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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以我国传统道器文化为启示，分析这一古典哲学思想在当代设计中的价值，并探究更富有哲

学内涵的现代设计方法。方法方法 结合当代设计实例，理解和认识“道”与“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核心

内涵，通过在当代设计中发现道器思想的结合点与体现方式进行研究。结论结论 通过对不同的设计实例进

行深入分析，分别从形式与功能、技术与风格的角度进行研究，发掘出其中蕴含的道器合一的哲学思想。

设计师应当学会变古通今，在现代设计实践中不断寻求与这一经典哲学思想相对应的基点，以道器合一

的思想引导创新思路，最终形成更富有哲学内涵的当代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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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our traditional logos and utensils thought as the enlightenment，it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classical philosophy thoughts in the contemporary design to explore modern design methods with mor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Combined with contemporary design example，to understand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os and utensils，the combination points and embodiment of logos and utensils thoughts in contemporary design
is researched. By depth analysis of different design examples，from the form and the function，technique and style point of
view，the philosophy thoughts of the logos and utensils integration are discovered. Designers should learn something from
past and use it for today，try our best to discover the corresponding points form logos and utensils thought to the modern
design，guiding the innovative ideas with "Integration of Logos and Utensils" thought，finally，forming the modern design
method with mor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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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器文化传承至今已两千多年，是我国古代经典

的哲学思想，在今天的设计中依然可以找到相应的契

合点。将这一经典哲学运用到当代设计行为中，需要

去深入理解道器哲学中的相互统一关系，将这种统一

关系与影响设计的诸多因素相对应，最终得到新的含

有道器合一思想的设计方法。

1 道器思想的发展

“道”与“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对经典理论，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易经》中就存在“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阐述。所谓“道”是指无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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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规律和准则；而“器”则是有形有相的具体事物和

名物制度。“道”与“器”的关系是指抽象道理与具体事

物的关系，亦或者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老子曾提出：朴（道）散则

为器。他认为“道”在“器”之先。而宋朝以后的对“道

器”哲学关系的不同见解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的斗争，其中程颐、朱熹等人认为“道”越于“器”之上，

朱熹说：“理也者，行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

者，行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然而到了明清时期

又有王夫之等人认为“道”不得离“器”而存之，提出

“无其器则无其道”的理论[1]。

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中对“道”与“器”的关系的理

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耐人寻味[2]。从古代设

计中思想与实物的关系研究角度来看，我国古代设计

造物中的“道”与“器”的关系应当趋向于道器一体，这

也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的物质与意识辩

证统一关系的一种表现。

2 道器思想与设计

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这种源于古代哲学思想的设

计思路在当代新的时代背景下是否还能够得以延

续？笔者认为答案理应是肯定的。

每当谈及古典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时往

往会进入一个怪圈，即一味将传统文化中已有的设计

元素与现代工业制造技术之间做加法，甚至是生搬硬

套传统文化元素。比如说将古代的一些传统图形纹

样直接添加到现代产品的外观上作为装饰，这是缺乏

深入思考的运用方式[3]。如何才能正确地或者说是更

加合理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现代设计中？笔者

认为古典哲学中“道器”思想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道器关系实质上是指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

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如果大胆地将这种

古典的哲学思想套用在现代设计的理念与方式中，便

不难发现这一古典的“道器”思想在今天的现代设计

中也存在着一一对应的角色。比如说现代设计中的

“形式”与“功能”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其中“形式”

扮演着“道”的角色，而“功能”则扮演“器”的角色。

2.1 设计中形式与功能间的道器哲学关系

明式家具榫卯结构示意见图1（图1a摘自《装饰》

杂志，图1b摘自翰林·凿枘工巧网），东林学派倡导的

经世致用实学，促进了科学的精神发展，造就了明式

家具精巧的榫卯结构[4]。榫卯结构不用钉和胶，充分

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结构牢固，百年不松动；同时便

于拆卸和组装，利于修复时更换部件而不伤整体，具

有很高的科学性，其审美性和实用性完美结合。明式

家具通过在设计上遵循这种精巧的形式从而使得它

拥有了稳固而又易于拆装的功能，进一步讲便是精于

其道而成之器[5]。

接下来应当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将这种源于古代

的设计之道合理地运用到今天的现代产品设计工作

当中，并且在更多的设计领域中得以延续。需要做的

便是提取其道的核心内涵，具体来讲就是充分利用材

料本身的特性结合精巧的结构设计来达到一定的功

能[6]。像今天常见的产品免工具组装外壳的结构设

计，例如安钛克P280全塔式免工具安装机箱设计，见

图2（图片摘自Antec中国官网）。这款电脑主机箱在

设计时便考虑到了尽可能地通过自身结构的设计来

实现便于用户徒手组装的功能，其中，硬盘托架和光

驱安装位等部件大量采用了可滑动的抽拉式结构与

弹性卡扣相结合的设计，使得用户在组装过程中可实

现无工具徒手安装，而且各部件间几乎都采用了相互

契合的结构设计，尽可能地减少了使用螺丝固定的连

接方式。除了这款电脑机箱的设计之外，还有很多的

产品外壳以及产品包装设计都在运用这种源于明式

家具的简洁精巧的设计之道，这种道使得所成之器具

有了形式与功能间的相互协调统一的特质[7-8]。道器

思想在设计中的对应关系见表1。

图1 明式家具榫卯结构示意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ing Dynasty style furniture tenon

structure

图2 安钛克P280免工具机箱

Fig.2 Antec P280 tool-fre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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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计中技术与风格间的道器哲学关系

在现代设计中还存在“技术”与“风格”间的辩证统

一关系，在设计中“技术”如何能够与“风格”相互统一，

这也是现代设计理念中一直在研究的理论之一。其中

“风格”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扮演着“道”的角色；“技术”

则是相对具象的概念，因而扮演着“器”的角色。

谈及技术与风格的统一就必然要看美国苹果公司

的产品设计了，苹果公司iPhone手机、Mac Pro主机和

iPad平板电脑见图3（图片摘自百度图库）。现如今许

多人在选购数码家电产品时往往会在心中潜意识地将

市面上的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苹果公司的产品而

另一类是其他公司的产品。设计师不得不思考是什么

原因使得苹果公司的产品能够在消费者心中有如此特

别的地位。答案便是苹果产品的设计拥有属于它自己

特有的产品风格——极致简洁的同时却又性能卓越。

形成这种风格是建立在苹果不断尝试新的技术的基础

上的，二者最终在产品上达到相互统一。

在苹果产品的成功中应当领会其深层的“道器”

哲学，这就是技术与风格间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

系。先进技术可以支持其产品设计形成自己独有的

风格。比如说苹果的Mac Pro专业级台式主机设计，

见图4（图片摘自苹果在线网）。全新的Mac Pro看起

来与其他电脑截然不同，它将超前强大的动力融入超

乎想象的有限空间之中，整体高度仅 25.1 cm，直径仅

16.7 cm，是一款可以摆在办公桌上的专业级台式电

脑。其中巧妙的三角形一体化散热核心是能做到这

点的一大原因，它的散热系统没有采用多个散热器和

风扇来冷却中央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器，而是围绕一整

片挤压成形铝金属来构建各个部分，这种设计可使它

在工作时将中央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器中的热量带走，

然后均匀分布到整个核心架构中，最大限度促进空气

流动并增强散热能力。如果一个处理器没有像其他

处理器那样高速运行，那么多余的散热性能则可在其

他处理器之间高效共享。

产品在定位自己的设计风格时将对技术提出更

高的要求，比如苹果极致简约而又不失高性能的产品

风格要求它的机身设计更加轻薄且坚固，因而苹果公

司为其选用了更为坚固轻盈的合金材料，设计了全新

的硬件布局，运用了更为精湛的生产工艺，这便是产

品风格推动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实例。技术与

风格相辅相成，道器合一[9-11]。

3 道器合一思想在设计实践中的体现

道器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平时的设计实践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国家大剧院主题无线耳机设计见图5（图

5b摘自《空间周刊》杂志），耳机的主体部分造型取自中

国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外形设计，将国家大剧院整体的

半球形形态充分利用在耳机的主体外壳部分，并配合

相应的透明材质与色彩搭配营造出绚丽时尚的外形特

征。看似简单的造型却充分考虑了形态与它的功能相

结合后的结果，国家大剧院的主要功能是让人们能够

欣赏美妙的旋律，而耳机的主要作用也同样是为了聆

听动听的乐曲，二者殊途同归，在设计上道相同而器相

似，正是恰当运用道器合一这一设计思想的成果。

4 结语

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道器合一”的观点无疑对

当代产品设计具有重大的启示，但当代产品设计决不

表1 道器思想在设计中的对应关系

Tab.1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of logos and utensils

thought in design

抽象概念

道

形式

风格

具象事物

器

功能

技术

设计思路

道器合一

形势与功能相统一

技术与风格相统一 图3 苹果公司iPhone手机、

Mac Pro主机和iPad平板电脑

Fig.3 Apple iPhone，Mac pro

and iPad

图4 苹果公司Mac Pro主机

Fig.4 Apple Mac Pro

图5 国家大剧院主题无线耳机设计

Fig.5 The wireless headset design by theme of 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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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是古代道器思想的简单应用。设计师应当学会

变古通今，通过更深层次地运用这一哲学思想，在现

代设计中不断寻求相对应的基点，将这种哲学思想巧

妙地与现代设计思路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经典哲学内

涵的现代设计方法，使得未来所设计的产品拥有更为

鲜明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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