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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明清木作压榨器具的设计特征。方法方法 首先，分析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其次，以木作

压榨器具中的木榨、榨汁凳为例，通过产品设计中几个要素，即材料、结构、原理、动力四方面分别对木

作压榨器具进行设计角度的分析。结论结论 中国传统器具有着独特的设计特征和优点，其在解决设计方

面问题的方法和思想，是值得现代设计借鉴与学习的，如质朴的材料、可靠的构造、高效的功能、多元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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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featur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ood press apparatus. First of all，it ana⁃
lyzes the basis and significance of topic. Secondly，it analyzes the design angle press of pressing apparatus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materials，structure，principle，power several elements in product design through wooden juice and juice stool as an
example.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has unique design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The methods and ideas to solve design
problems is worthy of modern design reference and learning，such as simple materials，reliable structure，efficient function
and multiple power.
KEY WORDS：Ming and Qing wood；pressing apparatus；wooden juice；juice stool

收稿日期：2015-05-19

作者简介：张明山（1983—），男，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与传统器具设计方面的研究。

设计史论的研究，是为了给予现代设计更好的借

鉴和指导。同样，对于古代器具的设计研究，也是为

了对现代产品设计能有更好的参照，以古代器具为

“鉴”，对现代产品设计以启示。器具的演化是连续

的，是以以往的器具为基础的[1]。对于古代器具的设

计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压榨器具，顾名思义即通过挤压使物体内部汁液

渗出的器具。本文以明清木榨（用于压榨酒糟）、榨汁

凳（用于榨甘蔗汁）为例，对古代木作压榨器具进行设

计角度的研究。选择明清时期的木作压榨器具作为

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传世的古代木作压榨器具以明

清时期的老物件为主，虽为农业类机械加工器具，但

其仍具明清木作家具的风骨，其整体造型简洁、尺度

合理，卯榫相连、坚固耐用，木质纹理清晰、色泽温润，

且无矫揉造作之多余装饰。选择木作压榨器具中的

木榨和榨汁凳为具体案例分析的原因，主要是这两种

压榨器具同为杠杆式农业机械，既较为原始，又较为

典型，还可互为参照，互作对比。

1 天然质朴的材料肌理设计

《考工记》记载材美、工巧，是器具设计优良的前

提。对于“材美”，还特别以“辀人”用材提出具体标

准：“轴有三理：一者，以为媺也。二者，以为久也。三

者，以为利也[2]。”这三条标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于

传统木作压榨器具照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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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标准之一是“媺”，媺是美的古体字，即材料选

择要“美”。以木榨为例（见图1），选择的木材要平滑

顺溜，无开裂破损。木榨还会用天然的红色大漆髹涂

其表面，使得木榨整体呈现传统的“中国红”，给人一

种热烈、喜气、祥和的节日氛围。一般酿造米酒的季

节是隆冬腊月，为即将来到的春节做准备，提供美味

佳酿，喜气的红色木榨本身就给人以欢快、节庆的视

觉感受，并且还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富足。

标准之二是“久”，即材料使用要能耐用、长久。以

榨汁凳为例（见图2），其用材以樟木为佳，其次是檀木

等硬木。这些木材的纹理呈长圆形圈状，一圈围着一

圈，没有纵向直纹。在压榨施力时，不易断裂[3]。榨汁

凳表面髹涂桐油，质地坚硬平滑、坚固防水耐用，而且

绿色环保。也有榨汁凳，为增强圆形“榨板”构件的耐

磨性和压榨强度，在榨板外围包裹一层厚厚的铜皮。

标准之三是“利”，即材料要便于加工，制成的构

件间配合无间，能够达到较好的功效。以木榨为例，

与榨汁凳相比，其增加的常规材料是石材。石材的密

度较木材要大，而且质地坚固，完全能够胜任增加压

榨力度的要求。

2 机巧可靠的结构造型设计

明清木榨多在江南地区使用，如绍兴黄酒制作中

会用到木榨将发酵后的酒糟进行挤压，得到成品酒。

江南木榨形制多样，但其结构原理基本属于杠杆式，

通常形制较大，大者高达3米左右，所以也会在木榨旁

配有木梯。而榨汁凳的形制要小的多，通常高者才达

0.5米。

以压榨酒糟的木榨为例，主要由支脚、引流口、底

板、支架、横木、榨框、盖板、枕木、压杆、拉杆、短木、加

压架等构件组成（见图3）。支脚前两足相对后两足微

低、略细，引流口前倾后高呈斜坡状，便于压榨出的酒

流入酒缸，支脚后两足明显比前足更加宽大、厚实。

压榨时，为使酒从酒糟中压榨流出，后两足将承受巨

大的压力，故后两足通过增加宽度、厚度，以提高抗压

能力，增加木榨牢固度。底板内凹，长、宽要比榨框略

大，目的是盛接从榨框间渗漏出来的酒液。支架起到

固定榨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支架不同高度处，分

别列有多个横木，用来抵住压榨时压杆前端翘起产生

的强大力量。横木内侧中间有一方形凹口，凹口深度

和宽度正好比压杆前端略大一点，压榨时，压杆前端

正好放入凹口内，可以有效防止压杆滑动。榨框，形

似一个个抽屉叠放在一起，每个榨框高度不一，下层

的榨框较高，上层的榨框较矮。这样的设计，考虑了

实际操作的方便，因木榨较高，如果上层榨框太高大，

不便于上下木梯来回搬运；同时，从力学角度而言，下

层的榨框设置要高大稳健，上层的的榨框要矮小可

靠，如此叠放在一起，受力时才能不轻易倾斜，更加牢

固。为了方便起见，农家还会在每个榨框顶端写上标

记：“一、二、三……”，不至于叠放混乱。榨框可以根

据所需压榨酒糟混合液的多少，选择具体叠放几层。

相应的，不同层节处都有与之高度相匹配的横木，这

也是榨框必须固定层级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盖板，

是盖于最上层榨框内的工具，其外围尺寸应比榨框内

侧长宽略小一点，其上直接放置枕木，是压杆传递过

来的压力的直接受力构件，也是酒糟混合液直接受力

的来源。压杆，属于木榨的施力构件，也是整个木榨

的“杠杆”，比较粗壮，在其尾端开有方形通孔，用于插

入拉杆。拉杆是连接压杆和加压架的中间构件，拉杆

底端固定于加压架的中间，上半节不同高度分别开有

多个通孔，通孔用来插入短木固定拉杆，用此拉动压

杆。加压架，其前端通过圆轴固定于支脚后两足间，

可绕圆轴上下活动，后端悬空，用来承放石块。

木榨使用时，将酒糟混合液倒入层层叠放的榨框

中，盖上盖板根据实际情况垫上合适数量的枕木，然

后将压杆前端置于支架横木内侧的凹槽中，压杆中部

图1 木榨[4]

Fig.1 Wood press tool

图2 榨汁凳[5]

Fig.2 Squeezing stool

图3 木榨构件指示图[4]

Fig.3 The figure of member

indicates in wood press tool

图4 榨汁凳构件指示图[5]

Fig.4 The figure of member

indicates in squeezing s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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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在枕木上，后端压到合适的高度，将短木插入拉杆

上的通孔中，保证短木正好压住压杆后端不松动。最

后，将事先准备的条状石块叠放到加压架上，从酒糟

中压榨出的酒液会源源不断地从引流口流入承接的

酒缸中。

木榨的设计，各个构件完全可以灵活拆分，便于

闲时储藏，也便于清洗清洁，保持干净卫生。从结构

原理分析，木榨和榨汁凳极为相似。如榨汁凳主要由

凳面、榨板、前后支脚、弧形横梁、引流口等构件组

成。只是木榨比榨汁凳的体量要大的多，构件也更为

复杂，可以说木榨是榨汁凳的“升级版”。

3 省工高效的功能原理设计

《周易·系辞上》载：“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

利[6]。”说明器物的存在必须要对人有“利”，要能够为

人所“利用”，要有一定的功能效用。压榨类器具的主

要功能是将物体中的汁液挤压出来，而如何在压榨的

过程中，达到省工、高效、可靠、节能等技术要求，即

“压榨器具”的价值所在。

器具在设计和制造的过程，包括科学与艺术相结

合的创作。传统压榨器具隶属于农业机械器具范畴，

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按照设计原理大致可以分为几

大类：牵引式，杠杆式，轮、轴组合式，轮、轴、齿轮组合

式等[7]。这里研究的木作压榨器具木榨和榨汁凳，属

于杠杆式农业机械。

杠杆式机械的应用，是古人提高劳动效率、降低

劳动强度的重要手段。关于杠杆原理的应用，早在先

秦时期《墨子·经下》已有记载：“衡，加重于其一旁，必

捶。权重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

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分别用“本”作为杠杆短端

的称谓，“标”作为杠杆长端的称谓。

以木榨为例，其使用杠杆原理，将枕木作为支点，

压杆作为杠杆，支架横木和加压架分别作为阻力和动

力，支架横木和加压架到枕木之间的距离分别构成阻

力臂和动力臂。根据杠杆原理，阻力臂和阻力不变的

情况下，动力臂越长，所需动力就越小。古人很聪明，

运用了这一原理，通过拉杆和加压架的联合构件，巧

妙地将动力臂延长，使得压榨更加省力。分析可知，

加压架除了提供动力来源的同时，还起到延长动力臂

的作用，实在机巧。同时，榨框设计置于支架旁边，将

阻力臂减小到最小，也使得压榨更加轻松。理解了木

榨的杠杆构造，再来审视榨汁凳的功能原理，那就更

为简单。榨汁凳操作时，只需将甘蔗放置于榨汁凳的

榨板相对应的凳面上，左手扶着弧形横梁，右手握持

榨板后端把手用力下压即可压榨出汁液。

4 善假于物的动力来源设计

汉桓谭《桓子新论》载：“宓牺之制杵舂，万民以济，

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8]。”

这里说的是古代造物者改进杵臼的工作原理和构件结

构制成脚碓，脚碓利用人体自身重力及杠杆原理舂米

的效率要比杵臼舂米高十倍之多。同理，压榨酒糟的

木榨也可看作是对榨汁凳的改进，古代造物者为了得

到更多的动力来源，提高压榨的效能，不仅加大了压

榨器具的体积，也增设了新的机巧构件，即用于加压

的“加压架”和用于构件连接的“拉杆”。

木榨增设加压架、拉杆等构件，借用石块自身重

力进行压榨的方式，是古代造物者“善假于物”设计思

想方法的具体体现。《荀子·劝学篇》载：“登高而招，臂

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

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

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9]。”木榨

假借石块压榨酒糟，并非木榨本身非常特别，而是木

榨的设计者善于借用外力，增加木榨构件，提高压榨

酒糟的功效。由此可见，古人“善假于物”不只体现在

对外部资源的调动，也表现在对器具内部结构、动力

使用的创新。

中国传统造物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以人为中心的

设计法则[10]。如何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都是

古代造物实际考虑的问题。压榨酒糟的木榨是对榨

汁凳的进一步改进，用榨汁凳榨甘蔗汁是一项纯体力

劳动，但由于甘蔗体积较小，所需力量要求相对较低，

仅凭单手即可操作压榨。而酿酒中压榨酒糟的少则

几十斤，重者达百斤，对压榨力量要求明显加大，仅凭

单手无法操作压榨工序，因此木榨较榨汁凳增加设计

了一个“加压架”，用以盛放石块增加压榨的动力，既

降低了操作者压榨的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工作效能。

5 结语

朱熹《朱子语类》载：“器字，是凡见于有形之实事

者，皆谓器[11]。”器，必有一定的造型与结构，文章以明

清木作压榨器具中的木榨和榨汁凳为例，分析其材

料、结构、原理、动力等方面的设计特征。虽然如今压

榨器具所用的材料、动力等已发生变化，但古人在压

榨器具方面的设计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仍然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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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者借鉴。如榨框，由多个不同尺寸、造型类

似的组合构件组成，可根据实际压榨酒糟体量的大

小，选择不同数量的榨框组合成完整的压榨器具。这

与现代设计中的“模数化”设计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即“设计可以互换的构件，用在不同的组合中形成新

的个体。”这样的设计策略和方法，在现代家居设计中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家居设计“贵活变”：“幽斋陈

设，妙在日新月异……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动

移，此外皆当活变[12]。”利用“模数化”理念，设计“单元

构件”组合成家具，根据季节的变化，选择组合成不同

造型和功能的家具，布置成不同风格的家居环境和空

间。以此达到悦目、愉心、怡情的目的和功效。

通过本文对明清木作压榨器具的研究，希望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更多的设计史论研究者或设计

师，能从器具设计的角度研究传统设计，更多地关注

与审视古代民间生活和生产器具，探寻中国造物传统

的杰出特征，挖掘古代造物深层次的民族共性，以期

对现代设计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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