、建筑、

数学、物理、机械等领域的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基本明

确、建立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和研究范

式，逐步形成以内史研究为主，追求新史料、新观点和

新方法的学术传统，为相关学科研究奠基了基础。技

术史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由路甬祥（1996 年）、李家治

（1998年）、叶喆民（2010年）、方李莉（2013年）等从机

械学、考古学、材料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图像学

等角度，结合古代产业制度、生活方式、审美风尚、风俗

习惯、流通销售等，对传统造物的造型、结构、功能、材

料、工艺等演变与发展进行分析，拓展了研究思路与视

域。视角与方法创新研究由卢嘉锡（2003年）、宋兆麟

（2008年）等从技术的维度对采矿、冶铸、建筑、纺织、

造纸、陶瓷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其渊源与流变、传承

与发展、技术与方法及术思想等总体风貌与特征，进一

步丰富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对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民生八维”的研究，学者多

从生活方式的演变，文化内涵与思想特质 2个方面展

开研究。从生活方式的演变研究以杨荫深（1946年）、

沈从文（1981年）、周锡保（1984年）、孙机（1985年）、王

世襄（1989年）、王仁湘（1990年）、王子今（2009年）、傅

熹年（2012年）等学者为代表，通过对“衣食住行”“闲

用文俗”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材料、结构、工艺、功

能等方面的研究，探寻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

规律。文化内涵与思想特质研究以田自秉（1985年）、

王家树（1986年）、尚刚（1998年）、赵农（2004年）、诸葛

铠（2007年）等学者为代表，对“衣食住行”“闲用文俗”

的社会功能、民族特征、文化象征、审美意蕴等方面进

行探讨，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与

民族性特征。

国内关于设计体系构建的研究，学者主要从图案

与传统工艺美术、设计学理论与方法 2方面展开。康

有为和梁启超最早提出“美术是事关机器生产、工业制

造的设计创意与精细化建造技术”，为早期设计学研究

指明了方向。图案与传统工艺美术研究以陈之佛

（1937年）、雷圭元（1963年）、王家树（1963年）、庞薰琹

（1981年）等学者为代表，借助国外设计方法，解读中

国传统图案的造型、色彩、装饰及审美等内容，总结艺

术形式美的创作规律。随后田自秉（1985年）、张道一

（1998 年）等学者，从传统工艺美术与设计理论的角

度，钩沉出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事实和线索。设计学

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凌继尧（2011 年）、李砚祖（2012

年）、许平（2013 年）、潘鲁生（2014 年）、李立新（2017

年）等学者为代表，探究了设计学的起源、本质、研究范

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内容，进一步深化了设计学

的理论研究。其后杭间（2017年）、柳冠中（2017年）、

夏燕靖（2018年）、邹其昌（2018年）等学者为中国设计

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拓宽了艺

术类理论研究的纵深空间。

海外学者注重中西方设计比较、模拟实验与技术

复原、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国内

研究所忽略的诸多问题，如薮内清（1943年）、李约瑟

（1954 年）、席文（1968 年）、艾约博（2011 年）、雷德侯

（2012年）、苏立文（2014年）等学者以不同文化视角，

或运用文献资料与历史图像互证的研究方法，探究中

国传统造物的渊流及其与西方造物的差异；或整合物

理学、化学、材料学等的现代科技技术与手段，对中国

传统造物进行模拟复原；或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

学与民俗学的方法，阐释社会经济秩序、社区组织形

式、亲属关系网络、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对传统造物及

其整体衍变的影响，探究造物设计与社会文化系统的

共生关系。

从前文对研究状况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外学者

对中国传统造物进行了诸多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这些成果对课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帮助，值得人们

学习和借鉴。尽管各学科对中国传统设计的研究均有

其独特价值，但仍有很多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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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其一，理论研究缺乏“文献谱系”构建。虽然目前

已有诸多关于“四造”的中国传统社会生产领域主干型

产业技术与“六作”的枝干型产业技术的变迁，以及关

乎“民生八维”的“衣、食、住、行、闲、用、文、俗”的研究

成果，但这些成果缺乏对相关古籍文献的系统梳理、谱

系建立，以及考辨、编纂、译注、传播的研究，因此需要

在文献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疏）的

基础上，遴选传统设计相关的中国古代经典文献，通过

系统总结与解读构建中国古代设计文献谱系。

其二，研究主体缺乏“系统性”整合。目前关于中

国传统设计的著述颇丰，但在时间、空间上所承载的内

容有限，或对具体类别工艺、技术的研究，或对特定历

史时期的造物成果的总结，难以阐释中国传统造物整

体的发展脉络与中西方交流的丰富内涵。此外，有关

传统造物设计的宏观历史进程、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

构、价值观念、技术思想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知识点缺

乏应有的关联，研究成果的广度、宽度与深度仍有待

加强。

其三，理论成果缺乏“话语体系”阐释。中国传统

设计研究的成果中，大多研究者不够重视理论对现实

的指导性和适用性。中国传统设计在长期的、连续不

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自身较为完善的设计体系

与话语体系，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原有的

体系在某些方面已失去一定的实用价值与指导性意

义，需根植当下，提炼能够启迪当代设计的思想和理

论，加强理论研究对艺术实践的指导意义，构建流动与

开放的设计话语体系。

课题拟运用“两分法”分类标准，对中国传统设计

“四造六作”与“民生八维”进行通史研究。从“三个转

化”中探求设计学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从本体论、

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研究内容探索中国设计体系

的建构。

二、问题与思路

长期以来，学界在讨论中国传统设计文化时，更多

的是从物质层面去展开研究与分析，不仅忽视了科学

技术对社会生产带来的重要影响与作用，同时也忽视

了传统设计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

响与作用。研究发现有 2个问题：如何找寻传统设计

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以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怎样

改变中国设计学的“失语”现象。如何构建中国传统设

计思想与设计体系，使之服务于当代的设计实践成为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

设”[1]，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了明

确要求和重要指引。我国的设计学话语体系有没有中

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

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设计学话语

体系，而且解决不了我国设计教育中的实践问题。

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

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

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

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

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只有以我国

实际国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

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设计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建构中国

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不让

传统造物文化仅作为岁月的遗痕，而是在传承中不断

获得发展，被赋予其应有的当代价值。

以此而论，中国设计体系的构建必须要从 3个路

径展开研究。首先是重视传统造物的当代化，体现该

话语体系与整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和走向的契合度；其

次，重视西方经验本土化，注重中西方设计学理论的关

联与借鉴；最后，重视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就是体

现其自身话语建构的历史脉络与创新。

（一）重视传统造物的当代化

中国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世界文明古国，历来有官

修史书的制度，私家撰述历史的活动，形成官修、私撰

互相补充的格局。中国史书体裁丰富，以多种表现形

式记载了历史进程中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内容，以及人

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充分梳理、甄别、发掘中国古

代造物设计中有价值、有意义的优秀成果，并加以继承

和发扬，是建构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路径与方法，也是塑造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设计学科的必由之路。近现代引

进的外来机制促成了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在

生产与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蜕变，原

有的一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在没有蜕变之前就被西方的

文明所遮蔽，因此需要用现代的思维、现代的语言加以

解读和理解，从中找寻能够启迪当代的价值与意义。

（二）重视西方经验的本土化

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当

前全球化的语境明显呈现“西学东渐”的主导格局，中

10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2年4月

国设计学的话语体系总体还没有走出西方的“学徒状

态”，这导致了我国的设计话语体系没有扎根于本国的

文化语境与民生问题，缺乏具有代表意义的原创性成

果，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失语”的现象。陈伯海提出的

“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与互为阐释”[3]方法论，为探

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学当代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方

法借鉴。既要站在西方和现代的角度，以更加开阔的

视野、更加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外国设计学

体系的一切积极成果所提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又要

用新的观念审视中国传统，立足传统本位以反观西方

和现代的设计理论与体系，经过双向流动与交互阐释，

中国传统设计内蕴的当代意义才有可能浮现出来，而

又不脱离自身的本原[4]。

（三）重视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

我国近代设计学是参照西学建立起来的理论体

系，对于西方经验，不只是停留在单纯的介绍、引进上，

且要关心引进的目的所在。正如党圣元所说：“既是近

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历史延伸，与全球化思

潮所引发的文化自省和自觉意识等相关[5]。”故近现代

中国的设计实践在西方的设计理论与体系的影响下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设计经验也是宝贵的资源，在

此基础上，将实践的经验转化为理论的思考，这也是中

国设计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理论的根本上解

决问题，才能将“经验”提升为“理性”，全面回顾与反思

中国传统设计，系统梳理发掘中国传统设计史料，从中

找寻其内含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探寻其发生、发展

的过程[6]，总结科技的内部结构与体系特征，已成为当

代学者重要的历史使命，也是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重

要方法。

围绕以上探讨，课题的总体思路是从中国传统社

会生产方式相关的“四造六作”及与社会生活相关的

“民生八维”2 个层面展开中国传统设计的通史性研

究。通过收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古代与设计相关的文

献、图像史料，以及传世与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中国传

统社会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变迁过程中的重点节点及

标志性事件的梳理，厘清中国传统生产技术的演进与

人们生活水平提升的内在关联，明晰人们社会生活相

关造物的进化与人们生活品质提高的相互关系。系

统、全面探析中国传统社会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发展

与变迁的规律，从纵向与横向的双重维度总结中国传

统造物优秀的设计思想。从传统造物的当代化、西方

经验的本土化、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等方面，探求中

国设计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7]。从本体论、认识

论、方法论、实践论等方面构建具有中国话语的设计学

体系。以解决学术界在中国传统设计理论方面的重点

命题关注不够、表达范式凝练不足、逻辑体系零散、对

某类别研究的偏倚或忽视等问题，助推中国特色话

语体系的确立；同时，秉承当代意识，立足现实需要，深

入挖掘中国传统设计潜性与显性的文化价值，归纳与

总结出能为中国当代设计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

成果。

三、内容与方法

课题以问题意识与现实意识指导其设计，围绕中

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展开。首

先，改变以往按照断代、材料、功能等分类的研究思路，

参照既有的历史学分类法，借鉴西方设计史的分类方

法，突出“提高生产效率”与“改善生活品质”的核心价

值基础上，将其分为：基于与社会生产紧密相关的“营

造、织造、铸造、烧造、木作、编作、石作、金作、纸作、漆

作”，以及与社会生活方式相关的“衣、食、住、行、闲、

用、文、俗”两大类，进行专题式的梳理与研究，全面总

结中国传统的设计思想。其次，从设计本体论、认识

论、方法论及实践论等层面构建中国设计体系，三部分

内容相互照应，层层推进。

第一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领域“四造六作”的

技术变迁。主要包含与社会生产领域密切相关的四大

主干型产业与六大枝干型产业，以中国传统营造、织

造、铸造、烧造、木作、编作、石作、金作、纸作、漆作等工

艺技术为研究对象。重点从主要工具、基本材料、核心

形制、关键技术及各时期经典文献等方面展开，探求主

干型与枝干型产业技术的发展演变对社会生产的影响

与作用，剖析中国传统设计的演变规律，系统总结中国

传统生产技术的成就与设计思想。分析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与审美意识等对传统造物的影响，从而揭示中

国传统科学技术所包涵的整体思维方式对现代复杂性

生产技术发展的启迪。

第二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民生八维”的

变迁。主要涵盖与社会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衣食住

行”“闲用文俗”等民生领域，以中国传统衣着方式、餐

饮方式、居住方式、出行方式，以及休闲方式、日常杂

用、文化娱乐、礼俗方式与设计内容等为研究对象，重

点从工作原理、操持方式、适人尺度、使用环境、审美意

趣及各时期经典文献等方面展开研究，对在社会制度、

思想文化、材料功能等方面影响下的“人与自然”“人与

104



王强：技术与造物视野下的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第4卷 第2期

物”“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探讨，全面梳理中国传统生活

方式与文化生活，对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进行学理化的

归纳和总结[8]。

第三部分，中国设计体系构建。主要对“四造六

作”与“民生八维”两层面的深入解析，立足于解决中国

当代设计问题，突出中国视角，并在全球史观照下，以

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从设计起源、本质等阐释

设计本体论，从设计特征、文化等阐发设计认识论，从

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论述设计方法论，从设计实践、

评价标准等架构设计实践论。重点围绕中国造物设计

分期、发展路径、结构与形态的关系、设计批评等相关

内容展开，既突出重点，又由点及面，点面结合，达到广

度、宽度与深度的兼顾，使之成为既具有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具有国际视野的话语体系，探究

为世界设计领域贡献中国力量的可能性，从而提升中

国设计学的影响力，增加话语权。

课题三部分论述的内容相对独立又具有一定的连

续性。第一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领域“四造六作”的

技术变迁，侧重探讨社会生产相关技术的演进与生产

效率提高的互为关系。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生产工具

开始的，有目的性地制造与使用工具，就开始了有意识

的生产活动，技术的发展源于人们对生产效率的提升，

新技术的发明往往会给人们的生产带来革命性进展。

第二部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民生八维”的变迁，

侧重探究人们社会生活相关造物的进化与人们生活品

质提高的相互关系，技术源于生产的需要，最终会走进

人们的社会生活，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物质文化与

精神文化的“衣食住行”与“闲用文俗”，涉及生活中的

每一个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第三部分设计体系

构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及实践论等方面，构建

具有中国话语的中国设计体系。

在方法论上，课题将历史实践与理论逻辑相结合，

观照中国传统造物活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演变规律，

构建科学性、人文性与理论性相统一的学科体系。主

要运用以下5种研究方法。

一是采用文献材料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二重证据

法，首先从课题中所涉及的经、史、子、集、诗、儒、易、

艺、医等部类中查阅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典文献，并筛

选与甄别出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内容，类部能广则广，内

容宜多则多。与对应历史时期的传世与出土实物资料

及田野考察成果相互印证，系统地梳理中国各历史时

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源流变迁，将中国传统造物

置入古代特定的文化生态中进行“知识考古”，努力还

原古代造物活动与设计思想在特定时空中承载的客观

作用。

二是采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将涉及中国各历史

时期、地域中与造物活动相关的绘画作品、墓室壁

画、画像石、雕塑等图像史料进行梳理和对比，探究中

国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相关造物的发展和流变，分析和

比对其间的共性与差异，总结中国古代传统造物在不

同时代背景下的产业形态、生活理念、价值追求和审美

意趣。

三是采用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中国传

统造物活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文化属性、社会功

能，深入研究传统造物背后蕴含的功能属性、审美特征

和民族情感。

四是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根据课题设计，合

理选取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文化馆、民俗馆、文物保

护单位，以及民风民俗遗存保护较好的区域，进行一手

资料的收集和记录，从而更加深入地探究实现传统造

物设计当代传承的路径和方法。

五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人

类学、经济学、材料学、化学、力学等学科理论及方法，

对所涉数量样本事件进行量化处理、检验和分析，确保

对设计事物与现象描写得精确，从而获得有意义的研

究结论。

四、结语

课题以设计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为学科依

托，采取多学科兼容、跨学科整合的方法展开研究。从

多学科视角对中国传统造物在长期延续的发展过程中

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进行观照与思考，全面总结

中国传统设计思想。基于中国设计学理论的个别性与

特殊性，整合多学科基础理论与基本范式，构建中国设

计体系特有的表达方式与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健全

中国设计学学科体系。积极推进设计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科学理论研究、文化传

承创新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提供重要支撑，完成“传统造

物的当代化”“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实践经验的

理论化”的“三个转变”。

课题研究希望以设计学重点理论问题为基础，使

之成为设计学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学科分类、学科设

置等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基本参照。其次，课题研究希

望在学术话语体系方面确立中国学术话语范式，为中

国传统设计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积累经验。再

次，课题研究希望积极推进中国设计在服务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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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设计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中国设计

教育与设计产业的创新性发展，从而推动有中国特色

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进程，改变中国设计话语

权缺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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