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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生态设计是兴起于 21 世纪的全新设计理念，是在有限资源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天工开物》中的生态造物思想进行研究，为处于形成阶段中的生态设计寻求理论支持与实践依据，

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寻求路径。方法 对《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做系统性剖析，对照前人的研究，

并拓展到我国传统造物思想的高度，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与现实问题相联系，结合我国当今的设计现

状进行研究。结论 《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是我国传统造物文化的代表，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为

当今的生态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参照；为我国本土设计风格的形成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思考方式；

为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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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Design in Chinese Ancient Thoughts of Creation Based on "Tiangongkai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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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design is a brand new design concept which ris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t is an efficient wa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limited resources. It analyzes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reation in "Tiangongkaiwu" and to 

seek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ecological design in the formation stage, and to seek a path for the so-

lution of practical problems.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reation in "Tiangongkaiwu" and contrasts 

the research of predecessors; extands it to the heigh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thoughts and conducts higher-level 

research; and relates it to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ombines contemporary design features to research. The ecological crea-

tion of "Tiangongkaiwu" i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culture,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ecological design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provide an ideal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formation 

of our country's design style; pointing out the way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n China, which has a realistic sig-

nificance today. 

KEY WORDS: ecological design; "Tiangongkaiwu"; ecological creation; traditional creation 

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行业门类

涉及农业及手工业，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综合性

科学巨著，对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哲学、科技等都

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中的技术问题这里不多作论述，

只对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造物思想作初步探讨。《天工

开物》造物思想是对中国古代造物思想的继承与发

展，“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根本命题，

追求天、地、人的整体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的基础[1]。《天工开物》以此为造物的理论基础，并

与实践相结合，是为数不多的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

阐述造物思想的著作。书中所述的天工与人工相结

合、人类活动与自然规律相顺应的思想与当今生态设

计的理念如出一辙，对书中有关生态造物思想的研

究，不仅为生态设计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思路、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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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而且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天工开物与生态设计理念的联系 

1.1  生态设计理念的由来 

生态设计全新的设计理念与设计主张，是 21 世

纪生态文明建设浪潮下的必然产物。生态文明贯穿于

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是人类为维护美好生态环境而

获得所有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在

解决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

态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随着设计在当今

社会活动中所产生作用的日益显著，一切社会活动皆

应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主题；其次，以往的设计理

念中因没有生态的概念，在设计过程中并无考虑节约

用材及环保材料的问题，致使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急

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因此，转变以往的

设计理念，形成合乎生态要求、生态化的新思想势在

必行，生态设计理念的提出便应时而生。 

1.2  生态设计中引入《天工开物》研究的迫切性 

生态设计理念的提出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从生

态哲学的角度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资源问题指

明了解决方向。但生态设计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形成

阶段，为了完善它，引入《天工开物》的研究显得尤

为迫切。  

首先，随着生态学多层次研究的发展，我国古代

造物思想正日益受到东西方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已

明确指出，正是近代西方机械唯物主义论的盛行，才

造成现今人类的生态危机；而中国传统造物观中所蕴

涵的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才能真正有助

于人类的物质福利和长久生存。《天工开物》作为集

我国传统造物思想之大成，既是历史的再现，又凝聚

了传统造物的精髓，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其次，在

日新月异的 21 世纪，想要突破设计西化的困境，推

动本土设计风格的形成，回归自身传统文化及传统造

物思想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不只关乎我国传统

文化的出路问题，同时也是我国当代设计应当探讨的

话题。 

2  《天工开物》造物思想中的生态设计理念 

《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

合乎自然，经世致用、崇实废虚，循环往复、废物利

用 3 个方面。全书对人与自然主客体关系的成功展现

为今天生态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思考空间。  

2.1  天人合一，合乎自然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造物的理想追求。《天工

开物》所呈现的“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认为手工业

生产从原料选取到工具使用到 终的制作加工每一

个环节都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这一生态造物思想强

调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统筹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协调、平稳发展。  

《天工开物》在开篇序言中说道“天覆地载，物

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2]，

强调自然界的重要作用，人类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才能

得以生存。宋应星对自然抱有的极其尊敬和客观的态

度，认为这是“人工”造物“合乎自然”的前提。这

种清晰且具整体性的生态造物思想在中国古建筑上

皆有体现，例如徽派建筑的天井设计中的天井上缘见

图 1、天井下底见图 2，除通风、采光适应四时变化

之外，还可储蓄雨水、排水防淹、灌溉作物，使水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 

 

 
 

图 1  天井上缘 
Fig.1 Upper edge of well 

 

 
 

2  天井下底 
Fig.2 bottom of well 

 
自然界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其运行规律客观存

在。人类必须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方能获得长足的

发展。这些论述都凸显了传统造物对生态的关注，遵

循自然之理造就合乎自然之物。正如《天工开物·彰

施·红花》中写到：红花入夏即绽放，花下作捄汇多

刺，花出捄上[3]。红花是在夏日成长绽放，而它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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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则须遵循侵晨带露而摘，避免日高露干，这就造成

花闭不可采的自然规律。 

此外，书中还表达出天工人工要相辅相成，绝非

完全依赖自然界的给予，而是应当合理利用自身获取

长足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如《天工开

物·乃粒》中所写：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五

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4]，人依赖五谷而生存，五

谷离开人的种植则无法独立成长，两者相互依存的辩

证关系无庸赘述。“天人合一，合乎自然”的生态造

物思想贯穿全书，对今天生态设计的理论构建有着重

要的启发意义。 

2.2  经世致用，崇实废虚  

《天工开物》所呈现的造物活动皆是为满足现实

所需而开展的，效用于日用之间，避免造物的华而不

实。正如《天工开物·五金》中表明了强烈的实用性

立场，“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

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间，即得黄金，值高而无民

耳”[5]，重视民生日用和物品功能的造物思想，也正

是现代设计的出发点。这种经世致用、崇尚废墟造物

的思想有利于从造物源头减少资源的浪费，使得所造

之物绝对有用，避免了材料的浪费。 

探究经世致用、崇尚废墟的造物思想的根本，为生产

活动的开展明确了方向。首先，功能至上，装饰为辅，

一切形式美都须首先服从功能和生活方式的需要。功

能为主要目的设计理念，并非忽视美的享受，正如民

国石印版《天工开物》插图·水车见图 3，这是这一

造物思想的成功典范。实用至上、因地制宜是人对自

然力的完美使用，此外，造型简洁大方不失美感，结

构轻巧、灵活极富机械美。功能与审美并行不悖的设

计理念，既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又赋予产品以审美

色彩，对现代设计具有启迪意义。 
 

 
 

图 3  民国石印版《天工开物》插图·水车 
Fig.3 Lithographic version of "Tiangongkaiwu" · waterwheel 

此外，低投入高收益使得利益 大化，将设计和

经济关联起来，是经世致用造物思想中重要的经济性

原则，正如《天工开物·乃粒·稻工》所说的“贫农

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

力亦便”[6]，农家从牛的价格、喂养甚至被盗、生老

病死进行综合考虑，认为依靠人力才是 大收益。造

物经济性原则不仅考虑成本，而且还应考虑市场的承

受力和 终收益，包括原材料使用、人工费用、产品

价格等情况，力求在 低的成本下产生 优良的设

计，注重造物环节的生产效益、效率的提高，使资源

得到合理充分利用。  

2.3  循环往复，废物利用 

为了使自然资源尽可能物尽所值，《天工开物》

在许多章节还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废物循环利用的造

物思想。废物循环利用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将废弃物

转化为新的资源，提高利用价值。这与我国建立资源

节约型社会的理念不谋而合，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天工开物》关于废弃物循坏的利用可分为两

类：转化利用和原级利用。转化利用顾名思义，废弃

物的重新加工利用。在《天工开物·乃服·取茧》一

节中对废弃物的转化利用做了充分阐述，“其壳外浮

丝，一名丝框者，湖郡老妇贱价买去，用铜钱坠打成

线，织成湖绸”[2]。取茧之后，蚕茧壳外的浮丝，即

为废弃之物，而被老妇买去，进行加工利用，便可织

成湖绸。不仅如此还有红花滓，锅底棉等等，皆是废

弃物品的重新利用，所有这一切,都是循环往复，废

物利用的生态造物思想的体现，民国石印版《天工开

物》插图·取茧见图 4。 
 

 
 

图 4  民国石印版《天工开物》插图·取茧 
Fig.4 Lithographic version of "Tiangongkaiwu" · Take cocoon 

 
关于废物循环利用的另一个手段是资源原级利

用，即将废弃物生成原本的产品，例如玻璃废渣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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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铁再生钢。《天工开物·五金·黄金》中对

金属黄金的回收利用做了生动地描述：“凡金箔粘物，

他日敝弃之时，刮削火化，其金仍藏灰内，滴清油数

点，伴落聚底，淘洗入炉，毫厘无恙”[2]，这种回收

方法至今仍有使用。明代之前少有关于废物循环利用

的记载，《天工开物》的详细记载弥补了这一领域的

空缺，在技术层面虽然不如当今发达，但是从生态造

物的角度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的现实意义 

3.1  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对《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的解读，对于当代

设计的启示，其关键是在开展设计活动时全面把握

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满足造物活动需求的

基础上，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

经济社会的可续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实

现后人的长久发展。 

《天工开物》生态造物的理念要求设计师严格把

控每个设计环节，包括从生产到废弃，以及废弃后的

安置、甚至重新回收利用。在设计初期，设计师就应

将生态意识纳入考虑范围，将生态环保有机地融入产

品生命周期全过程中。这一方面需要设计师提升自身

生态意识；另一方面在设计中需要遵循生态设计原

则。生态设计原则是对《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的

传承，是对传统产品设计原则的补充，并至于优先考

虑地位。生态设计的原则需要我们注重材料的生态环

保性能，少用短缺或稀有的生产材料，避免产品中材

料种类的过多使用，优先采用可循环再利用的材料；

在产品造型上尽可能做减量化设计，树立“致用”的

设计思想，简化结构、便于拆卸、适度包装，避免资

源浪费。例如由丹麦设计师 Johannes Foersom 与 Peter 

Hiort-Lorenzen 共同研发的 cellupress 椅子见图 5，除

造型结构简单之外，在材料上更是选取了可再生的树

木纤维，产品废弃后可通过生物降解，有效避免了塑

料废弃后的白色污染。 
 

 
 

图 5  cellupress 椅子 
Fig.5 Cellupress chair 

《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给予当代设计以深刻

启示。第一，用生态设计的理念把控产品的整个生命

周期，即在产品的每个环节都应体现生态环保，以此

降低整个过程的资源消耗。第二，充分发挥资源的利

用价值，实现收益 大化，确保以 低的消耗生为态

环境获取 大的保护。第三，注重废弃物的回收以及

循环再生，避免污染环境，对生态进行全方位保护。 

3.2  推动本土设计风格的形成  

在快速发展的 21 世纪，我国工业基础落后的局

面已得到改善，设计规模达到世界领先地位，工业设

计研发流程逐步完善，教育体系也逐步实现本土化。

但不容忽视的是，客观上我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较

短，工业基础普遍薄弱；主观上我国设计思想落伍，

设计语言匾乏[9]。这些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设计风格

在东西夹击中摇摆不定，本土设计在国际市场立足未

稳、生存堪忧，推动本土设计风格的形成成为了当务

之急。 

生态设计是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本土设计风格的

形成必须走生态设计之路。《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

想是对我国传统造物思想的总结，在精神实质上近似

于今天设计界所倡导的生态设计理念，其不同之处在

于我国传统生态造物观是从哲学这一根本层面来考

虑造物与自然的联系的，而今天生态设计的提出，是

针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负效应。今天对于《天工开物》

的解读，一方面丰富了本土设计思想，为当前中国本

土设计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从哲学层面

为生态设计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正如上海世博会中

国馆见图 6，这是对我国传统造物文化的 好表达，

诠释了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传统之美与现

代之美的结合，是传统造物思想指导下的生态设计。 
 

 
 

图 6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Fig.6 Shanghai World Expo China Pavilion 

 
《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

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有在对传统造物文化

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能以科学的理论思考方式为本

土设计风格的形成获取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回归自

身文化的研究，不但是中国设计与西方设计平等对话

的前提，而且是本土设计走出去的关键。当前中国设

计界所推行的中国风、所运用的中国元素，是只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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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未知其里的低层次的解读方式，那么对于《天工

开物》的研究则显得意义重大。由于历史的局限，《天

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并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必须

依据当今国情进行转换，但前提是对中国传统造物思

想进行全面而理性地研究。 

3.3  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五位一体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质的飞跃，但在
取得成就的同时却伴随着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一系
列生态问题。面对资源日趋枯竭、环境破环严重、生
态逐步失衡的危急关头，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模
式，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的永
续发展迫在眉睫。 

我国传统造物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从哲
学的高度为我国当前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两者之
间的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我国生态文明的未来
建设提供了更大的思考空间。 

《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无疑是我国传统造物
文化的代表，以此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参照，是
对传统造物文化的一个整体把握。首先，正视人与自
然的关系，和谐共生而非随心所欲。正是以往人类征
服自然、凌驾自然的思想作祟，才导致今天人与自然
关系的严重恶化，认清人类在自然界所处的位置，是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其次，合理开发资源，用
之有道，避免铺张浪费，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自然生态
的平衡，进而实现人类的长久发展。 后，尊重生态
伦理、顺应自然规律。自然万物都是物竞天择的产物，
人类应尊重选择的结果，并善待它们。在生态文明建
设的过程中，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而非强加改造，
即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应顺应万物的自然本性而
开展，减少对它们的人为干预，以此确保生态平衡。 

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10]。
生态学的研究刚步入正轨，生态文明的建设尚处于探
索时期。此时，《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的研究为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盛的精神营养和强大
的前进驱动力。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国运民生，是统筹
党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键所在，为美丽中
国的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
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4  结语 

生态问题是一个关乎人类自身生存的世界性话
题，因此，生态设计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生态设
计堪称 21 世纪 为盛行的设计语言，它的提出绝非
是随机、无意的，而是必然、必要的。它是保证人与
自然平等对话、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选择。 

《天工开物》生态造物思想为发展过程中的生态
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指引了方
向。《天工开物》的研究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回归，而

且还为现实问题寻求了出路，为本土设计的走出去
“刨根问底”。作为设计师，除了具有将生态设计理
念赋予自己作品中的能力外，还应具备洞察中国传统
造物精髓、开拓出更高境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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