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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明代汲水器具设计中的审美。方法方法 首先，分析设计审美与标准审美之间的差异；其

次，通过设计审美相关的设计材料、构造、装饰、使用4个方面，对明代汲水器具的设计进行分析，研究

汲水器具所蕴含的设计美。结论结论 明代汲水器具所蕴含的“极简”美学对现代设计以启示，设计应考虑

成本因素，材料应低廉，运输应方便；技术因素，加工工艺应易于实现，工序应简洁；功能因素，功能应

简单实用；使用因素，操作区域应易于辨识，操作应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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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esthetic on Pumping Equipment in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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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studied the aesthetics on designing of pumping equipment in Ming Dynasty. Methods First
of all，it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ndards aesthetic and design aesthetic；Secondly，through the design aesthetic
related design materials，structure，decoration，the use of four aspects，it analyzed the design of pumping equipment in Ming
Dynasty，and the research of pumping equipment design of beauty. Conclusion Pumping equipment has the inspiration in
Ming Dynasty inherent "minimalist" aesthetics of modern design，the design should consider the cost factor，the material
should be inexpensive，easy to transport；technical factors, processing technology should be easy to achieve，processes
should be concise；function factor function should be simple and practical；using factors operating area should be easy to
identify，the operation should be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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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的农

用器具基本在明代定型。汲水器具是从低处往高处

打水的工具，农业上可用于农田灌溉，工业中可用于

汲卤、提取矿石和泥沙等。汲水工具主要有桔槔和辘

轳等，对其设计审美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设计的审

美在于满足功能的需求和给予舒适的使用，满足功能

需求是器具存在的前提条件，设计的目的是解决某个

或几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即设计的“实用性”；而给予

舒适的使用是器具存在的更高价值，设计的要求是让

设计受众更舒适地解决遇到的困难，即设计的“适人

性”，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属性的设计才是“美”的。

设计物如何达到“实用性”与“适人性”的和谐统一

“美”，即要通过材料、构造、装饰、使用等综合因素的

设计才能达到。

1 设计审美与标准审美释意

审美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掌握世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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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桔槔[4]

Fig.1 Shadoof

观规律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人和世界（社会和自然）形

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情感的关系状态。审美活

动是对人生的一种观照和体验过程[1]。审美需要主体和

客体的存在和互动，即美是客观和主管的辩证统一[2]。

审美主体即是在社会实践特别是在审美实践中形成

的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人；审美客体是指在社会实践

中特别是在审美实践中审美主体的研究对象。设计

审美与标准审美的根本区别在于设计审美的客体具

有一定的范畴，特指设计物。标准审美客体可以没有

具体的物，可以是一份愉悦的感受或是一份美好的心

情。设计审美客体必须有设计物，是流向市场的实在

器具，其必须具备一般商品的特性，如成本低廉、制作

简单、使用方便、物流顺畅、维修便捷等。同时，标准

审美主体可以是社会主体，也可以是个人主体（即人

类个体或个体人）。但设计审美因审美客体是市场中流

动的设计物，设计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和市场而存在[3]，因

此，设计审美的主体一般都是社会主体。对设计物的

设计审美研究，需考虑其成本因素、技术因素、功能因

素、物流因素、维修因素等各种有别于标准审美的功

利因素。以明代汲水器具桔槔和辘轳为例，见图1-2，

从设计审美角度出发，分析其材料简易美、构造简单

美、装饰简洁美、使用简便美。

2 明代汲水器具“极简”的设计美

2.1 汲水器具简易的材料美

设计之要，首在选材。设计物效能如何，一般以上

取决于前期选材是否合理。材料的选择既决定了加工

工艺，又决定了使用寿命和使用效能。在选材环节，主

要考虑3个方面因素：品质优良、工艺简单、成本低廉。

品质优良，是指所选材料质地是否可靠，物理性能是否

坚固，化学性能是否稳定；工艺简单是指所选材料的加

工技术是否容易，环节是否简便，加工器械是否普及；

成本低廉是指所选材料是否简单易得、价格低廉、运输

方便、动力可持续等，设计一件工具或用具，成本因素

必须考虑，尤其是民作器具。明代传统汲水器具，以木

作辘轳为例。辘轳的发明较早，有汉画像砖为证，古人

用其挖井取水、掘坑取土、凿洞采矿等。辘轳选材的主

要特点是其材料易得，主要制作材料是硬木，而中国农

村硬木随处可得，有榆木、水曲柳、桦木、杨木等。木材

经采伐，一般需自然干燥后方可加工，自然干燥后的木

质更加坚固，能满足使用的强度和硬度要求。辘轳的

主要构件如轮轴采用圆木加工而成，选用圆木既可保

证轮轴整体强度要求，又可省去不必要的加工工序和

环节，简洁而科学。辘轳的构件完全可拆卸，当使用几

年，某些构件磨损后，只需更换磨损件无需替换整个辘

轳，后期维修成本低廉。另外，辘轳的选材之优还体现

在其关键构件上，在其转轴的接触面上采用耐磨、耐高

温的铸铁件，并以植物油脂润滑降低摩擦生热，大大提

高了辘轳的使用年限。

2.2 汲水器具简单的构造美

凡涉及使用功能的器物，必然涉及其构造，这里

所说的构造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器具的内部构造，

如器皿的内部容积（餐饮器等）、内置器械传动装置、

建筑的掩埋式框架、基础结构等，也包括所用器物的

基础结构，如布媒织面、纸媒质地、木媒肌理等。二是

指器物的外部形态，如器皿、器械、器具的基本型制，

布媒、纸媒、木媒的表层的天然纹理和人为纹案[6]。关

于汲水器具的构造，明代《天工开物》中所载桔槔图显

示（如图1），其通过两个竖竹竿做成的一个支点；另一

横竹竿中间部位固定于支点上，横竹竿两头分别挂一

图2 辘轳[5]

Fig.2 Wind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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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石和用于悬挂水桶的竹竿。这里所说的桔槔构造

的简单，是指其所有构件都直接对接相应的操作和效

能，没有任何多余的构件。从力学原理分析，桔槔是

利用杠杆原理从低处提水置高处。桔槔的构件从杠

杆角度研究，其只有两竖杆制成的支点、已及横杆做

成的杠杆本身，没有任何无用多余的功能件。构造的

简单还有另一角度的考量，即很多器具自然发明之

后，虽然经过几百上千年的使用检验和改进，但其构

造基本没有改变的空间，即常说的“终极设计”。这类

器具一旦设计成型，即使材料、科技等发展变化，其构

造仍保持其原有结构，如筷子就是典型的“终极设

计”。桔槔也是这类“终极设计”，从明代《天工开物》

中所载图稿，再到近现代使用的桔槔，其基本构件和

功能原理一直未变。桔槔构件指示图，见图3，辘轳构

件指示图见图4。

2.3 汲水器具简朴的装饰美

器具的装饰设计，也是一种功能的延伸。设计物

最初仅为了满足一定的实用功能要求，但是仅仅只能

满足功能需求，不能满足舒适地使用的设计物必然不

能长久的存在。从本质上讲器物的内部构造解决的

实用功能的问题，外部形态是内部构造的延伸和发

展。器具的装饰分为立体的造型装饰和平面的纹样、

肌理处理等。官作器具由于其在当时社会的政治资

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科技资源占据优势，故其满

足实用功能之后，更注重各项“附丽价值”如文化标

识、身份彰显、审美趣味、财富增值等[6]。而民作农具

注重的是实用性，相对官作器具更加质朴。如汲水器

具内部结构解决的是从低处提水的功能，无论从其造

型还是单个平面分析几乎没有多余装饰。桔槔的竹

竿、辘轳的把手都是选用自然材料竹木，经过简单的

造型加工，或经桐油髹涂，无任何雕龙画凤。但在长

久的操作过程中，经人手不断地握持，汗水浸润了竹

木表面，竹竿和把手的色泽会变得更加深层暗红，给

人以温润舒适的装饰美感。这正是传统农具与官作

器具的差异，汲水器具等农具的使用受众主要是社会

最低层的雇农、佃农和自耕农，他们缺乏政府和人文

环境的关注。农用器具只能在满足农耕汲水的需要

基础上，更关注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故

汲水等农具彰显出的是简单的构造和简朴的装饰，无

矫揉造作的“附丽价值”。

2.4 汲水器具简便的使用美

设计之物，必须让使用受众“舒适”地使用，才是

“美”的。如果一把镰刀，木制手柄没有打磨顺滑，收

割麦子中总是刺破手掌。那这把镰刀不可使用长久，

必将被淘汰，更无“美”可言。传统汲水器具，显著特

点是需三个操作步骤完成的，绝不四个步骤实现。如

桔槔打水，只需拉动细长杠杆一端悬挂的水桶将其送

入水井，当水桶打满水后，由于坠石重力的作用，人只

要稍稍把绳索向上一提，便把水桶提上来，用以节省

汲引力[9]。如此来回汲水，方便简洁，还非常省力。明

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对桔槔有记载：“桔槔，挈水械

也。……‘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

者也。故俯仰不得罪于人。’今濒水灌园之家多置

之。实古今通用之器，用力少而见功多者[5]。”徐光启

也描述了桔槔的使用之方便：“引之则俯，舍之则仰”，

即拉着桔槔杠子即下降，手松开桔槔杆自动上仰，说

明桔槔的工作是借住坠石自重，省力且效能高，即徐

光启说的“用力少而见功多者”。

元代王祯《农书》载：“凡汲水于井上，取其俯仰则

图3 桔槔构件指示图[7]

Fig.3 The figure of member indicates in shadoof

图4 辘轳构件指示图[8]

Fig.4 The figure of member indicates in wind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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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槔，取其圆转则辘轳，皆挈水械也。然桔槔绠短而

汲浅，独辘轳深浅俱适其宜也[10]。”说明了桔槔和辘轳

虽同为汲水器具，但两者的工作原理有所差别，桔槔

是利用仰俯的工作原理，而辘轳是利用圆转的工作原

理。辘轳和桔槔各有优劣，可取长补短，根据不同条

件和需求，选择架设不同汲水器具。辘轳因其工作原

理是利用轮轴圆转，可根据水源深度，自行收放绳索

长度，不会出现水源太深无法汲水的情况，使用简单

方便。桔槔因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杠杆仰俯，只要找一

个高处的支点、一根竹竿、一个重物，就可快速架设用

来汲水，对于硬件要求较低，且可分拆重新安装换水

源汲水，体现了简便的使用美。故水源稳定且较深的

水井处，可架设辘轳汲水；而临时灌溉且水源较浅的

湖泊处，可架设桔槔汲水。

3 明代汲水器具“极简”美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明代汲水器具以其简易的材料、简单的构造实现

了可靠的“实用性”，以其简朴的装饰、简便的使用，满

足了“适人性”的更高设计要求。汲水器具所具备的

“极简”美，体现了传统造物中“人为用物”和“物用为

人”一器两面的特点，给予现代设计以启示。

人为用物，即是用具体的材料、结构制造出器具

以解决实际的问题，满足“物”为“人”用[11]。汲水器具

简易的材料美，体现了古人造物所蕴含的道法自然的

古朴思想，遵循客观规律，充分考虑材料的品质、加

工、成本等因素，包括木材砍伐时间的选择都会遵循

自然规律，如元代《齐民要术》载：“凡伐木，四月、七

月，则不虫而坚韧。凡木有子实者，候其子实将熟，皆

其时也”。汲水器具简单的构造美，体现了备物致用

的实用性原则。《易·系辞上》载：“备物致用，立成器以

为天下利。”说明器物可以给人带来使用的方便、带来

利益等，而器物的结构特征和动力来源又决定了其功

能的实用与否。以桔槔为例，其构造极为简单只需一

个支点、一个杠杆、一个重物，而且动力来源只需给予

杠杆一个初始动力，使其力臂发生变化，依靠重物自

身重力调节即可汲水，方便又省力。

物用为人，即是器具以其装饰、使用，更好地为人

所用。汲水器具简朴的装饰美，体现了古人返璞归真

的追求，以本色示人，摒弃无功能性的造型和肌理装

饰。将大装饰寓于无装饰，将大美寓于本色，以农夫

的汗水浸润汲水器具的竹竿或把手，改变其原有的色

泽和肌理，体现劳动带来的苦与乐。汲水器具简便的

使用美，体现了古人因势利导的处事哲学。桔槔与辘

轳相比，桔槔的优点是架设简单、位移方便，缺点是汲

水深度有限；而辘轳的优点是汲水深浅皆宜，缺点是

制造相对复杂、位移相对不便。古人会在不同环境下

选择不同汲水器具，使人、物和环境三者和谐统一，最

终达到汲水目的。

4 结语

西方现代“设计”概念引入中国才短短几十年，许

多人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设计，中国古代不存在设

计思想。实际这是大错特错的，虽然中国古代没有“设

计”二字，但“设计思想”古已有之。以明代汲水器具为

例，其在满足实际的汲水功能需求和舒适使用目的同

时，也已具备现代设计审美的各项特点，汲水器具的

“极简”特点，也正是设计审美的重要特征。中国传统

民具虽具有蔚为大观的众多经典设计案例，但我国的

当代设计确实落后于西方国家，如何将传统民具中的

设计思想，如汲水器具的“极简”美学，运用到现代设计

中，值得每位设计师和设计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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