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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研究范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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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

展水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创作意识与劳动创造是相互促进的，在有意识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形成经验，再由积累

的经验进行选择与改进，形成更丰富的设计观念过程。对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问题进行历史梳理与理论反思，尝试转换研

究思路，突破工具设计研究的传统模式，聚焦“工具”“设计观念”“需求”“知识更迭”等要素，进而在设计史学视野之下，将历史

纵向梳理与单元专项研究相互结合，互为印证，探索更加合理的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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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you want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you must first sharpen your tools". Tool is the product of human society and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wisdom, representing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long course of history, human creative consciousness and labor creation are a process of mutual promotion.

Design is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consciousness: and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experiences, and the tools are selected 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to form a richer design concept proc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ool design, tries to change the research ideas and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tool design research, focusing on

"tools", "design concept", "needs", "knowledge change" and other elements. And under the vision of design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ical longitudinal combing and the unit-specific research are combined and mutually confirmed to explore a more reasonabl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ool desig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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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具有别于经典器具，直观地体现不同历史

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揭示器物与其最广泛的

社会使用者之间所构建的日常逻辑关联。对传统工具

设计观念问题进行历史梳理与理论反思，聚焦“工具”

“设计观念”“需求”“知识更迭”等要素，进而在设计史

学视野之下，形成更加合理的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

研究范式，不仅有利于更为完整地呈现工业时代诞生

之前人与物之关联的普遍立场与核心价值的演变，同

时有利于建设并丰富中国设计学科及理论体系，为回

应当前围绕中国设计特色问题的讨论，即设计观念困

惑、新旧观念冲突之后的设计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历

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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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研究界定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

提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本身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

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在能人阶段，古人类便掌握

了简单的工具制造技能；而古人类迈向智人阶段的进

化标志之一则是工具制造技术的进一步复杂化。同

时，工具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主动改造自然的意识产

生。换句话说，“人类不但创造了工具及其工艺技术，

在创造工具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自身，创造了文化，

创造了历史。[1]”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具体研究范围为近代动力

机械发明以前，与民众生活生产紧密联系的用来对自

然物进行加工，在造型、结构、装饰和工艺上具有设计

要素的农具、渔具、纺织工具、木作工具、烧造工具等。

传统工具的范畴主要界定为两大类型，即为生产的大

众化工具和工匠个人制作的特殊工具。研究对象则为

工具创造者的设计观念，重点梳理设计观念的演变过

程及各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

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存在着影响作为设计实践

主体的设计者与作为实践客体的设计对象之关系的复

杂要素。在技艺实践的过程中，设计观念的产生即涉

及对各个要素的周全考虑，将其整合并发挥综合性效

应。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研究将从设计的观念出发建

立问题意识，追问设计主体和客体中形式语言、隐性知

识的存在及其存在方式，进而揭示其与设计观念之间

或清晰或隐秘的互动关系，见图1。

二、作为研究范式的视角转向

李立新在《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中指出：“将官营

的、经典的造物还原到民间的、地域的、一般的造物活

动中去把握”，这种研究范式的视角转换有利于“逼近

历史的原初所存”[2]。

（一）从经典设计到平视视角

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后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引

入，掀起了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的热潮；沈榆的《中国

现代设计观念史》为我们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学术

途径。

方晓风指出，现阶段设计史研究已从注重“经典设

计”和代表人物的上帝视角转向更广泛的取样与非典

型意义的平视视角。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具造

物设计观念发展线索为对象，特别从工匠的角度关注

设计观念发生、发展的事实和条件，并将其置于中国设

计发展史的进程之中进行剖析，再结合具体的技艺流

程进行解释，还原观念实施的各种要素条件。而这一

过程“必须兼顾设计艺术表层的丰富性和深层的逻辑

性，重视整理史料和理论归纳，纵向的演化规律与共时

的结构模式的综合，将大量感性的微观材料作有序的

显现。”[3]

（二）设计思想与设计观念

一般的设计思想，是指那些超越各个具体设计领

域更加具体、更加抽象，并带有总体性意义的思想[4]。

设计思想直接影响了设计观念的形成，从思想文化的

角度研究设计观念，有利于深入理解设计观念的成因

及设计作品的时代特征。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的核心建

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道与器”等关系

问题上，表现在“天人合一”“道器合一”“重已役物”“各

随其宜”等造物思想的核心作用之中。不同于设计思

想史重点研究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关系，工具设计观念

史更加注重考察生活方式的转变及设计观念变化，受

社会政治、哲学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在具体技艺活

动中，设计观念并非呈现为一种纯粹智力上的构想，而

具有内在的动态创造性力量，得以直接激发创作主体

的实践意图，并将之付诸行动。

（三）以“工具”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

探寻人类造物历史应从石器时代开始，探索中国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源头及发展脉络，也应从人类

造物意识与造物活动的产生之初开始。最初的人类创

造性活动主要体现在找寻自然界中的生存之道，通过

从自然界中获取原料，并进行简单的加工来抵抗自然

带来的威胁。人类从产生造物意识至今，在长期、反复

的工具使用实践中，不断找寻合理的工具形态及功能，

其中伴随着观念意识的持续更迭。包含了设计者对科

学的认识、对美的需求、对设计造型的把握，还包含了

图1 传统糕点制作工具：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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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即生产技术对工

具设计的观念演变产生着重要影响，而工具本身的发

达程度也是决定人类造物水平的重要因素，不断驱动

着造物观念的生成与更新。同时，设计观念演变带有

流动和交叉的特性，对功能最直接的追求与器物的流

通推动了设计演变的发生。

以工具设计观念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揭示中国

设计对于世界设计所具有的典型意义。“观念”作为一

种人们对事物主观与客观认识的系统性集合体，具有

主观性、实践性、历史性、发展性的特点[5]，而工具作为

设计者和设计对象之间的媒介，在观念的传达与表现

上必然展现重要作用和价值。工具设计观念能反映出

民生的核心内涵，只有深入到民间技艺活动中考察传

统设计观念，才能真正挖掘出中国设计蕴含的丰富的

造物价值和实践智慧。

针对民间传统工具设计观念进行系统化梳理，挖

掘工具的创造过程和传统民间技艺中，对于人类发展

具有永久建设性意义的某些精神或因素，可以提炼出

现代设计可借鉴的工艺智慧和工匠精神。传统工具及

其独特的民间审美特征和对使用性直接提取所体现出

的温度和灵性，都是现代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方式所无

法实现的，这就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工具与人、观念、环

境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使中国设计回归生产生活本

质，即对于创作主体的关注，见图2。

三、视野要素：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写作基点

目前，国内外学界针对中国民间传统器具或涉及

传统工具设计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早期有霍

梅尔的《手艺中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彭泽

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刑三林的《中国生产工

具发展史》，以及集众多学者研究之力的《中国传统工

艺全集》，这些论著为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基础性材料。许多学者从民间传统手工艺考察的

角度，对民间器具及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具进行了挖

掘和研究，如周昕的《中国农具发展史》、徐艺乙的《中

国民间美术集·工具编》，潘鲁生的《手艺农村》讨论了

生活形态、生存观念与农用器物之间的关系。王琥等

学者的《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用举证的方式来探寻

中国传统工艺设计的科学历程，以及《设计史鉴》系列

丛书从中国传统设计的技术、思想和审美等角度进行

了论证。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和《设计价值

论》提出了设计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沈榆的《中国现

代设计观念史》对中国设计史研究观念、范式与实践之

间的良性循环的建立提出了新角度。邹其昌则通过对

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系列研究拓宽了传统工具研究的

方法视野。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研究强调以近千年来中国传

统技艺活动的史实为基础，寻找工具设计观念发展史

的主线，并通过比较研究，阐述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特

色。观察工具设计者的实践，不仅将之看作一个单纯

的设计结果，更是看作行动和实施的过程，有针对性地

选择相对自成体系的“单元”进行专项考察，以此作为

工具设计观念史叙述的主要对象，见图3—4。

（一）形式作为信息的载体

针对传统工具的研究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聚焦

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构成

生产力的诸要素，以生产工具决定论为方法展开分析；

也可以从装饰类器物的形式出发以分析古人的设计观

念——“虽然它们呈现的是装饰物件的形态，却是精神

信息的载体，更是有效探索早期人类思想观念的重要

窗口”[6]。民间传统工具设计的技术促进因素不是纯

粹的哲学思辨，而是以需求为出发点的实践经验总结，

本质是一种经验主义设计观念的体现。因此，工具的形

式解读具有特殊性，是以需求为出发点的简单、朴素的

实用美，是设计者造物观念的体现。传统工具独特的视

觉美感和触觉体验反映出民间朴素的造物观念。如日

本民艺之父柳宗悦先生所说：“拙于知的民众，在制作

上却是卓越的民众。”粗糙的材料、笨拙的工具、困顿的

环境下，却有民众自在、自由的创新。工匠的手工艺实

践成为推动工具设计不断发展的载体，传统工具的形

态、结构、装饰纹样及其驱动系统等要素都将是探寻传

统工具设计观念和设计智慧的重要抓手，见图5。

图2 陶器制作工具：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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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单元设置

图3 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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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自制制缸工具示意

(二）以技艺流程为语境

将传统工具置于其对应的技艺流程中考察，有利

于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动态还原和工艺价值提炼，并

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的设计资源与启示。传统工具设计

观念研究视野需要不断被扩展，不能只停留在造型、图

案、纹样、使用方法等方面，如果忽视与技艺的整体流

程的联系，工具设计观念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对于传统

工具设计观念的研究也将失去本身的生命力。

通过选取传统技艺的案例，从支撑技艺工序流程

的角度分析工具设计观念，而不仅关注能代表传统器

具设计特征的某个工具。重视工具之间的联系对某个

技艺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用动态的、系统的视角来看待

工具设计观念。技艺流程视角有利于深入解析传统工

具设计观念的本质。针对民间传统技艺中的工具进行

系统化梳理和成组研究，在挖掘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

念的同时，重点关注工具的使用语境（即在具体的技艺

工序流程中考察某个工具和成套工具的关系），从而对

传统工具进行深入探讨。在考察工具的外观、结构、功

用、原理、文化寓意的同时，深入分析工具在技艺过程

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各环节与工具之间的联系，分析其

中蕴含的设计观念，提炼其对现代设计和生产制造的

启示，见图6。

（三）古代典籍中工具设计的观念史料

工具伴随人类历史发展而延续至今，在对其所蕴

含的设计观念的理解中，古代工艺典籍为我们提供了

可贵的文献参考。这些典籍在中国传统“重道轻器”的

文化环境中，为古代工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同时也为当今中国设计观念的形塑与设计实践的

开展奠定了重要的民族基础。《考工记》是中国最早的

传世手工艺专著，集中呈现了先秦时期的设计观念；

《梓人遗制》详细记录了元代木作机具的结构构建及技

术，是中国古代设计的珍贵文献；《天工开物》则为我国

晚明时期历史传统造物思想之大成；此外，重要的工艺

典籍还包括《营造法式》《三才图会》等。古代工艺文献

中均描绘有大量的工具制作和使用规范标准，为工具

设计观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设计学角度，选

取古代工艺文献中记载工具的章节，结合考古资料和

田野考察，运用归纳、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其中所

记录的工具生产工艺及设计观念进行分析，总结出不

同文献典籍中工具设计的内容，梳理工具设计观念发

展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规律，能够为中国传统工具设计

观念史的书写提供重要的文献验证，见图7。

（四）挖掘“隐性知识”

张朵朵在《隐性知识：传统手工艺设计创新研究的

微观视角》中指出：隐性知识涉及那些非正式、难以表

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以及必须通过人际互

动才能产生共享的知识，是一种默会的、经验性的、情

景依赖性的知识[7]。工匠的造物知识体系，许多是以

隐性知识的方式构建的。以“师徒传授”的手工艺和工

具传承方式为例，因为很多技艺是通过潜移默化与自

身感受才得以学习理解，因此师傅的观念会直接影响

徒弟的造物设计水准与方向，同时徒弟在不断学习和

实践工艺的基础上，会形成自身的造物设计观念，如此

不断传承下去，形成了鲜明的经验主义特征。

图6 技艺流程视角的工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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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关键词：围绕主体、自然与社会

传统工具在技术材料上体现的自然观，注重对自

然的模仿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设计活动上体现的

伦理观，强调天人合一和以社会伦理为本的设计观念；

在形制观的形成中以设计过程及设计成品的使用效果

和需求为导向，注重生存之需、实践之真、精神之美和

心灵之趣。要想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特

质，需要对工具进行全面多角度的审视，将物性与人性

结合起来，以全面认识工具设计观念的文化复杂性。

（一）创作主体的价值观

工具的产生为人们开展各类活动带来了便捷。从

哲学的角度思考，传统工具体现出人作为创作主体的

设计价值观，是基于人体本身的思维感官的一种理解

和辩定[8]，而不同的社会语境也催化着相异价值观念

的出现。

人在实践中为自身创造价值的逻辑过程表现为

“人—实践—创造物”。每一个逻辑过程完成后，人自

身便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和提高，并在反复得到满足、发展和提高的过程中，不

断实现自身的价值[9]。在此历程中，人的设计创造观

念贯穿始终，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传统工具在不断演

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创造主体受到自身社会分工、文

化背景与性别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其设计观念也对工

具的演变起到了或推动或制约的作用。以传统工具

“墨斗”的造型与装饰为例，丰富的形态和纹样承载着

创作者不同的精神追求，体现了工匠自身的价值观念、

个人信仰以及精神认同，同时也显现出其技艺水平之

高超，见图8。

（二）技术的自然观

自然观是指对天地万物运行之道的理解，即对天

地万物存在的本质和运行的规律的认知。中国古代思

想理论体系以“道”为“自然”。人、工具与自然是互为

联系的有机系统，在进行造物活动时要从整体的角度

尊重自然，涉及时间、流程、选材、功用等，此即“师从自

然”观念的内涵。

在材料和技术的运用方面，中国人强调要取之自

然，顺应自然。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历史分期也是

以改造自然的技术嵌入度和认知度为重要基准的。民

间造物虽没有形成丰富的理论体系，但不可否认其观

念中所体现的科技理性。通过对自然力量的探索，找

出有利于工具发挥最大效能的动力驱动系统，也是传

图7 古代文献中的工具信息

图8 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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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具设计自然观的重要体现，人们竭尽所能地利用

好周边的水力、风力、畜力、火力等自然赐予的驱动原

动力。工具设计所体现的技术理性都是工匠通过反复

手工实践逐步积累的，对工具的材料工艺、结构原理、

操作方法等的规律性总结。同时，工具设计的技术性

是由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对自然物的改造和简单利用，

呈现出美与善的本质。工具之美是从自然现象中的总

结抽象出来的，其质朴性特征是最符合自然界美的规

律。立足“百艺济于用”“敬物惜物”的技术观念，为现

代设计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意义[10]，见图9。

图9 传统农具

（三）设计活动的伦理观

传统工具设计观念中的伦理观，在众多著作中有

所提及。例如《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讲述的“天人合

一”、《天工开物》中所体现的合乎自然和循环往复；在

先秦诸子思想中，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1]，荀子认为“无性则伪之无所

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2]，墨子也提出“食必常饱，然

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13]

等观点。《考工记》论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意

思是说：百工的各项工作，都是神圣庄严的事情，是关

乎伦理道德的。可以隐喻为工匠自身的行为道德和与

之合作者的伦理关系；创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劳作时的

设计平衡，即强调“文质彬彬”，要达到设计的适度、适

宜的境界。

造物活动的核心是人类制造使用工具的过程，工

具作为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媒介之一，不仅需符合

人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且要符合人伦理道德的需要，造

物必须受到来自人伦理关系的需要的约束[14]。

（四）效果导向的形制观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中华大地上

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瞩目的文明。彼时的劳动实践与原

始信仰、巫术活动、审美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混沌

统一的[15]。在追溯艺术的起源时，有学者持有艺术起

源与工具起源同步的观点，即工具在产生之初就具备

了艺术美的潜质。以生活所需为出发点，工具的形式

美同样服务于功能的实现，即符合“形式追随功能”的

设计原则。“工械技巧，物究其极”，随着工具功用价值

的不断提升和技艺成熟，工具美的观念也逐渐形成了

稳定的标准，成为工匠技艺水平的衡量标志。因此，许

多工匠会主动创造、改进工具的形态和装饰，让美观与

实用逐步完美结合。

工具的材料、技术、工艺、样式、装饰纹样等设计特

征通过传承得以延续，使用者又基于对功用的追求而

不断创新。同时，功能上的简单和实用成为既定设计

观念，进而“顺手”“好使”等成为效果导向的工具设计

关键词。工具设计进程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对

坏旧工具的反复修补，使其保持原有的功能，通过修补

的工具与设计之初的形态大相径庭，焕发出新的审美

气象，我们称之为“生长性工具”，是“致用、惜物”观念

的体现，也是传统工具设计观念史不可忽视的研究内

容，见图10。

五、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朴素本质

（一）材尽其用

材料是设计的基础，工具设计必须以材料之特性

为依据。因此，当制作不同用途的工具时，其所采用的

制作材料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工匠在长期的劳动实践

中逐步对材料特性进行认知，并能总结出识别和使用

材料的规律、技巧。材料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工具的功

能使用效率，应基于特定的客观规律以最佳的方式使

用材料，这就要求工匠对材料持有忠诚的态度，根据所

处环境和客观条件，发挥材料的最大效能，尤其是对边

角废料的再利用，经过巧妙构思和简单改造，便会创造

图10 药滑及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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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件称手的工具，也正因如此，中国传统工具设计呈

现出丰富的样式和材质构成。

（二）物以致用

致用的务实观念在传统工具设计历程中贯穿始

终，工匠们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因地制宜、因材施技，

审曲面势，将大自然赐予的“物”应用到极致，发挥“物”

最大的效能，基于“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的想法，创造

出多种多样的工具。人类为满足生存与生活的需求开

始了有意识的工具设计活动，对实用的追求不仅规范

着设计者的行为，同样也影响着设计观念的演变与传

承。李渔在其代表作《闲情偶寄》中，也针对彼时器物

出现脱离实用、脱离生活的现象，反复强调了造物的实

用功能，认为“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

需。”这种“物以致用”观念是广大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劳

动实践所形成的稳定意识，是劳动人民朴素的造物实

践的直接反映。

（三）物以载道

工具是反映社会文化特征和造物观念的重要物质

载体，具有实用性、审美性、象征性等综合性特征。人

创造了工具，人也会淘汰工具，那些能够保留下来的，

并对其有一定认同感的器物具有特定的文化生命力，

深厚心理是其重要的生态土壤。手工艺人对于生活有

自身的追求，对人生的价值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不尚浮

华，以自己诚实的劳动换取人生价值的实现[16]。在这

些大都是自制自用或是定制的工具中，蕴含的是民众

“好用”之道和“巧用”观念，既表现出一种朴实、严谨的

风格，而又在朴实之中又流溢出情趣和机巧。工具中

含有自然之美，最能反映民众的生存活力，所以工具往

往体现出自然和谐的温润之美。如图 11所示女红工

具的代表缠线板：质朴的材料和巧妙的结构设计完美

结合，体现出工具设计的朴素美感和实用价值。同时，

缠线板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女红工具，其设计制作却往

往是男性来完成的，这也指向了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研

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性别主义视角下的工具生产

及使用研究。

（四）惜物用物

中国先民的工具设计观念与其爱物惜物的传统心

理相似。他们秉持着万物有情的情怀，将自然物与人

造物皆视为人类的财富，而并非与自然抗争和劫掠的

对象，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从观念上建立起

了天人合一、平衡生态的基本认知。因此广大手工艺

人在对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十分珍惜工具的使用寿命，

或者拓展工具的功能用途，在过程中显现出真挚的惜

物用物的感情色彩。

六、结语

对传统工具设计观念的研究可采取历史纵向梳理

和专题单元印证的方法。将考古出土材料、历史文献

史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运用设计学、民艺学、民俗学、

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为使中国传

统工具设计观念史的研究更具有可操作性，可借鉴科

学技术史研究的方式，重视科学思维词源研究的重要

性，将社会学、消费学、心理学、语言学与观念史研究融

合研究。同时，尝试改变以往书写设计思想通史的宏

大叙事结构，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纵向梳理历史产生

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将会

挖掘出更多利于当下设计探索的理念传承与方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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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性思维通过“阴阳相生”的理念巧妙地处理了中国

古典园林在布局、构景等方面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使

中国古典园林既富有变化之奇，又具有统一和谐之

美。意象性思维则将造园者的人生感悟、理想追求融

入园林景象的创作中，使物质景观具有了精神内容，从

而将中国古典园林推向更高的审美境界。

当然，各种思维特征并不是孤立片面地影响中国

古典园林的创作，而是相互交织融合于造园者的创作

意图中，借由造园家自身的艺术修养在园林的各个方

面体现出来，形成中国园林特有的“虽由人作，宛自天

开”的艺术境界。对当代景观设计而言，研究古典园林

创作的思维特点，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掌握古典园林设

计的文化基因，增强当代景观设计作品的人文体验，创

作出更具生命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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