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民族民间设计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现代设计视野下的中国民族民间设计

第一章
中国民族民间设计导论



本章主要介绍了民族民间设计的相关概念及民族民间工艺与器物间的关

系，并通过现代设计的视角对中国民族民间设计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纵向的从

三个时期介绍了设计的起源，横向的从中西方文化来比较两者设计思想产生的

差异；着重分析了中国民族民间设计的思想，以此明确民族民间设计的概念，

并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设计。

章节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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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族民间设计的基本概念

一、民族民间设计相关概念辨析

在今天，设计概念很好理解，且不同行业对于设计

也有不同的见地。简单而言，设计是一种行为。而当前

面被冠以不同的名词时，设计又有了完全不同的维度，

如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等。甚至在世界设计发展史上，

设计还成了某一个时代的关键性代名词，并在东方社会

与西方社会长期发展后，最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风格。

1.设计的起源和设计思想

1) 设计的起源

设计的起源并不是以“设计”这个词的出现为标志的。

它从人类诞生开始，逐步在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基础和升

华中发展，继而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条件成熟时，“设计”

这个词才被完全确立了起来，且它的最初样子是 design。

也就是说，设计并不是由谁发明的，而是某一个阶段人

们对于生活环境和空间所做出的自然性的甚至是无意识

的反应。只不过在社会对于生产力有更高要求时，设计

的专业性才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发明凸显了出来。这种

发明和凸显既是体现设计专业性的手段，也是与前者完

全区别开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就好像 18 世纪类型学研

究中阿德里安·福蒂所认为的“设计提供了在物质的建

成物和非物质的东西之间二元对立的方式”。这不仅解释

了设计的过程，还表现了专业性设计在大量知识积累的

前提下寻求感性与理性平衡的复杂性。而这个体系，就

是后面要谈的设计思想。

应该说，福蒂的这种判断是对专业设计与设计专业

的一种极大肯定。也可以说，正是这一被后人称作“设计”

的行为彻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而将今天

的生活水平和未来的生活质量提升、放大到了一个无法

想象且充满希冀的空间。

设计的历史可以被划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每个阶

段的背后都蕴含了大量的思考，也隐藏了许多对于这种

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实践。（图 1-1 至图 1-3）

图1-3 朗香教堂 / 勒·柯布西耶

勒·柯布西耶，20 世纪最重要的设计师之一，是现代建筑

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将，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

图1-1 包豪斯校舍

包豪斯 (1919 年 4月—1933 年 7月 ) 是德国魏玛市的公

立包豪斯学校的简称，它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

诞生。

图1-2 巴塞罗那椅 / 密斯·凡德罗

密斯·凡德罗 (1886 年 3月27日—1969 年 8月17日 )，德

国建筑师，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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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设计时代。在人类的发展中，包含了从茹毛饮血到刀

耕火种，再到男耕女织的时代。早期的文明，如河姆渡文明、两河

流域文明等，都经历了这个必然性、关键性的时期。在农业设计时

代，对自然有限度的认知与利用成了后世许多文明诞生的基础，也

成就了某些国度在后来发展过程中的思考与思维方式。（图 1-4 至

图 1-8）

（2）工业设计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最直观的体现即机

器时代的来临。这一变化也同时刺激着市场和社会体系，以至于产生

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王朝倒戈、帝国主义肆虐横行的年代。在这一

阶段，自然美学与工业效率不断做着斗争，上演着感性对理性一次又

一次的冲击和妥协。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一组关系彼此交

替占着上风，对设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图 1-9 和图 1-10）

图1-6 原始人茹毛饮血雕塑

图1-4 猪纹黑陶钵 /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 中国国

家博物馆 馆藏

图1-7 “两河文明”古巴比伦巴别塔

图1-8 《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

颁布的法律汇编，是最具代表性的楔形文

字法典，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较

为完整并且完整保存下来的成文法典。

图1-5 牙雕凤鸟匕形器 / 浙江余姚

河姆渡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

图 1-9 詹姆士·哈

格里夫斯及他发明的

“珍妮机”

图1-10 水晶宫

水晶宫是历史上第一次以钢铁、玻璃为材料建造的超大型建筑，它开创了近代功能主义

建筑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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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设计时代。从互联网发明开始，信息就有

了从有线化到无线化再到虚拟化的发展趋势。设计原本

直接通过物质传达信息，也开始有了非物质的实例。这

一点随着互联网逐步从“条件”向“环境”过渡越发明显。

设计也在实与虚间，借助不同的载体和手段探索更为“讨

好”人的方法与方式。

2）设计思想

设计思想是指人面对对象时做出思维反应，并且这

种反应能够被执行和贯穿到整个设计过程里的思维方式。

在这里，设计是一种在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一种二元对

立方式。东方与西方的设计思想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

设计思想本身，也是人们如何面对二元对立并在其中取

舍与解决平衡的方法和方式。这种思想已经随着人类的

繁衍和教育，贯穿并形成了他们今后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设计思想不是后来被发明的，它是一个国家

生活方式和生活智慧的代名词。换言之，它就是一个国

家文化核心的一部分。

所以说，设计思想的产生是非常容易且复杂的，但

想改变它就需要十分强大的动因和决心，且改变的结果

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例如，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虽然在

设计历史的起源上相同，但工业革命爆发后在资本主义

进程前后和方式上的不同，还是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非

常大的差异，两者的设计思想也由此渐行渐远，并最终

在今天这个时代范围内定格成了各自的风格。（图 1-11

和图 1-12）

这里举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什么是设计思想。

图1-12 故宫乾清宫 /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1-11 法国凡尔赛宫“黄金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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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位厨师分别来自中国北方、法国巴黎和日本宫廷。中国厨师

面对面粉，想到制作面点；法国厨师面对鲜虾，想到制作海鲜；日本

厨师面对生鱼，想到制作刺身。这些都是本国设计师在面对本国特色

食材时所产生的正常设计思想。

如果他们彼此之间交换一下食材呢？如中国厨师面对生鱼，就会

想到糖醋鱼；法国厨师面对面粉，就会想到面包；日本厨师面对鲜虾，

就会想到天妇罗。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设计思想如果不是强制

性的改变，是不会根据设计对象（如面粉、虾和鱼）来改变的。不同

国家人们的思维相对固定，执行的方式和方法大多与他们自身的文化

背景息息相关。（图 1-13 至图 1-15）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中的“差异”并不是“分歧”的代名词，厨

师的思维固定也不是贬义。设计思想本身并没有对和错的差别，人们

只是学到了、想到了、做到了而已。至于对于设计思想的最初评判，

一般是不应该由来自另一个文化体系的人来认定的。毕竟在部分中国

人眼里，天妇罗和面包只是面炸虾和馒头，生鱼片则是一种极不卫生

且原始的吃法。

2.中国民族民间的设计思想

回到本书的核心之一——中国民族民间的设计思想。既然设计思

想是指导完成设计行为的关键因素，那么中国民族民间的设计思想自

然也成为民族民间设计行为的核心指导理念，这也是本书想要传递的

情感。

中国民族民间的设计思想由来已久。在地理上，它以中国为范围；

在文化上，它以中华文明为体系。这样大的概念，绝不是可以通过某

个历史时期的事件或状态来进行评述的。虽然在后来的研究中，有的

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民间设计思想是杂乱的、无序的，甚至充满了宗

教色彩，认为它毫无章法和体系可言，更谈不上什么思想。但实际并

非如此，总体来说，中国民族民间的设计思想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

明积累起来的生活智慧。在这种智慧的体系里有它自身严格遵照的逻

辑体系，其中充满了创造者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文明的深度理解，这些

理解最终产生了民族民间设计的核心——中国民族民间设计思想，也

可以将其解读为中国民族民间的造物思想。（图 1-16）

图1-13 日本刺身 / 来源于豆果美食网

图1-14 中国北方糖醋鱼 /来源于美食天下网

图1-15 日本天妇罗/ 来源于《中山商报》

图1-16 西递·宏村和陕北民居 / 中国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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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思想的核心

中国民族民间的设计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

思考方法，而这种思考方法又来源于中国长期在农业社

会自然经济体系发展中总结出的哲学观念。在很早以前，

祖先们就从植物、鸟兽的生长中归纳出了一套天与地的

理念，并认为天和地的关系是始终相伴相随的。由此，天

地也就成了一套逻辑，种粮食讲究天时地利，做事情讲

究天地人合。更由天地对立相生的概念引申出阴和阳的

待物逻辑，甚至包括儒家思想等。例如，吃饭讲究咸淡适

宜，穿衣讲究冷暖搭配，住宿讲究内外兼修，就连死亡

也讲究生死轮回。任何事情秉承的都是中庸之道，既不偏

左也不偏右，在平衡阴阳的同时也要方便自己。这些思

想细致贯穿了一个中国人的一生，也给出了一个中国人

在面对造物困境时的答案。需注意的是，它的解答或许

很“土”，但体现了实用的选择；它的外表或许也很“土”，

却是在没有工业经济为支撑的物质匮乏时代所做出的最

优方案。这里的“土”代表了生活在大地上的人类智慧，

而不是我们用某些现代流派的眼光去判断的闭塞和落后。

2）设计思想的转变

既然产生设计思想的温床是农业社会，那么经由这

种设计思想所做出的转变途径自然也和农业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紧密相关。在第一阶段的转化过程中，自然提

供了灵感和材料，生活提供了要求与需求，两者结合起

来，便产生了维持生活继续的民族民间设计；而在第二阶

段的转化过程里，今天的设计师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更加综合地改进了之前的民族民间创造，从而产生了更

多看起来很新却源于很“旧”的新设计。

在 1958 年《装饰》杂志创刊号封面上（图 1-17），

中国的设计先贤们就总结了“衣食住行”四个字，代表了

传统文化精神所表达的核心——“艺术为生活之美”。这

里的艺术可以是设计本身，也可以是设计思想，它既是

设计为人民服务的展现，也是今天重新审视的民族民间

设计历经岁月所沉淀下的中心思想。

3）设计思想的升华

今天，恐怕只有少数设计师遵循这种从农业社会中

衍生出的设计思想，大多数人都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忽略

掉了。在设计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第二阶段的转变即针

对这个阶段来说的。要知道，大多数的民族民间设计都

图1-17 《装饰》杂志1958 年创刊时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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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几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考验和演变，检验它们的真理即

实践。

因此，大多数的民族民间设计创造都不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

单的，也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用传统的图案加上现代的载体

所诞出的所谓创意。这样的设计在民族民间设计的思想之上是没有什

么创新性可言的，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倒退。（图 1-18）

正因为如此，设计思想的升华才会成为一个命题。民族民间所给

予的灵感，不应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而应该在全方位了解了前辈们的

“设计”后，用今天的素材和自身的理解去完成一次又一次全新的二元

对立。

3.民族民间设计的分类

正因为有了“艺术为生活之美”的启迪，才有了衣、食、住、行

的四大主题。但在民族民间的体系下，这还不能够完全涵盖。除去衣、

食、住、行，娱乐也很重要。民族民间的设计分类也由此诞生，它体

现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所引申出的各个方面（图 1-19 和

图 1-20）。具体在后文中有详细介绍。

二、民族民间工艺与器物的关系

民族民间设计，其“因”是工艺，“果”是器物。因果之间贯穿

的是经过中国人民针对自然长期发现、创造和实践的造物思想，是激

发中国式“设计”的源动力。

在民族民间设计的工艺与器物诞生步骤上，基本遵从下面的

逻辑：

首先，器物的诞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材料、工艺和需求。有

合适且能够取得的材料，有行之有效且能够达标的工艺，再结合需

求，即为什么要造这个东西，便产生了最初的器物。器物经由推广或

者投放市场，便成为产品。一旦成为产品或广而告之，评论和评价必

定接踵而至。于是，器物就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一次又一次产生，

图1-19 影视作品《色·戒》截图 图1-20 麻将 / 成都麻将博物馆 馆藏

图1-18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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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又一遍地在材料、工艺和需求之间循环，在一个时

代里集中出现不同的外形却拥有相同的功能，或拥有不

同的功能，却拥有近似外形的产品。

同样，生产力的变革也一定会带来材料和工艺的变

化，从而产生出新的材料，新的材料又衍生出新的工艺，

新的工艺又引发了新的需求。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变革

也会带来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也会产生新的需

求，从而也从另一个层面不断推动着生产力的进步。所

以，工艺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器物则能够反

映出一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主要需求，这些需求包含了

审美、使用等多个方面。对器物的了解也是对当时人们

设计思想的解读，更是对造物思维的重构。

在中国民族民间设计的体系中，从工艺和器物角度

出发，主要包含六个类型，分别是金、木、石、土、布、

综。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模块：

1. 大地的馈赠

石制、土制、木制工艺和器物均位于这个区间。它

们是人类最初能够接触和见到的东西，也因此成了最早

被利用的对象。石制工艺和器物解决了人类最初的生产工

具问题，后来逐步变化成了建筑材料和饰品；火的发现与

运用使得土制工艺和器物解决了最早的容器问题，并在

后来逐步衍化出了更多的装饰性与功能性；木制工艺则

在之前的基础上，不但提升了工具的便利和通用化程度，

也使得更大体量的物件塑性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更加

丰富的建筑和家庭用具。（图 1-21 至图 1-25）

石制工艺来源于旧时期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土制工艺囊括的内容主要是陶，继而在人类对温度

的逐步控制中，即在工艺的不断发展中过渡到瓷。对于

图1-23 秦代云纹瓦当 / 中国国家

博物馆 馆藏

图1-24 新石器时代后期玉龙（红

山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

图1-21 磨制石器

图1-22 喜德木胎漆器茶盘

图1-25 中国家具榫卯结构 / 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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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的起源，各方面说法不一。比较有趣的记载是原始人在火烤烹饪后

发现地面出现板结，从而知晓土和火在一起可以制作陶的原理。从强

度较低的原始陶器到白陶，再到夹纻胎和瓷器，土的运用可以说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慢慢从最初的储物功能过渡到了家居摆设和艺

术载体上面。（图 1-26 至图 1-29）

相比之下，木头的运用需要一定的基础和前提。对木的利用和

加工需要一定的工具作为基础，如钻木取火的石钻、刨根解木的矬锯

等。当然，与石、土的运用最大的区别在于，木的运用有很强的地域

性特征，这与其材料分布的地域有很大关系，导致了不同地区对于木

的不同理解，但殊途同归。植被较丰富的地区，不同种类、气味的木

材可以被用作燃料、建筑材料和工具加工材料；盛产竹子的地区虽然

在木材体量上较少，但也会以捆扎的方式构成更大的构件以达到同样

的效果等。在不断的生产经验总结中，人们发现了木的特点并加以利

用，相比金属它更轻，更加方便塑形，同时因为储量较大，它的开采

与使用也较为方便。更重要的是，住在木结构的房子里与住在钢筋混

凝土的房子里相比，前者似乎更符合中国人对于自然和祖先的理解与

尊重。（图 1-30 和图 1-31）

图1-30 战国漆器耳杯 /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

图1-28 大汶口文化白陶鬶 / 中国国家博物

馆 馆藏

图1-29 唐代夹纻佛像 / 美国大都会博

物馆 馆藏

图1-26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 /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

图1-27 龙山文化薄胎高柄黑陶杯 / 中国

国家博物馆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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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的智慧

相比唾手可得的石头、泥巴和木头，金属和布都

是需要进行转化才能得到的。对于利用自然的急切渴

望加速了我们祖先对于其中的理解。金属工艺的来源与

土息息相关，正是人类在对泥土运用和烧结的过程中发

现了不同地方土质在加工后产生的特色和特点，并逐步

从烧制工艺中脱胎出冶炼的概念，才激发出人们想要对

大地进行更深程度理解的渴望。于是认知面也从地表逐

步走入地下，青铜、铁、黄金、白银也逐步出现，不

但成了比石头和泥土更加可靠的加工、储物工具，还

替代贝壳成了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的货币等价物。

（图 1-32）

同理，布制工艺的发展也需要基础。以遮体避寒的

衣物为例，起源不过是植物枝叶与动物毛皮，到了昆虫

吐丝被发现并规模化的时候，从丝到线、从线到布的过

程才被逐步完善起来，并与金属工艺一起成为中国社会

中最能够体现实力的有力代表。即便是没有蚕和养殖技

术的地区，如居住在云、贵、川一代的族群，也有植物

纺线、蜘蛛丝纺织的独特技术。

与金属天然且难以改变色彩不同，布在解决了如何

生产的问题后，开始向个性化的方向进行非常快速的转

变。不同地域但拥有相同材料的，在裁剪上有所区别；同

图1-31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统和二年）和福建福州华林寺大殿（北宋乾德二年）/《剖视中国经典古建筑》李乾朗 著

图1-32 商代金制贝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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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域的，在细节色彩上有所差异。这些现象的诞生，都不仅或不完

全是因为“爱美”，因为衣着和布料风格上的差别也是各族群、部落、

国家辨认敌我的重要依据。这在中国古代甚至近代社会人口流动性较

差的环境里显得尤为重要。（图 1-33 和图 1-34）

3.勇敢的创造

有了金、木、土、石、布的祖先们并不满足，他们不断总结各

种材料的特性，并想方设法把这些优、缺点组合起来，以达到最平

衡、天人合一且物尽其用的状态。在这个过程里，有的互补成就了非

常实用的创造。例如，秦以后的工具变革，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铁来

制作可以标准化、量化的农具零件，然后使用更加轻便的木杆、木棒

完成工具组装，小到镰刀、锄头，大到开垦用的牛犁都是如此。与

此同时，在对生活探索的过程中，有的冒险也成就了唯有少部分人

才能够掌握的绝技。例如，云南境内的乌铜走银工艺，因为银和铜

的熔点极其相近，两者在结合过程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才可最终成

型。因此，中国民族民间设计的领域中还是不乏偶然性与特例的。有

的东西至今无法被模仿，必须借助手工的参与才能完成。（图 1-35 和

图 1-36）

图1-33 云南哈尼族爱尼支系树皮衣 / 王锐 摄          图1-34 云南拉祜族苦聪人蜘蛛网丝衣 / 王锐 摄

图1-35 乌铜走银“24 孝”大熏炉 / 金永

才 制作

图1-36 乌铜走银牛角笔台 / 金永才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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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代设计视野下的中国民族民间设计

一、设计与自然——顺应自然、持续再生

设计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在以前是中国民族民间设计的核心，在今天仍然是许多设计师追寻

的最高境界。之前的年代，在物质资源、科学认知和人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对于自然的理

解与今天大有不同。加上中国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大多数人对于自然的概念还持顺应自然、

持续再生的理念。

所谓顺应自然，就是对所能够接触到的一切自然界中的物质保有应有的恭敬心。面对一座

山、一条河，设计师的出发点更多是考虑如何烘托出自然原本的美，而不是改变或者打破这种

自然界的平衡状态。这时，不光设计出来的东西要顺应自然，连身处其中的人也要成为其中一

部分被约束起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顺应自然的理念并不是单纯意义上对自然的服从，它

的另一个框定条件来自人本身，即持续再生的理念。

人们对泥土的情感是十分复杂且丰富的，就像讲究落叶归根的情感一样。在农业经济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哲学认知体系，本就把土地定义为了可以生生不息、往复不已的主体，加上物质

生活的匮乏，物尽其用也就自然与持续再生捆绑到了一起，成为人们改造自然、运用自然的衡

量标尺。

例如，北方每年到了开渔的季节，人们才会成群结队到冰面上，用打孔拉网的方式获

得河流之下鲜美鱼肉的馈赠，除了开渔的季节之外，其他时候人们都不会做这样的事，这叫

顺应自然。拉网的渔网大小经过严格设计，保证小鱼漏网，确保大鱼不逃，这叫持续再生

（图 1-37）；云贵一带山地偏多，耕地十分有限，人们便依据山地走势依次开发阶梯状的耕地，

既不毁坏环境，又扩充了粮食生产的面积（图 1-38）；在缺少暖气、冷气设备的过去，百姓们

通过对炕头和建筑空间的设计把握，达到应有的效果；等等。这些都是顺应自然、持续再生的

证据。所以说，自然为中国民族民间设计提供了原则，而持续再生为中国民族民间设计提供了

方向。

图1-37 开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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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与文化——尊重自然、传承文脉

有了尊重自然的前提，文脉的传承问题在中国民族民间设计中就

稍显暧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文脉传承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从技术层面上看，传承的主体是方法；从艺术层面上看，传承的关键

是来历；而从学术层面上看，传承的主题是精神。

在技术层面上，中国民族民间设计的案例往往都具有很强的功

能，它们能够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提供非常实用的细节，如生活中经

常接触到的蚊香、蚊帐，生产中接触到的铲子、碾子（图 1-39）、鏊

子等。虽然这些东西和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太大关系，但低廉的价格、

方便的取材还是为其赢得了一席之地，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民间设计

的智慧。

从艺术层面上看，中国民族民间设计往往都和传说、神话有所关

联，甚至在使用方法上和神鬼也脱不开关系。但静下来仔细思考后就

会发现，在当时百姓的认知体系下，对他们说教过多的物理、化学知

识往往是没有用的，倒不如通过浅显易懂，甚至有所威慑或者有所寓

意的神鬼故事来得直接。例如，过年放鞭炮是为了恐吓年兽，其实是

为了营造欢乐气氛；清明节前一两日又称寒食节，一说是祭奠祖先，

图1-39 碾子 / 来源于网络

图1-38 云南元阳哈尼梯田 / 来源于新华网



024

第
一
章 

中
国
民
族
民
间
设
计
导
论

第
一
章

其实还因为春季干燥易发火灾，故而人们不但要“禁火”，

更要准备充足的熟食，尽量把火灾风险降到最低；等等。

即便到了今天，北方地区和部分东南方地区仍保留着

“二十四节气食俗”，严格规定了在不同节气应该吃什么

东西，这些习惯被今天许多健康学家证明后，成了大多

数中年人追寻的膳食理念。

到了学术层面，中国民族民间设计中所传递的精神

是十分可贵的，它将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植

入进去，使许多原本即将面临淘汰甚至退化的设计案例

成为一种记忆和情感被保存起来，并逐步成为中国人的

生活习惯。例如，在分餐制被证明十分健康的前提下，和

分餐制几乎背道而驰的筷子文化仍然占据了餐桌上的主

流等。

因此，中国民族民间设计不是因为好看或是根据某

个传说凭空诞生出来的。它的造物思想与理念不仅体现

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智慧，还是当时掌握话语权的统治阶

级对于百姓生活改观的实际举措。这就是当今天再面对

民族民间设计时，不能单独妄下结论的原因。生活经验

的东西需要靠生活经验来解答，而后才能站在学术和道

德的制高点下对它重新下定论。

三、设计与生产力——材美工巧、物尽其用

中国民族民间设计不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虽然其

中大多数案例都来自最普通的民间，无论从材料还是质

感上都比不上官办和国宝的级别。这种情况只体现了民

族民间设计的一个方面。民族民间设计里也不乏工艺精

湛、名垂青史的优秀案例，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传

奇，奠定中国民族民间智慧在世界领域中的独特且难以

超越的地位的同时，展现了中国民族民间艺人对于材料

和工艺的极致运用。

例如，浙江东阳的竹编工艺，其编制的对象不仅局

限于普通的实用工具，还包括了许多诸如鸡、鸭、龙等栩

栩如生的题材。东阳竹编的材质来源于当地所产的多达

18 个种类的竹子，加工之细腻甚至让竹编达到了滴水不

漏的地步（图 1-40）。江苏苏州刺绣工艺，对针法和用料

的内容十分讲究，以致不但让绣面以假乱真，更在其漫长

的发展过程中有了直绣、盘针、变体绣、两面绣等数十种

针法。福建德化的堆贴瓷烧技术能够将泥土塑成花瓣、叶

图1-40 东阳竹编 / 来源于网络

图1-41 德化堆贴瓷 / 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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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形状并加以烧制，效果逼真，如浮雕一般，花瓣边缘也极其锋利

（图 1-41）。这些内容都是材质和工艺巧妙结合的杰出代表。

此外，云南剑川木雕技艺也将木雕发挥到了极点，很久以前，剑川

地区就流传“一两木屑一两银”的说法，意为木雕匠人的工钱是根据刨

下来的木屑重量计算的，木屑越多证明雕工越精美逼真（图1-42）；河北、

天津泥塑以张明山一派为代表，其作品虽然体量不大，但有非常好的装

饰作用，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后人更是对他和其传承一派有“泥人张”

之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爱戴与传颂。（图1-43）

所以说，中国民族民间设计的体量是十分大的，不能偏颇地依据

对日常生活的理解而轻视其工艺精美的可能；更不能一味追求、崇尚

自然的美感而忽略了“持续再生、物尽其用”的原则。如同一开始所说，

中国民族民间的造物思想本就是一条中庸之道。这种思路指导人们在

神州大地上进行生产、生活，并最终成为生命里的根茎，在不同时空

和不同地点生根、发芽。

图1-42 云南通海三圣宫格子门 / 陈劲松 摄

图1-43 泥人张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