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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Handcraft Design Standards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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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find out the related design standards of these ancient handicrafts as well as the 
multi-faceted and excellent design contents embodied by these design standards by studying the standard cases of ancient 
handicraft design scatter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classify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e the types and traits of standard cases of ancient handicraft 
design so as to explore the modern logics from the historic evidence. The textual contents of design standards and corre-
sponding connotation and traits are analyzed from shape, scale and structure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standard cases of 
handicraft design i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handicraft design standards 
have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o not hinder innovation, but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the basic quality of handicraft. 
There are some basic for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cient handicraft design standards such as unification, combination, 
serialization, modular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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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造物文明及传统手工艺设

计的历史，长期以来，设计的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都

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主导，基本没有对中国自身发展

的线索及历史逻辑的关注，在设计标准方面体现得尤

为明显。表面上看，研究的缺席是由于对中国设计史

有关史料缺乏积累，但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对基于中

国本土的设计形态标准及其创新价值缺乏理性的认

同。本文通过案例研究，试图对中国本土设计标准形

态及其创新价值形成理性认同，为现代设计标准化的

制定与发展提供史料借鉴。 
在生产方式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漫长封建统

治时期，许多具有标准化成果的文字记载分散在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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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文献中。挖掘并梳理这些设计标准案例，不仅具有

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价值。中国的标准很多，主

要应用于技术领域，但用于设计领域的标准很少，有

关设计标准的研究更少，可参照的文献也有限，因此，

梳理中国早期的设计标准文本，深入对中国古代设计

标准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将从设计要素中的形制、尺度、结构三方

面分别作阐述。古代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相比有一个很

大的不同，即设计与制作往往是同一工匠完成，并且

设计与制作往往交织在一起，同时完成。从表面上看，

这些案例的设计标准似乎是制作规范或指引，但在古

代手工艺的生产背景下，制作规范或指引即为设计标

准，因此，这些设计要素能够保证最终成品符合相关

的规格、性能、品质等要求。 

1  形制设计标准 

翻阅古人类学的资料发现：我国古代云南元谋人

打制的石器与蓝田人和北京人打制的石器很类似，把

从欧洲和非洲出土的石器与亚洲出土的石器形制进

行对比也很相似，它们在设计上存在着某种原始、自

发、统一的形制。形制设计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是

世界人民对器物、文化、美的一种认同，中国古代手

工艺制品驰名世界，经丝绸之路出口到许多国家，这

其中的形制设计标准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1.1  《髹饰录》案例 

《髹饰录》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古代漆艺专著，

成书于明代[1]。漆器坚实轻便，耐热耐酸，抗潮防腐，

美观实用，是古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而《髹

饰录》正是漆器工艺的总结，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的智慧，其中不乏对漆器的形制设计作出规定。 

1.1.1  素胎形制标准 

《髹饰录》中《质法第十七》这一章论述了制胎

的基本程序，其中有不少关于素胎的形制设计标准，

例如“棬榡，一名坯胎，一名器骨。方器有旋题者、

合题者，圆器有屈木者、车旋者。皆要平、正、薄、

轻，否则布灰不厚。布灰不厚，则其器易败，且有露

脉之病”[2]，这里的“棬榡”指未曾上漆的木胎，包

括圆器和方器。这里对素胎的设计标准描述是“平、

正、薄、轻”，并且指出了没有实施标准的后果，即

“布灰不厚，则其器易败，且有露脉之病”。 

1.1.2  识文形制标准 

《髹饰录》中《六十四过》在实践上对漆工在工

艺操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过失以及产生原因进行了

具体分析，从相反的角度对形制作出了品质上的规 
定[3]。《六十四过·识文之二过》中有：“狭阔：写起

轻忽之过，高低：稠漆失所之过”。识文是指凸起的

阳文花纹，识文的花纹是用漆或漆灰堆写而成，高于

漆地之上[4]。狭阔指笔道的宽窄不均，高低指漆厚的

不当，这里指明了识文的形制设计标准，即狭阔均匀、

高低适宜。同时也指出了没有达到形制设计标准的原

因，即“写起轻忽之过，稠漆失所之过”。 

1.1.3  缀甸形制标准 

缀甸是镶嵌螺钿的意思。《髹饰录》中《六十四

过·缀甸之二过》记载：“麤细：裁断不比视之过。

厚薄：琢磨有过不及之过。”不比视，意为裁切螺钿

的粗细与花纹的形制设计没有对照比对，造成比例失

调。这里指明了缀甸的形制设计标准，即麤细、厚薄

一致。同时也指出了没有达到形制设计标准的原因，

即“裁断不比视之过”，“琢磨有过不及之过”。缀甸

形制设计标准在清初发展到高峰，螺片剥离如纸，裁

切精细，拼合巧妙，镶嵌也更加精细。 

1.2  《武备志》案例 

《武备志》是明代重要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古代

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被誉为“中国古代军事

百科全书”[5]。《武备志》内容十分广泛，收录了特

别多的兵器，如攻守器具、战车舰、船等。“凡大将

军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6]，这么大规模的军队，

需要大批量标准化的兵器，这些兵器非常强调形制设

计的重要性，并有一定的标准。另一方面，兵器的形

制设计标准直接影响着兵器的质量和军队的战斗力。 

1.2.1  箭的形制 

弓箭是古代战争克敌制胜的重要远程兵器，在制

作过程中有着非常严格的形制和工艺标准。《武备

志·军资乘》第十卷提到制箭之法的难点，要使弓的

力量与人相协调，箭的力量与弓相协调，这也是我们

今天所强调的人机交互，因此对形制设计标准要求很

高。其中对矢的形制规定是：“要头杆相称，中粗而

头少细，则肯行矣。头要点钢，方透得甲过，箭肩要

葢过杆，箭方可入坚，不然两强相遇，则箭镞易入箭

腹矣。铁信要长，入箭广五寸方妙，其羽必用生漆，

下丝缠方不畏雨湿”，这不仅对形制设计标准做了表

述，而且还对没有执行形制设计标准造成的后果作了

说明。这里的设计标准涉及箭头、箭杆的比例、粗细；

箭肩、箭杆的比例；铁信与箭肩的比例等。值得一提

的是，在保证基本形制标准的前提下，《武备志》对

箭的造型也提倡不同程度的创新，《武备志》刊载的

箭见图 1，以满足不同条件、不同功能的需求。这说

明了设计标准并不是一种限制，而是提高品质的有效

手段。 

1.2.2  造焙之制 

古代制造弓箭十分讲究工艺和标准，一张良弓往

往需要花费很多的工序和时间。《武备志·军资乘》

第十卷中，不仅对制箭之法的标准作了详述，而且对

相应的配套加工器具也作了形制标准要求。书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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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备志》刊载的箭 
Fig.1 Arrows published in "Wubeizhi" 

 
述，因为江南气候多湿，弓箭制作完毕之后要进行适

当的火焙，这样使筋、角、胶、漆很好地粘连融合在

一起而不解蹦，从而使弓的战斗力长存。对火焙器具

的形制设计标准是：“凡造焙之制，高不过五尺，横

称弓身而有余，随弓之多寡而广狭之”。 

2  尺度设计标准 

我国的尺度标准产生较早，由于经济交易的需求

从而产生了容量标准，《左传》记载的“升、豆、区、

釜、钟”应该是尺度标准的初始。工匠在制作手工艺

的时候必须遵守的尺度规定即为尺度设计标准。尺度

设计标准在很长时间内对推动经济交流和社会繁荣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1  《鲁班经》案例 

《鲁班经》成书于明代，作者午荣，属于民间私

人著作，也是民间工匠的业务用书。其内容有介绍行

帮的规矩、制度以至仪式，建造房舍的工序，选择吉

日的方法，鲁班真尺的运用，也有记录常用家具、农

具的基本尺度和式样等。 

2.1.1  鲁班真尺的尺度设计标准 

《鲁班经》中鲁班真尺：“按鲁般尺乃有曲尺一

尺四寸四分，其尺间有八寸，一寸准曲尺一寸八分，

内有财、病、离、义、官、劫、害、吉也。凡人造门，

用依尺法也”[7]。鲁班真尺见图 2，工匠在造门的时

候，都是根据鲁班真尺的刻度来确定门的尺寸。书中

记述，制作小的单扇门，开的尺寸是二尺一寸，与鲁

班尺的“义”相对应。鲁班尺间分 8 段，每段就是一

寸八分，用二尺一寸除以一寸八分，结果接近十二，

在鲁班尺上从上往下循环数，刚好数到“义”字段位,
《鲁班寸白集》中论述“义者主产孝子”，象征着家

中的孩子十分孝顺。鲁班真尺中的 8 个字：财、病、

离、义、官、劫、害、吉，分别代表着 8 个尺寸设计

标准，每个尺寸有其所代表的意义，造门时要使门的

尺寸合在“财、义、官、吉”这些褒义的尺度设计标

准上，才能实现对应的美好愿望。例如民间较为常见

的大单扇门、小双扇门、大双扇门等，都与鲁班尺的

尺度设计标准一一对应。 
这种尺度设计标准虽然带有某种程度的迷信色

彩，但是却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安定、幸福、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独特而神秘的民俗文化，具

有很高的人文价值。鲁班真尺不仅在民间广泛流行，

而且对皇家建筑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清代《工部工程

做法则例》所记载的建筑规范，有很多是依据鲁班真

尺裁定尺寸的。 
 

 
 

图 2  鲁班真尺 
Fig.2 Luban ruler 

 

2.1.2  家具的尺度设计标准 

《鲁班经》记载了很多家具的尺度设计标准，例

如“禅椅式：一尺六寸三分高，一尺八寸二分深，一

尺九寸五分深。上屏二尺高，两力手二尺二寸长。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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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圆一寸三分大。屏，上七寸、下七寸五分，出笋

三寸，斗枕头下。盛脚盘子，四寸三分高，一尺六寸

长，一尺三寸大，长短大小倣此”。此处对禅椅家具

的尺度设计标准作了详述，包括椅高、椅宽、屏、扶

手、柱子、枕头、踏板等。禅椅在这样的尺度比例之

下，能给人一种简洁素雅、空灵通透之感，体现了古

代匠人的睿智巧思和高尚的审美情趣，《<鲁班经匠家

镜>家具条款初释》上刊载的禅椅草图见图 3。 
《鲁班经》中记载的木制家具零件和整体配型的

尺度有了标准化的规定，在木制配件老化或损坏时，

可以按照原来的尺度设计标准拆装更新零部件，以保

证木家具的延续使用，可见尺度设计标准还具有可持

续设计的优势。 
 

 
 

图 3  《<鲁班经匠家镜>家具条款初释》上刊载的禅椅草图 
Fig.3 Sketch of the Zen chair published in "The First Inter-

pretation of the Furniture Clause of the Luban Classical Mirror" 
 

2.2  《武备志》案例  

2.2.1  弓的尺度设计标准 

《武备志·军资乘》对弓的尺度设计标准描述如

下：“一用竹胎，三尺五寸；牛角面二条，桑榆木做

稍，各长一尺；中竖木为把，长五尺”。书中刊载的

7 种弓，虽然材料不同，但是尺度规定基本相同，从

而保证了武器的战斗力。王鸣鹤对开元弓的评价是：

“今开元弓，其制强大耐久，九边将士多用之，最称

利器”[8]。可见尺度设计标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2.2  筒箭的尺度设计标准 

筒箭，又称筒子箭，以竹筒为材料，箭放在筒中，

筒中有分割区域，筒后节为燕尾形。《武备志》中对

尺度设计标准描述是：“箭长一尺二寸，头长五寸，

杆长七寸，鸟羽头要一刃”，筒箭属于袖箭的一种，

发不用弓，以手发之，因此要箭短头重，所以筒箭的

尺度标准就与射弓的箭不同。 

2.2.3  神臂弩的尺度设计标准 

弩较弓在威力和准确性方面有很大的提高，为了

实现预期的威力，在尺度标准方面有着更精确的标

准。据《武备志》记载，民间的李宏进献神臂弓，能

射二百四十余步，半只箭并穿透榆木，因此官府诏告

以此尺寸标准设计制造，装备军中。书中记载：“弩

身通长三尺二寸，两弭各长九寸二分，两闪各长一尺

以寸七分，弝长四寸，通长四尺五寸八分，弦长二尺

五寸，箭设羽长数寸”，这是由民间标准上升到官府

标准的案例。基于尺度设计标准，实现了武器的精良，

才能在军中广泛装备。 

3  结构设计标准 

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结构设计标准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实现了手工艺的可靠性，也是对产品、工程

进行验收提供的依据。结构设计标准不仅实现了零部

件在工艺、加工和装配等环节的优势，而且还提高了

产品质量，合理地利用了资源。 

3.1  《燕几图》案例 

《燕几图》为宋黄伯思撰，被认为是中国家具史

上第一部组合家具的设计图[9]。几，是中国传统家具

之一。燕几，即宴几，指用于设宴的案几。 
黄伯思的燕几以“广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

的方几为基础模数，按特定比例制成大、中、小 3 样、

共 7 件桌具，通过排列组合能灵活变换出 25 体、76
种格局，表现了很高的设计思想。例如“长桌两只，

纵长七尺，可坐四人，横广，脚高二尺八寸。中桌两

只，纵长五尺二寸五分，可坐三人，横广并脚同前。

小桌三只，纵长三尺五寸，可坐二人，横广并脚同前”[10]，

桌子的结构比例宽度一致，高度一致，3 只桌长度比

例为 4∶3∶2，大桌长宽比例为 4∶1，中桌长宽比例

为 3∶1，小桌长宽比例为 2∶1，《燕几图》结构比例

关系见图 4。这样整数倍于“一尺七寸五分”的结构

设计关系，可根据宾朋多寡、杯盘丰约而变换结构，

可以实现展经史、陈古玩、赋诗斗茶、娱乐等功用，

《燕几图》刊载的家具组合样式见图 5。 
 

 
 

图 4  《燕几图》结构比例关系 
Fig.4 Structural ratio of "Figures of Ya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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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燕几图》刊载的家具组合样式 
Fig.5 Furniture combination styles published in " Figures of Yanji" 

 

燕几的结构比例以“广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

寸”为标准，《燕几图》成书于宋代，使用的计量单

位为宋尺，宋尺的换算单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标

准，从《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一书中可以看到，出

土的 10 余支宋尺，长度都不一样。按照专家们的换

算，宋代的尺一般都在 31.2 厘米上下[11]。故一尺七

寸五分约为 54.6 厘米，适合一个人用餐时所需宽度；

二尺八寸约为 87.36 厘米，适合坐姿使用的桌面高度。

这与我国现行的家具设计人机工程学标准甚是接近，

说明《燕几图》的结构设计标准是符合人机友好要求的。 

3.2  《蝶几谱》案例 

《蝶几谱》成书于明万历丁己年（公元 1617 年），

作者戈汕。《蝶几谱》与《燕几图》两书虽相距 400 

 

余年，但两位作者的设计意图是一致的，都有着相似 
的结构设计标准。《燕几图》是以长方形为基本机构 
元素，《蝶几谱》则是以斜角三角形为基本结构元素。

《蝶几谱》在功能上更加多样化，组合变化也较《燕

几图》复杂，“长短方圆，惟意自裁，垒者尤多，张

者满室，自二、三客至数十俱可用”，由于三角形结

构的加入，《蝶几谱》在组合样式上更加丰富多彩，

可组成方形、圆形，也可组成亭、山等其他形状，有

130 多种。 
《蝶几谱》一共有 6 类 13 只组件，以“闺”为

基数，“闺”是等腰直角三角形，直角边长度为“一

尺七寸五分”，与《燕几图》中方形的宽度一致。“小

三斜”由两个“闺”组成，“左、右半斜”由 3 个“闺”

组成，“大三斜”由 4 个“闺”组成，“长斜”由 6 个

“闺”组成，“闺”形状角的大小只有 90 度和 45 度

两种，《蝶几谱》组件结构比例关系见图 6，这样的

结构设计标准更能完成组合形态的契合。 
基于这样的结构设计标准，《蝶几谱》的组合使

形态相互契合，相互补充，通过一个个独立结构标准

形态，组合成一件件新的整体。以“闺”为基本模数

的结构设计标准，减少了资源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利

用了材料，满足了不同场合和不同功能的需求。 

 
 

图 6  《蝶几谱》组件结构比例关系 
Fig.6 Structural ratio of components in "Figures of Dieji" 

 
4  结语 

设计标准是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文明化不可

抵御的准则，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系统性，是事物从

无序向有序发展的结果。本文研究的内容反映了我国

古代对设计标准的认识，以及在社会各方面建设中已

经达到的成就。古代手工艺设计标准是复杂的社会工

程，它的类型涉及形制、尺度、结构、材料、色彩、

人文等方面，它的范围涉及兵器、漆器、家具等，古

代设计标准的内容多、方面广，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其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古代手工艺设计标准可以认为是一个系统

的设计标准体系。如《髹饰录》中的中国古代漆器从

素胎造型到镶嵌的设计标准，《武备志》中由制箭到

造焙箭器具的设计标准,这些都是先人优秀的系统设

计思想。 
中国古代手工艺设计标准的建立并没有对创新

构成阻碍，相反它为手工艺生产创造了一个基准平

台，为手工艺的基本品质提供了保障。如《武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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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箭的设计标准，它在保证基本形制的前提下，对于

不同条件、不同功能下的需求，在箭的造型上具有不

同程度的创新。这也说明设计标准并不是一种限制，

而是提高品质的一种有效手段。 
古代手工艺设计标准的实施存在着一些基本形

式，目前来看有统一化、组合化、系列化、模块化、

通用化等基本形式。例如《鲁班经》中，就存在组合

化、通用化的形式，木制家具零件和整体配型的尺度

有着标准化的形态，目的是在家具配件老化或损坏

时，可以拆装更新零部件，相同家具的组件也可实现

互换，以保证家具的延续使用。在《燕几图》和《蝶

几谱》中，存在模块化的设计标准形式，它把系统划

分成若干模块的组合，每个模块都能完成一个特定的

子功能，所有的模块按某种方法组装起来，成为新的

整体，从而实现不同的功能需求[12]。 
中国古代手工艺设计标准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人

文属性，《鲁班经》中设计标准不仅涉及工艺标准，

而且也涉及民俗传统和风水原理，这些具备人文属性

的设计标准是中国古代人民追求“天人合一”伟大思

想的体现。 
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基于本土中国制造以及创

新的形成，设计标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古代的

手工艺人如何以合理、有效的生产方式来规范、检测

生产质量，以及他们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下实现

创新，对于今天我们的中国制造、创新和设计标准化

的制定有着莫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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