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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人为轮”篇的设计美学思想及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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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工记》中“轮人为轮”篇对车轮制作的每一工序、工艺及规范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和说明，

体现了我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思想及设计理念。其设计美学涉及器物功能、形式与造型、材料、结构等方面，

同时从人、物、自然的关系出发，提出了“重己役物”“天人合一”“巧法造化”“去其常然”等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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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heel” Aesthetic Ideology and Desig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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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chapter “On Wheel” of  Kao Gong Ji, clear spec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are made for every process,
craft and standard in the manufacture of wheels, which reflects both aesthetic ideology and design philosophy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ts design aesthetics involves function of utensils, shape and appearance, material, structure and so on. In
addition, based on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utensil and nature, several design philosophies are proposed such as
“Emphasis on people, making use of tools”,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Manufacture in a smart way”,
“Removing the mediocr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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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车是我国古代陆上的主要交通工具，而车轮是

推动整个车辆运行的核心部件。临淄中国古车博物

馆有副楹联：“轮运三代鼎五霸胜业，辐集九州聚七

雄精英”[1]。可见，车在历史上并不仅仅是一种代步

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作战工具，与国之命运息息相

关。它跨越时间长河，承载的是英雄豪杰，碾出的

是历史弘篇。

轮人，古代指制作车轮的工匠或职掌制作车轮

及有关部件的官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一

部著作——《周礼·考工记》，该书记述了周代王城

建设的空间布局，亦记载了各种手工业的分工情况，

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工艺史的重要资料。其开篇讲述

了“百工之事”，将当时的官营手工业和家庭小手工

业的主要工作做了详细分类，含木工、金工、皮革、

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 30个工种。其中与木工
制作有关的又分成轮、舆、弓、庐、匠、车、梓等

7个工种[2]。《考工记》中的“轮人为轮”篇（以下简

称“轮人”篇）将制作车轮作为独立划出的一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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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舆人” 辀“ 人”“车人”共同组成古代的

制车系统。“轮人”篇的主要内容包括：1）车轮的毂、
辐、牙等 3个重要部件的制作规范；2）车轮的选材、
用材要领；3）为适应不同的道路条件，针对轮缘的
不同所应采取的制作工艺以及针对车轮检验所制定

的六大标准。

“轮人”篇对车轮制造中每一个工序的制作工艺

与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其内容涉及到数

学、地理学、力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不但体现了先

秦时期工匠们高超的智慧和独到的见解，反映了中

国古代的机械制造工艺及科技发展水平，而且还体

现了我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思想及设计理念。

1 设计美学思想

设计活动是一种基于现实应用基础上的艺术创

造活动，因此有着较强的应用性和审美性。同时，设

计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应用学科，因而又具有

技术性。设计作为一种人类有目的的、按照美的规

律所进行的创造活动，体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达

到的是一种静态的效果，而最后的静态效果应当体

现出一种设计美学思想。“轮人”篇的设计美学思想

涉及功能、造型、材料、结构等方面[3]。

1.1 功能美

从“轮人”篇内容上看，其文大都秉承“功致为

上”的基本原则，所谓“功致为上”就是强调制器

的功能性。《礼记·月令》有云：“（孟冬之月）命工

効师 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

心，必功致为上。”这里的“功致为上”意即设计制

作器具要遵循功能至上的原则，使实用性大于装饰

性。接着说：“必功致为上者，言作器不须靡丽华侈，

必功力密致为上。”就是要求抛开器物的奢华靡丽，

在功能性上下功夫。当然，重视器物设计的功能美

并不只是强调器物的实用功能，同时还应强调设计

的认知功能和审美功能。

“轮人”篇有“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

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轮敝，三材不失

职，谓之完”之句，指出了“轮人”制作车轮时，毂、

辐、牙三者的用途：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部件，它

是为车轮的转动服务的；辐，即车轮中连接毂与轮

圈的直木条，要使它直指车牙，起支撑和连接作用；

牙，又名辋，车轮的外周即轮圈，要使它牢固紧抱，

起稳固和保护作用。这三者结合起来，即使轮子破

旧了也不会丧失毂、辐、牙的实用性，这才叫完美。

这段论述，对车轮的实用性做了很好的说明，强调

了其实用的功能。

接着“轮人”篇又提到“三望”“三进”：“望而

眂其轮， 幎欲其 尔而下迤也； 眂进而 之，欲其微至

也，无所取之，取诸圜也。望其辐， 揱欲其 尔而纤

也； 眂进而 之，欲其肉称也，无所取之，取诸易直

也。望其毂，欲其眼也； 眂进而 之，欲其帱之廉也，

无所取之，取诸急也。眂其绠，欲其蚤之正也。察

菑 齵其 蚤不齿 ，则轮虽敝不匡。”这里的所谓“望”

就是远观： 眂一望其 （即轮子），看它轮圈转动是否

周而复始均致地触地；二望其辐（即辐条），注意它

是否像人的手臂一样由粗渐细；三望其毂，注意它

是否匀整光洁。在这里，“进”通“近”，为近看的

意思，“轮人”篇要求制作者看看轮子着地面积是否

很小，即是要求轮子正圆；看看辐条是否光滑均好，

即是要求辐条滑致挺直；最后看看车毂，注意裹革

的地方是否起棱角，即是要求包裹紧固。这样，工

匠们在审视的同时，对各方面的功能会有一定的认

知，在“三望”“三进”中，对车轮的造型也会有一

定的审美认识。

1.2 形式与造型美

形式与造型往往是分不开的，形式是构成事物

诸要素的结构和显示方式。“形”即“原则”，它包

括原始形、自然形；“式”即“法则”。“形”是自然

的，“式”是人为的。“形式”是指将自然形态经过

人为加工而成为一种新的美的秩序。它在器物上所

折射出来的美，更多地表现为均衡与稳定的美学效

果。而造型美则包括形态美与色彩美，两者相互补

充，达到美的统一。

“容毂必直，陈篆必正，施胶必厚，施筋必数，

帱必负干。”“凡辐，量其凿深以为辐广。辐广而凿

浅， 扤则是以大 ，虽有良工，莫之能固。凿深而辐

小，则是固有余而强不足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整治毂的形状必定要使它

内外同轴，设篆一定要均等平整，敷胶一定要厚，缠

筋必定要密集，所施的胶筋与毂体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所有的辐条， 菑辐 入孔的深度等于辐的宽度。如

菑果辐宽而 孔太浅，那就极易动摇，即使是优秀的

工匠再也不能使它牢固。 菑如果 孔深而辐轴狭小，那

么牢固有余而强度不足则容易折断。

由此可以看出，轮人制车时，在形式上，以毂为

中心，辐条呈周围发散形式的组合，其所表现出来

的形式美是以保持等量不等形为前提的发散均衡美；

设篆时则强调一定要均等平整，敷胶一定要厚，缠

筋必定要密集，这个要求所表现出的形式美就反映

在稳定性上。均衡和稳定给人带来的第一感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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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舒适。其实，这也正是制车时最基本的要求。

对于车来说，如果没有安全感，就无法谈舒适，即

使制作为成品，也没人敢乘坐。可见，形式与造型

直接关系到视觉感受，并能引起消费者心理上的共

鸣，物稳则心稳[4]。

1.3 材料美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

然后可以为良。”这是“轮人”篇对手工艺设计与生

产提出的 4条标准，其中“材有美”就是对选材方面
提出的要求。

“轮人”篇开头就针对木质材料提出：“轮人为

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这里

的“其时”在《周礼·徒》中有详细解释：“仲冬，

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

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可见，古人在对材木

采伐时选择上的苛刻度，精细到连时令、生长地区、

阴阳之面都做了详细区别：“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

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5]选材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好的材料其肌理美和

材质美都能得到完美展现，木有木纹，玉有玉纹，不

同的纹理展现出的色泽也有所不同。“轮人”篇中虽

没详细讲述木材的色泽区别，却对包裹在轮子外面

的皮筋的色泽做了详细阐述：“轮人为轮……既摩，

革色青白，谓之毂之善。”打磨好的皮筋是青白色，

方能谓之善。“善”，就是美的意思。“轮人”篇以颜

色判别材料磨制的程度，既对材料加工的精细度做

了考察，又对车轮的美感度做了要求，可见其对工

匠们的手工制作严格要求的程度[6]。

1.4 结构美

结构是组成美的框架，没了框架，一切美的形

式都不存在。在车轮的构造中，辐条就是支持整个

轮子的框架，它的结构美除了形式上表现出的排布

组合美外，每根的变化也能造出意想不到的美感：

“望其辐， 揱欲其 尔而纤也， 眡进而 之，欲其肉

称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远望辐条，要注意它是否像

人的手臂一样由粗渐细；近看辐条，要注意它是否

光滑均好。在前文造型与形式美中提到，辐条在散

射中应保持等量不等形的均衡，而后文又强调其粗

细要像手臂一样由粗渐细，并以直线为主，成圆形

散射，使得其形式富有变化，在给人以动态感觉的

同时又很好地满足它的功能性需要。

2 设计理念

人类历史上第一件人造物的诞生也代表着设计

的诞生。人类依照自己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对日常生

活的期许，对人造物在形态、色彩、功能等方面进

行设想与规划，并在此过程中，通过思想境界的不

断提升进行着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对话，从而体现

其独有的设计理念。《考工记》作为记述我国春秋时

期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较为

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先民们的设计理念。在此，笔

者将从人、物、自然三者间的关系出发，分析“轮

人”篇所蕴含的设计理念。

2. 1 人与物——重己役物

“重己役物”一词是后人对荀子“君子役物，小

人役於物”思想的概括。荀子认为君子能够役使物，

而小人却被物所役使，可见其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

所强调的是人的主体地位。《庄子·外篇·山木第二

十》有“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之句，意思就是：利

用物而不受制于物，因此才能役使物。此处强调人类

支配物而不被物所役使，实际上就强调了人与物关系

中人的主体意识。古人的这种思想运用在设计中，就

是说当人这一主体具备了主观能动性时，设计的意识

才会发生；有了意识才能指导行动，才能引导设计的

发生。而在设计过程中，人做了主体，物就必然服务

于人。这一思想包括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尺度（包括

心理尺度和生理尺度）。只有通过人性化的设计，重

己役物的思想才能得以实现。

“轮人”篇提到：“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

巧者和之。”这里涉及到 3个要点：“材”“巧者”以
及“和”。“材”即为物，“巧者”即为人，人和物的

关系要靠人这一主体来“和”，否则材料还是材料，

造物设计就无从谈起。人的重要性就体现在此，不

管是选材还是造物，都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里面。那

么“以人为本”“重己役物”的思想在“轮人”篇中

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凡辐，量其凿深以为辐广。辐广而凿浅，则是

扤以大 ，虽有良工，莫之能固。凿深而辐小，则是

固有余而强不足也。”这段话是对车轮辐条的设计尺

度作说明： 菑如果辐宽而 孔太浅，那就极易动摇；如

菑果 孔深而辐轴狭小，那么牢固有余而强度不足，则

容易折断。关于人这一主体，文中虽并没有提到一

字一句，但从这一宽一窄、一深一浅的对比中，就

能感受到工匠们对于设计物体细节的把握并没有离

开“人”。首先，“物”围绕着人的意识在变动，对

“辐”的要求都是作者提出来的，体现了“人”的意

志。其次，设计中也体现了人性化思想。要求辐条

稳固，是为了车的稳固，而车最后是由人来乘坐与

使用，因而“固”这个要求是从物理上的“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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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却以满足“人”心理上的“固”而告终，其中暗

含在器物上的人性化考量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以得出古人在造物时所遵循的设计思想：

役物而不为物所役，人既然造物，就势必要以人为

主，物服务于人。这既肯定了人的智慧和才干，强

调了人在造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也将人作为造物

的立足点，彰显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7]。

2. 2 人与自然——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古代思想家

所探讨的话题。最早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庄

子，之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主体。“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它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上

文提到“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其时”就是自然，“轮人”篇专门做了解释：

“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

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

时也。”

“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

此地气然也。”

这两段话，一个说明了什么是“天时”，另一个

则说明了什么是“地利”，归结起来都是“自然”之

事。天地万物在大自然的孕育下不断地变化着，其

生长环境与位置不同，物的特性也会有所不同。所

以，在取材造物的时候要注重遵循自然规律，是故

“轮人”篇有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

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这就突显

了“和”的重要性。是故“合一”必先把握自然生

长规律，人为调和方成大器。

“轮人”篇中提到伐取经材的要领：“凡斩毂之

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

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则毂虽敝

藃不 。”就是说伐取经材，必须先刻识阴阳记号。木

材向阳的部分，文理致密而坚实；背阳的部分，文

理琉松而柔弱。所以要用火烘烤背阴的部分，使其

与向阳的部分性能一致，然后作毂。这段话就是古

人在设计造物中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融会贯通：首

先要对木材的阴阳部分有所认识，改造自然必然建

立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只有对木材阴阳面的纹理

特性有所了解之后，才能加以调和。

合即“和”，它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尝试。人类

在创始之初，对于大自然的探索一直没有中断。由最

开始的敬畏、事奉到后来天人一致，自然相通，都是

以心怀自然为前提的。一直到现在，我国政府正在倡

导构建“和谐社会”，可见“和”的思想一脉相承。

《考工记》一书编于先秦时期，此后的人们对于

“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继承和发展。虽然该文献并未

直接提出这个名词，但“合”的思想却在文中随处

可见[8]。

2. 3 物与自然——巧法造化

关于“巧”的问题，《庄子·天地》篇中有这么

一个故事：子贡到楚国游历，返回途中遇到一位老

丈，正在菜园整地开畦，子贡见他抱着水瓮浇水灌

地，用力过多而功效甚少，便将一种取巧力的机械

告诉老者，却不料老者回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

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

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载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我老师说，

使用机械的人一定会进行投机取巧的事，做投机取

巧的事的人一定会有投机取巧的心，投机取巧的心

藏在胸中，心灵就不纯洁。

这段话针对“机械”与“机心”的问题做了辩证。

“机械”，正是《考工记》一书所记录的东西，而“机

心”就是“巧”的意思。关于“巧”，用法不同，其

贬褒之义亦有不同。子贡所讲的是以巧破拙，而老

者却将其视为投机取巧。当然，如果说“巧”是对

人自然之心的一种异化，如此说法确不为过，但是

造物取巧必更贴近自然，而贴近自然的前提就是认

识自然。

“轮人”篇云：“凡为轮，行泽者欲杼，行山者欲

侔。杼以行泽，则是刀以割涂也，是故涂不附。侔

以行山，则是抟以行石也， 甐是故轮虽敝不 于凿。”

此处论述了应当依照自然环境的变动对车轮进行改

造：行驶于泽地的，轮缘要削薄；行驶于山地的，牙

厚要上下相等。只有“物”与环境相协调，才能巧

法造化，才能起到“物”所应有的作用。

那么，再回过头看子贡与老者的对话，就会发现

子贡所论的是“物”与“自然”的关系，而老者所

论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物与自然，只有

两者契合，才有巧法造化的可能。人与自然，人唯

有心怀自然才能道法自然。在此，姑且不去评论子

贡与老者对“巧”解读的对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去观察就会明白，在当时手工艺生产为主的时

代背景下，巧法造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力、物力、

财力的节省，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要顺应自然就

必须保持本性，不为外物所役，不为机械所累，而

这正是对造物与做人的根本要求。

2 . 4 人与物、自然——去其常然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传统造物也一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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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是故规之， 眂以 其圜也；萭之， 眂以 其

匡也；县之， 眂以 其辐之直也；水之， 眂以 其平沈

之均也；量其薮以黍， 眂以 其同也；权之， 眂以 其

轻重之侔也。故可规、 萭可 、可水、可县、可量、可

权也，谓之国工。”这段话是“轮人”篇末尾关于成

品车轮检测问题的说明：用圆规来检验，看轮圈是

否很圆； 萭用 来检验，看轮圈两侧是否规整；悬绳

检验上下两辐是否对直；浮在水上观测浮沉的深浅

是否均等；用黍测量两毂中空之处看其大小（容积）

是否相同；用天平衡量两轮的重量是否相等。如果

制造出来的轮子能够圆中规， 萭平中 ，直中绳，浮

沉深浅同，黍米测量同，权衡轻重同，那么这个轮

子的制造者可以称为国家一流的工匠了。由此可见，

圆规、萭、绳等是检验车轮方圆标准的重要工具。在

当时，关于是否使用造物工具是有争论的，庄子认

为造物是超功利的活动，“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

万物之本”，而工具类的绳、墨、规、矩的使用是对

物“毁其常然”，因此他反对一切雕削取巧，对有违

“真性”的人为措施表示不满。而在这一点上，“轮

人”篇却与庄子是对立的，“轮人”篇中直接提出：

工匠造出的轮子要通过工具检验并且符合上述标准，

这个工匠才能称为国家一流的工匠。

造物本身就是一种“去其常然”的行为，所谓的

“巧法造化”“天人合一”，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去掉事物不协调的部分，以达到物质因素与人文因

素、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外观形式与内涵意蕴、装

饰纹理与质地结构、人工意匠与天然情趣等关系的

和谐统一。这里的“去其常然”和庄子的“毁其常然”，

虽只有一字之差，其结果却相差很远，原因是两者所

掌握的“度”不同。在中国，“度”的原则古已有之。

儒家讲中庸，即是适度原则的体现，即不能不够，也

不能过分，唯有把握度，才是最具智慧的做法。因此，

在造型与造物的同时，考虑如何在维其常然的基础

上对物进行改观，并不破坏自然和谐，这才是真正的

造物之道，这同时也是在造物过程中处理人、物、自

然三者关系时始终应当坚持的原则。

3 结语

“轮人”篇虽然只是制车工艺里的一部分，却以

较短的文字反映出了先秦时期古人对器物功能、形

式与造型、材料、结构等方面美的把握，体现了其

独到的设计理念，并很好地反映了古人造物的匠心

独运和得心应手，这些都建立在古人对于物与自然

的认识和悉心观察的基础上。今天的人们在惊叹传

统手工艺的美的同时，更应用心体悟并寻找时代背

景下工匠们对于美的认识和表现，并试图从那些传

统手工艺活灵活现的仿生造型中，找到当代设计美

学思想的发展之路。“技以载道”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将胸怀自然的思想意识融入设计中，道器并举，才

是当代设计师应当学习并实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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