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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中国古代关于物的哲学，探究关于“物”的设计。方法 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化观念进行

解读，进而分析古代造物观念中“有”和“无”的关系，以对“物”的设计为例阐释设计观念，最终上

升到对“境”的感悟。结论 造物应具有文化取向，关注个体生存与精神需求，人应该役物，而不应该

役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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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probe into the design of "material"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material" in Chinese ancient 

times. It interprets the conception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on 

concept of "has or not" in ancient times, and explains the design concept of "material" design, finally rises to the envi-

ronmental inspiration. The creation should have cultural orientation, pay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spiritual 

needs. And people should be serviced by "material", not servic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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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的问题被称为“形而上”，针对于具体的

“物”的设计被称为“形而下”。“形而上”的理论是指导

“形而下”的设计思想，特别是在当下以消费为主导的

时代，从中国的古代哲学中吸取营养，并关注个体生

存与精神需求的建构，成为当下设计的一种文化趋

向，也成为当代设计研究的一条路径。 

1  中国古代关于物的哲学  

“物”指世界万物，是派生物，为世人所用，是人

们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实体的总称[1]。物分为自然形成

之物和人工制造之物。自然形成之物是大自然经时间

流变、自然而然形成的；人工制造之物是指使用不同

的材料及与之相适应的工艺，为不同的使用目的而制

成的“物”。在中国古代的造物哲学观念中存有圣人创

物论与百工开物论。圣人创物论基于神话传说，把人

神化，深刻诠释了世俗政权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宗

教。百工开物论，指对物的改造与利用。物本身所蕴

含的功用往往不能满足现实中人的生活需求，这就要

求对物进行制造与加工，因此大量的开物需要百工来

完成。由物转化成“器”，再由“器”上升为“道”这是一

个衍化、升腾的过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2]。物之所创造者，气也……物者，气之凝滞

者。虚固是气，实形亦气，气凝为形[3]。气乃是物的

本原，气聚和为物，物散去为气。从气到物的过程，

常被解释为“化”，庄子有时侯会把“造物”说成“造化”。 

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宗白华先生[4]认为，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里，从社会底层的物质器皿，穿越过礼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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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直至天地境界，是一片浑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

秩序，大节奏。也就是说日常的普通之物经礼乐的洗

礼会迸发出艺术的光辉，成为日常之用与精神凝聚的

典范。 

2  造物之有与无的关系 

《道德经》载，[5]“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

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

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

为用。”这是老子对于造物观念有与无关系的论述，

30 根辐条汇集在一个车毂上，正因为有了中间空的

部分，才有了车的作用；以黏土制造的器具，正因为

有了中空的部分，才有器具的作用；开了窗户的房屋，

因为有了室内空间才有房子的作用。一切造物正因为

有了“空”的部分才有用。常人常常看到的是“有”，却

忽略了“无”，有与无存在于一“物”间。对于有与无的

思辨，能更好审视物用，物尽其用，一切基于日常(见

图 1)。《道德真经注》载，[6]“妙者，微之极也。世间

万物始于微才能后成，始于无才可后生。故常无欲空

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观看物之“妙”，须懂得“无”

的意义，“无”并不是没有，而是为“空”，“空”即是无

限，也最充实。正象老子所云“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图 1  幽明桌、幽明椅、幽明灯正视图 
Fig.1 The front view of You Ming Table, You Ming Chair, 

You Ming Light 

3  造物与造境 

宗白华 [7]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分析“意

境”时讲：“什么是意境？人与世间万物接触关系的层

次不同，可有 5 种境界：（1）为满足人生理的物质需

要，而有的功利境界；（2）因人们共存互爱的关系，

而有的伦理境界；（3）因人们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

的政治境界；（4）因为穷研物理，追求精神，而有的

学术境界；（5）因欲返璞归真，冥合天人，而有的宗

教境界。因功利所生的境界主于利，因伦理所生的境

界主于爱，因政治所生的境界主于权，因学术所生的

境界主于真，因宗教所生的境界主于神。但是在两者

之间，以世界人生的具体为研究对象，审视它的色相、

秩序、节奏、和谐、喻以窥见自我的内心深处的反映；

化实景为虚境，创外在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的内在心

灵具体化、肉身化，这便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

于美。” 

王澍曾提及“幽明”，用幽明来形容自己所设计的

空间，概念成为先导，空间也异于常人。石上纯设计

的薄桌子也起缘于空间。笔者所设计的幽明桌、幽明

椅与幽明灯起因同样也是空间（见图 2）。中国哲学

的设计思想重视虚空、并充分利用虚空——注重虚和

空间[8]。因此，空间中的“物”如何才能与空间“对话”,

以呈现物的本质与空间的真实，进而达到一种虚无之

境，这是笔者在设计中力求呈现的。人的心灵对本能

的发展与超越，塑造了人的精神空间。而精神空间又

外化的表现为人的情怀境界和意志品格，人通过知、

情、意互相渗透来建构和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9]。如

果说石上纯也设计的长桌是基于距离感，使就餐成为

一种仪式文化。那么笔者的设计却是基于对个人精神

空间需求的一种探讨。审美精神的内涵和独立品格在

于其神圣的精神性和文化性，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美

的价值在于愉悦精神[10]。 

 

图 2  幽明桌、幽明椅、幽明灯侧视图 
Fig.2 The side view of You Ming Table, You Ming Chair, You 

Ming Light  

“物”的设计哲学取向在于“有无”之间，不过度设

计，但又隐有“文化”的痕迹。传统人为“文化”的“文”

是在某物上做记号，留痕迹；“化”则是生成，造化之

意，指事物的形态或性质发生改变，就是基于物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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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表现[11]。构成物的“质”有型制变化、变薄，并借以

材质的反射属性在空间中趋于无，物与空间融为一

体，有其功用的一面，也有其精神的愉悦。何为物？

又何谓人？并以此来叩问存在的意义。借以古代哲学

观念来“役物”，以求精神之安妥，而非欲望所支配。

对于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时代，作为生存的个体很容

易被消费的商业浪潮所淹没，在欲望的吞噬下迷失自

我，没有目的的人生虚无空缺。日本设计师原研哉[12]

认为，所谓世界性的设计是没有的，他的设计是日本

的。一个人在实现自我的时候不是趋同而是求异，是

相对的独立并适时的审视自我。一个相对自我的精神

空间是自己与自己的独处与对话，是净化心灵之地。

因此，笔者在设计的过程中思考的是如何让“物”消

失，对物的占有使人丧失本性，人性的丑恶显漏无疑。 

4  结语 

荀子曾深刻地论述了物与人及社会的关系，人天

生存有物欲，并且物欲无度，不容易满足，这是社会

与生活不安定的根源。中国古代关于物的哲学精髓在

于重己役物，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应该役物，而不

应该被物所役。既制物、用物、爱物，又能不被物所

支配。《庄子》中“物物而不物于物”，造“物”的根本

基于“无”、在于用，用物却不恋物；人与“物”之间，

无“物”、忘“物”，进而忘我、无我，以至物我两忘。

因此，在有与无之间思考自己的存在。人类精神的最

重要特点就在于能反思，来思考行动的理由[13]。每个

人面对自己的人生时都会有困惑：“我是谁？我为什

么而活？”在一次次追问与自解式的对答中反省，解

惑于己。“物”的设计及其情境的营造就象是一面镜

子，真实的反应人的存在，纯粹而没有杂念，人在与

物的相处之中显漏无疑、映照自己。在人与物、物与

物、物与空间交织的日常中，因时间的变化与光的不

期而遇而引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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