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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诗经》的造物思想进行系统的阐释和研究分析。方法 从现代设计的角度研究诗经造物

理论和设计思想，以文化为背景，以工艺造物为参照，以文学作品为解读对象，以综合交叉比较的研究

方法，分析《诗经》造物艺术思想对当代生活和艺术设计的启示。结论 器物的生产并不是人类独立的

活动，而是在受到自然作用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应当在继承和发扬《诗经》传统造物观的同时，结合现

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对其进行科学的分辨，发挥其对现代产品设计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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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hought of "The Book of Songs" 

LI Ting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design thought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syste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odern design, it studies the theo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and design ideas, culture as the back-

ground,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as a reference to literary works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bject, in order to comprehen-

sively cross comparison of research methods. It analy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re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on the 

contemporary life and art design. Production of objects is not independent of human activity, but is influenced by the nat-

ural action of the formed shall inherit. It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poetry creation view at the same time, com-

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make the scientific resolution, play on modern prod-

uct design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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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早期作品出现

在西周初年，晚期作品出现在春秋时期，整部诗经的

时代跨度约五六百年。西方汉学家曾评价：《诗经》

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

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诗经》中多角度地记

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

极广。多元复杂的历史变迁以及特定环境下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交错纵横，最终形成了《诗经》

独特而又复杂的造物思想体系。在《诗经》中造物的

阶段为：创意起源于人们通过对一系列问题解决方式

的思考，并与意识活动合成一个器物概念的设想；在

器物的制作过程中实践着渐趋成熟的设计思想；制成

之器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之时展现其具体的使用方

式；造物思想不仅探讨“物”的制作与实用性还涉及器

物与人、社会形成的广泛关联的领域[1]。《诗经》造

物思想可理解为：在西周、春秋时期，针对器物本体

及其创制、使用与传承的全过程，对于其功能、意义、

价值予以评述的思想的总和。 

1  器物 

造物、制器在古代皆有现代的设计之意，换言之

古老的设计称之为造物。西周、春秋时期传承了新石

器时代以来的造物传统，更将造物活动推向历史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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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高峰，既执行着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实践了

当时社会的一般思想，制器的动机、对材料和形式的

选择、对程序的设定，无不充满了设计思想，器物成

为了承载设计思想的载体，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之

美。制器创制的目的之一在于为人所用，助人达成一

定的目的性，在《周易·系辞》中所及“备物致用”[2]。

“器”在《说文》中狭义的理解为“皿”，也可引申为礼

用彝器或泛指工具器械，亦可喻作抽象事物。在《周

易·系辞》：“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凡是有形之

物，无论人造还是自然皆为器。由此可见，人造器物

与自然之物本质上的区别即为人的设计与制作。“人

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

重要接触的交点上创造器具，构成了人工的环境。” 

这“人工环境”便构成了文化最基本的层面——器物

层面。 

2 《诗经》中的造物活动 

西周、春秋时期伴随着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变革，

造物也同步发展着，造物活动及造物思想也出现了旧

的衰落，新的生成。《诗经》中，周代继承了商末以

来高度发达的制器传统，也延续了商代官府手工业的

制度，使得西周时期的官府手工业步入了更为发达的

时期。根据《考工记》的记载，在西周时代各类造器

活动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规划管理体系，从设

计标准、工艺流程、产品规格和检验制度等方面都有

具体管理。器物的形态设计逐渐与功用、工艺要求相

协调，纹饰也逐渐淡化了宗教的神秘意涵，而呈现为

一种清新的质朴粗放，器物功用渐由人神关系转而更

重人物关系，体现出明显的理性化设计。 

《诗经》所涉及的造物活动错综繁杂、包罗万象。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人们很早就开始注意到食器

与食品的搭配，制作各种精美的器具来盛装不同的食

品，饮食器具在《诗经》中多次出现，涉及篇目 22 首，

《国风》 7 首，《雅》 14 首，《颂》 2 首，占全诗

的 7.2%。西周、春秋时期，造物活动十分注重器物

的人性化设计，《周礼·地官舍人》郑玄注曰：“方曰簠，

圆曰簋，盛黍稷稻梁器。”盛器部分保持着圆形，便于

盛装和清洗，且盛食器都配有盖，利于食物保温与卫

生。凸显了实用性的设计思想理念。在彝器上也多有

体现，彝的盖顶设计有四个矮钮，盖子揭开后可平稳

倒置于席面，盖子也可用作食盘，功用设计巧妙[3]。

从视觉和感官上提升人的审美，体现了实用价值和审

美价值的统一。 

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是古代知识来源的重要途

径。西周、春秋时期，周人继承了商人空间秩序观念

与知识思想体系，不仅更加丰富了对于天地形态、秩

序的观察与解释，更将其与一种想象式的建构结合起

来，且以此作为当时制器活动最广泛的参照法则。注

重将一种对于天地关系独特的理解，对天地构造模式

所衍生的一些观念投射于器物营造之上。《淮南子·兵

略训》的二十八宿，即对应着特定的形式、色彩与守

护神，地之四方则与四季相连也是各有物候征兆。人

们将这一方位观念与建筑、器物的布局相匹配，显示

出富有语义的行为方式。《易·贲卦》：“观乎天文，以

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诗经》中西

周时代制器思想发展的概括。每一次器物创制、使用

乃至评价的过程无疑都充满着对天、地、人深层地体

验、想象与思考，人造器物，形状、色彩、数字，方

位以及行为方式，都是与天地宇宙同构的[4]。 

3  《诗经》的造物思想 

《诗经》的造物思想中经由继承改良殷商的宗教

意味的繁复制器思想，出现了西周时期简朴风格，到

春秋后期青铜器充满生活气息的繁缛之风，远离了想

象中的物象，注重生活现状的真实。 

3.1  《诗经》造物思想的审美观 

《诗经》崇尚以“和”为美，即和谐、亲和；人与

人的美、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个人自我的和谐

统一。西周、春秋时期，是“和”这一范畴的发轫期，

是在农耕文化中产生的以和为美的朴实审美观念。

《诗经》中出现“和”12 处，无不体现了西周、春秋时

期所确立的基本审美态度。最早是以在饮食活动中得

到的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表现出来的，包

含了独特文化意蕴。《诗经》中将饮食与娱乐、饮食

环境紧密结合，体现了食境之“和”的审美。《周南·关

雎》、《周南·葛覃》、《周南·卷耳》、《召南·采蘩》、《小

雅·皇皇者华》、《小雅·南山有台》、《小雅·鱼丽》、《小

雅·南有嘉鱼》等都作为乐歌演奏过，《墨子·非乐》：“将

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

闻于天”。《小雅·鹿鸣》载：“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这些皆显现了古人饮食气氛

的重视。 

3.2  《诗经》造物思想的功能观 

诗经时代也很注重社会实态，器物造型设计多了

一些贴近实用功能性与技术工艺的思考。在《诗经》

中的各类炊具中，甗是以青铜器或陶为材料，分两层，

上蒸下煮，上大下小，上体圆而两耳，似鼎。一物多

用，注重功能性的组合。东周出现的“敦”几乎等同于

现代的压力锅设计。《小雅•白华》：“樵彼桑薪，卬烘

于煁。”不仅有固定样式的柴火灶，根据不同的使用

场景还有可以移动的“行灶”，皆体现了西周、春秋时

期人们追寻着造物之宜用的功能观。形态设计方面也

十分注重意象表达。鼎用于烹煮和盛贮肉食，殷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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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M1713 出土的 4 件铜鼎内存有动物骨骼。鼎足出

现了蹄足的新造型，暗示出鼎为盛牲器的功用属性。

西周时期一些圆鼎为形式与构造相和谐进行了改良

设计，如周恭王时期十五年“赵曹鼎”，柱足较细，在

几乎不改变足部承载受力以及外观美感的前提下，更

利于铜鼎铸造的脱模过程。《尔雅》:“款足者为之鬲。”

款足即空心足，增大与火的接触面积便于加热。西周、

春秋时期实行分食制，周代的炊具、食器，虽体积庞

大，但容积小，例如煮粥用的鬲，口径一般在 20 厘米，

所煮之食仅够一人食用，一人一鬲，实行分食。分食

制虽不及合食制的气氛热烈，但却促成了良好的卫生

饮食文化习惯[5] 。《诗经》食器形态与功能见表 1。 

《诗·小雅·采菽》、《释名·释衣服》中所展现的服

装款式较繁琐，由七幅布包围下体，前面 3 幅后面 4

幅，于身体两侧重叠相连，以保持正面体态的端庄。

发展到中后期，改良设计出穿着便利的款式——深

衣。深衣不仅长短适宜、宽博合体，也可配以腰带以

显体型别致，还可于领、缘等处加以装饰而赋予身份、

等级之意，适应于各种场合[6]。在东周时期，各国重

视建筑与周边环境的规划设计，“坐堂伏植，临曲池

些”。春秋时期，生活用具和家具品类更加丰富，如

盒、箱、案、几、座屏、床等，及具有功能性组合的

便携式器具，显示出当时人们物质生活在功能性上的

发展。 

表 1  《诗经》食器形态与功能 
Tab.1 Forms and functions of food in the book of "the book of songs" 

名称 时期 材质 功能 图示 

甗[yǎn] 商代中期 
陶质 

青铜器 
蒸煮用的炊具 

 

鬲[gé]   商周时期 
陶质 

青铜器 
煮饭炊具 

 

簋[guǐ] 
 

商周时期的青铜盛食

器，秦汉已消失 

陶质 

竹木质 

青铜器 

专盛素食 

祭祀礼器 

与鼎连用 

鼎 
西周时期的 

青铜盛食器 
青铜器 

专盛肉食 

祭祀礼器 
 

觥[gōng] 商代晚期出现 青铜器 盛酒 

 

彝 商周时期 青铜器 
盛酒 

大型盛酒器 
 

匜[yí] 
商周两代，盛 

行于春秋战国 

玉器 

陶质 

青铜 

盛水 

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
 

敦 

商周两代，盛 

行于春秋战 

国，秦汉消失 

青铜质 
盛装黍、稷、 

稻、粱类谷物食品

盂[yú] 商周时期 陶、青铜 
盛饭 

盛水 

盘 
新石器时代 

沿用至今 

陶、铜、漆木、 

瓷、金银多种质料

盛饭 

盛菜 

 

3.3  《诗经》造物思想的自然观 

《诗经》所体现的自然观，可概括为：人非大自

然的奴隶，人亦非大自然的主宰，人与自然是平等的，

是一种亲和、友善的关系。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模式

是以农为本的，在特定历史环境与生态环境下，注定

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在《诗经》中《王风·君子

于役》、《豳风·七月》等大部分诗歌都体现着人与

自然和谐亲和的状态。《诗经》的自然观与中国早期

文明所形成的“天人合一”观念密切相关。秉承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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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互通，生命一体，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思想。

西周时期的生活文化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

择，有前代的传承，更多的是朴拙浑厚的原始之美。

《小雅·湛露》：“其桐其椅”。席地而坐的饮食方式，

与饮食器的体积、重量相关，也体现了《诗经》时代

人不受限于物的自由之美的自然观设计思想。徐复观

先生说，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

向”。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最早在《诗经》中

得到最集中、最完整的体现。《诗经》开篇《关雎》：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再有《小雅·信南山》中：“中

田有庐，疆埸有瓜。”很多诗篇都给人一种温暖和谐，

人与自然无限亲近、融洽亲和的感受[7]。因为生产力

的低下，人们依自然而生，饮食是自然的赋予，没有

人工的痕迹。用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诗经》时代

人们的饮食是绿色的、纯天然的，是健康型的。 

4  《诗经》造物思想的启示 

《诗经》的造物思想，为当今的设计实践提供了

借鉴。器物制创已日益褪去了神圣敬仰、象征语义、

繁复的社会功能，更多尚存的是手工劳作与体验的过

程，当今的设计思想早已远离原始文化的情怀，丧失

了神圣想象的路径，难以与文化原点处的器物所蕴含

的深邃语义相比拟[8]。诗经的造物思想，也为当代设

计文化的实践活动给出了参照。我们应当反思，在现

代语境下，当下造物等同于现代设计，以成熟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迅猛的科技发展及由此而彻底改变的

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为根本特征[9]。现代设计对人类

生活的重要性和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时，现代设

计日益显现出被质疑的一面。设计创造的本义模糊不

清，器物使用缺失了对自然的敬畏、脱离了文化语意，

外在的进步生活方式实为过度的消费，甚至体现的是

粗鲁的文化。想要究其现代设计的问题根本，就想要

把握文化原点的制器思想，立足于更全局的意义上，

思考已出现的问题及长远的发展路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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