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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米斗设计及文化特点。方法 介绍米斗的来源及历史演变，证明米斗是民

间广泛使用器具，现存的晚清民国时期米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产品设计角度出发，研究范围包括

形制、材料、结构、色彩、人机、纹饰文化六方面，采用实例法、对比法对传统民间米斗进行了详细的

设计分析。结果 得出晚清民国时期米斗受地域物候的影响，其设计遵守中国传统造物观中的“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寓道于器”的理念。结论 归纳并总结晚清民国时期米斗设计特点，指出米斗设计

的差异性和共性，着重分析纹饰文化特点，并用实例证明米斗在当前生活环境下继续传承使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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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alysis on Rice D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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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00, China; 2.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Rice D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origi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Rice Dou was introduced. It was proved that Rice Dou was a 
widely used instrument in the public. The existing Rice D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im-
portant research value.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design, form, material, structure, color, human ma-
chine, and decoration culture were researched. Design and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Rice Dou were carried out by the 
example method and the comparison method. The design of Rice D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regional phenology. Its design conformed to the concepts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ao 
follows nature” and “Tao resides in utensil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 of cre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e 
Dou desig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summed up and concluded. The differences and com-
monalities of Rice Dou design are pointed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orative culture are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possibility of continuing the use and inheritance of Rice Dou in the current living environment is proved with examples, 
expecting t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ent designers to redesig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vide reference especially 
for wooden product.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Rice Dou; product design; traditional view of crea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米斗是传统民间称量粮食的器具，相当于定量的

称具，解决了以前称少，大量过称费时费力的问题，

在粮食的分配、交易、赋税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

作用，具有使用时间久、地域广、频次高等特点，是

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器具，也是中国传统木

作器具的典型代表。 

1  米斗来源及历史记载 

米斗是随着粮食的生产、交易、流通而发展出来

的量具，先秦时就已经出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中记载：“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

斗，行阴德于民。”是说春秋时期田釐子担任齐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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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暗施仁惠，收税时用小斗，赐给百姓粮食时用大

斗。这表明当时的米斗规格还不统一，直到秦代统一

度量衡，汉代进一步将其制度化，十升为斗、十斗为

石的标准才被固定下来[1]，一直沿用到 20 世纪上半

叶，以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为证。直

到 1959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

命令》，之后随着各种电子称以及地磅的普及，斗的

使用场景才逐渐消逝。 

2  米斗设计分析 

米斗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民间匠人将“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寓道于器”等设计理念融入米

斗的设计制作中，使米斗在形制、材料、结构、色彩、

人机、纹饰文化等设计要素中都具有浓厚的人文气

息，显现出独特的设计艺术特征。现存米斗大部分是

晚清民国时期的，本文充分利用实物进行研究，从中

发现设计价值，服务于当代设计。 

2.1  米斗形制 

米斗按照规格大小分为小号和大号两种型号，即

常见的一斗和二斗。以圆型米斗为例，小号口直径约

20 cm、高 28 cm、底直径 20 cm；大号尺寸口直径约

26 cm、高 36 cm、底直径 36 cm。一斗米换算成现今

的计量单位重 6.25 kg，二斗米重 12.5 kg[2]。这两种

规格的米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高，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其形制规格充分体现了体力、体积、重量

三者之间的平衡，而形制过小或者过大都会降低使用

效率，这也体现出设计规格的重要性。 
米斗依照形状可分为方型和圆型。其中方型米斗

有口大底小或者底大口小两种造型，整体呈现刚正有

型、浑厚粗放之态，见图 1。斗的中间常设有一根提 
 

粱，与口齐平，圆型米斗有时也会设横梁，但以方型

居多。这种设计既便于提携，又可在称量时，用尺子

或竹竿，也叫“概尺”，将堆高的粮食刮平，以此保

证重量的准确。有的是向上拱起的横梁，有的是两侧

带耳不设横梁，还有一种方形米斗，中间分出大小不

一的格子，便于称量不同重量的粮食，更加细化量具

规格，便于粮食的交易。这些设计体现出匠人设计理

念的巧妙，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设计态度。 
而圆型米斗常见款式有三种：直桶型、橄榄型、

圆台型，见图 2。整体呈现圆润饱满、精致细腻之态。 
直桶型米斗上下口径大致相等，米斗外轮廓侧边

线与底面垂直，较为少见。橄榄型米斗整体呈橄榄型，

中间鼓，两端收，上下口径大致相等。通常上口直径

为 20 cm，底直径为 20 cm，高 28 cm。 
圆台型米斗有两种不同类型：边线弧度有耳型和

直边无耳型，无耳型又细分为正台型和倒台型，直边

无耳圆正台型米斗口小底大，倒台型则口大底小，但

倒台型较为少见。带弧度两侧有耳型米斗一般为大号

二斗容量，其他制式为小号一斗容量。 
带弧度有耳圆台型米斗呈肚大口小形状，两侧带

耳，对称，略向上翘起，可作为把手，一般呈圆柱体，

长约 5 cm，直径约 4.5 cm，端头倒圆角，圆润且手

感好，便于倾倒旋转。整个米斗外形轮廓曲率大，形

成优雅舒缓的视觉效果，配上两侧翘起的提手，营造出

一种展翅欲飞的效果，显示出古人造物的审美观[3]。 

2.2  材料方面 

米斗材料的选择遵循中国传统造物“道法自然”
的设计思想，根据地域物候、材质特性进行适当选材，

加以巧妙设计而成。 
通常选用耐腐且具有一定硬度的木材作为主材，

也有用竹材、藤材作为主材的，但较为少见。辅助材 

 
 

图 1  方型米斗 
Fig.1  Square Rice Dou 

 

 
 

图 2  圆型米斗 
Fig.2  Round Rice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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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榆木纹理 
Fig.3  Elm texture 

 

图 4  榉木纹理 
Fig.4  Beech texture 

 

 
 

图 5  米斗的榫卯与铆钉结构 
Fig.5  Tenon and rivet structure of Rice Dou 

 
 

图 6  清代光绪十一年榉木米斗 
Fig.6  Beech Rice Dou in the eleventh year of  

Guangxu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图 7  一木整挖米斗 
Fig.7  Rice Dou dug from one wood 

 
料是金属，一般为铜和铁锻造而成，作箍和包角饰件，

起到紧固、保护和装饰作用，铜制饰件匠师统称为“铜

活”[4]。由于米斗周身板材与底部板材结合处有缝隙，

所以要用漆灰填缝，并糊上织物或者披麻，即披麻带

灰。因此还会用到辅助材料：漆、织物或者灰泥、麻

布，起到装饰，防止变形和虫蛀的作用。 
由于地域的因素，北方多采用榆木、核桃木、楠

木等材料制作米斗。北方榆木资源较多，耐腐蚀，易

加工，故多采用榆木制斗，且用料厚重，硬度相对楠

木较高，榆木制作的米斗纹理开放粗犷，呈现自然质

朴之美，经多年使用后会滑润细腻，稳固结实，见图 3。 
南方多采用榉木、樟木、楠木、柏木等木材制作

米斗。榉木，北方亦称“南榆”，自古是造家具的好

材料，硬度密度大于榆木，纹理较榆木更为细腻，成

品打磨后呈山水纹，美轮美奂，触感细腻，观赏性极

佳，近年受到人们的青睐，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见图

4。樟木因其具有不变形、防虫蛀、防潮防霉等特性，

是做米斗的好材料；柏木米斗通常年代较早，色黄，

质地较为坚硬，纹理细腻，不易翘曲，能耐水，保存

期长；楠木米斗用材多为水楠木，水楠木质地轻软，

纹理精致。 
此外还有竹材米斗，竹材米斗由于牢固性相对木

材米斗差，故存世较少。其他如金丝楠、鸡翅木等珍

贵木材，由于价值昂贵，所以存世亦较少。 

2.3  米斗结构 

方型米斗制作工艺，一是四壁之间的连接结构，

一般采用榫卯结构，榫是两面都外露的明榫，即平板

明榫角接合，榫头一般为直榫和燕尾榫，榫卯连接之

后通常不用钉子，偶尔也有用竹钉横向锁死的；二是 

底板与四壁的连接结构，一般是在四面板的下部内侧

打槽，与底板平头榫接，通常还辅以铜或者铁的包角

以及铆钉在板材交汇拐角处加固；三是斗内侧连接

处，通常用披麻带灰工艺填补缝隙。通过多方位的结构

处理，米斗能适应冷热干湿不同气候及重量的变化，不

涨不裂，坚固耐用，米斗的榫卯与铆钉结构见图 5。 
圆型米斗由弧形的多片木板围绕圆形底板，且木

板下端内侧开槽与圆形底板平头榫接围合成主体，并

且通过上口、腰部、底部三道铁箍箍在一起，其中上

口内外各有一道铁箍固定，腰部铁圈直径小于米斗腰

部最大外直径，就可以箍住木板，使米斗结构更牢靠，

有时还需要金属饰件来加固金属箍与板材的连接，两

侧把手与斗板常常是一木制作而成，底部有时也用披

麻带灰工艺填补缝隙。 
由于木材遇潮湿膨胀、干燥收缩的特性，使得由

多片板材拼接而成的米斗在刚做好时能够咬合紧密，

而在通风处放置一段时间后，会有松散现象出现，这

时只要洒水养护即可坚固如初。这也是南方米斗多呈

圆形，北方米斗多呈方型的原因。还有年代久远的米

斗在底部打十字交叉铁条，并且向斗身弯折形成四角

包裹状固定斗身，样式一般呈如意云头纹饰，如清代

光绪十一年榉木米斗，见图 6。 
圆型米斗除了拼板连接之外，还有一体成型的，

即将一节木材的整个芯材挖空而成，这种工艺制成的

米斗浑然一体，朴拙有趣，但选材规格受局限，且费

工费料，见图 7。 
无论是榫卯结构、拼接结构还是一木整作的米

斗，都是适应当地气候及木材特性，加上匠人的巧思

秒想综合得出的，充分展现出一种“自然天成、天作

人和”的至高造物境界[5]，米斗结构稳定，并且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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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清代髹漆米斗    
  Fig.8  Painted Rice Dou 

 in the Qing Dynasty  

 

图 9  民国清水米斗 
Fig.9  Unpainted Rice Do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图 10  方型搬运及倾倒   
Fig.10  Square handling 

and dumping  

 

图 11  橄榄型搬运及倾倒
Fig.11  Olive handling 

and humping 
 

耐用，能很好地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体现产品

设计的功效和美感。当代木作设计，也要遵循自然气

候特性，适当选材，进行精密的设计制作，力争做到

事半功倍。 

2.4  米斗色彩 

米斗的色彩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髹漆，通常是

在米斗外侧通体施朱红大漆，里侧不施漆，色彩庄重

华贵，更有漆画衬托，在彰显喜庆之余，也显示其主

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富足状态，见图 8。另一种是不髹

漆，匠人称为清水皮壳，这种米斗通体呈现木材的自

然纹理，即原木色，色泽温润，可触摸，亦可观赏。

木纹纹理的变化带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以及心理感

受，充满自然的生活气息，且节省成本，表达了当时

匠人造物的自然观——充分利用材质美造物的理念[6]，

见图 9。当下木作产品深受文人“道法自然”精神的

影响，在外观色彩上广泛采用木材的自然颜色和纹

理，不加漆饰，摒除了化学污染，已渐渐成为一种趋势。 

2.5  米斗使用人机分析 

方型米斗，视觉稳定性较佳，粮食不易侧翻，能

有效避免造成浪费，且在使用过程中，横梁便于单手

提起，另一只手托底，实现双手搬运；而在粮食倾倒

过程中，以横梁为轴，底部向上抬起，在省力的同时

加快粮食倒出的速度，提高工作效率，见图 10。 
圆形米斗，视觉稳定性方面随形状不同又有所区

别，正圆台型米斗稳定性高于直筒型，而直筒型米斗

稳定性又高于橄榄型，橄榄型米斗稳定性高于倒圆台

型。橄榄型米斗由于常常是一斗大小，搬运及倾倒时

只需双手上下抓握即可实现，另有在腰部附近加装铁

质拉环的，便于提携以及倾倒，亦作装饰，见图 11。

正圆台型米斗两侧带耳，双手同时抓握，且斗身可倾

靠身体，形成三点支撑，有效分散重量，减轻上肢压

力，且在倾倒粮食时以两侧耳朵为轴，旋转一定角度

即可轻松实现，体现了米斗的易用性，相较其他形制

的米斗更胜一筹，能够轻松搬运，节省力气，提高效

率。这个尺度的设计必是经过工匠无数次的平衡处理

得出的结果，以达到米斗的实用性、舒适性以及审美

性的完美平衡。此外圆型米斗的口沿还会做成内切 

 
 

图 12  圆型搬运及倾倒 
Fig.12  Round handling and dumping 

 

 
 

图 13  民国三十八年 
黄文晓市斗  

Fig.13  Huang Wenxiao Rice 
Dou in the 38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图 14 “江小白”白酒包装
Fig.14  “Jiang Xiaobai” 

liquor packaging 
 

 
面，利于粮食的装载以及倾倒，见图 12。 

2.6  纹饰文化 

米斗的纹饰包括文字标识和金属饰件两部分。文

字标识通常包括标识性文字和祈福吉语文字，标示性

文字常为堂号、置办米斗时间、主家名姓，如敦叙堂、

乙亥荷月、程友亭记等，标示着主家的名号，有徽章

商标之意；祈福吉语常见的有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五子登科、状元及第、百子千孙等，表达希望生活富

足，家庭美满，子孙前途一帆风顺的祈福意愿。还有

的以布告的形式出现，如民国三十八年黄文晓市斗，

上面写有外借后催还的字款：奉告你们同胞，倘然借

用此斗，量好随手还来，免得我寻不见。读来让人哑

然一笑，趣味十足，见图 13。这种形式在现代产品

包装上亦有体现，如重庆小酒“江小白”，在满足包

装的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以物为载体实现人和人之间

的有效沟通，赋予其新的审美和个性的追求，以幽默

的文案在众多的白酒品牌中脱颖而出，开启了白酒发

展新方向[7]，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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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清代朱红榉木五子登科米斗 

Fig.15  Red Beech Rice Dou in the Qing Dynasty that wish your kids a promising future  
 

 

图 16  民国三十七年张乾泰義 
记粮行的招财进宝款米斗   

Fig.16  Rice Dou in the 37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图 17  民国壬申年米斗 
Fig.17  Rice Dou in the Renshen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图 18  清代同治乙丑年米斗 
Fig.18  Rice Dou in the Yichou Year of Tongzhi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米斗上的文字标识通常采用毛笔书写和雕刻两

种形式实现。毛笔书写通常排布在米斗斗身与斗底，

字体通常是宋体，偶有篆书；雕刻通常在斗身而不在

斗底，雕刻技法有浮雕和阴刻两种，浮雕相比阴刻，

费工费料，成本较高，但效果较为立体突出，字体通

常为宋体。 
米斗上文字标识的排列样式灵活多样，主要有两

种形式：横向环状均匀分布和纵向居中分布。方型米

斗吉语字体如五子登科，日进斗金等，排版通常一个

字占一个面，单字体纵向居中，整体顺时针横向环绕

一周，如清代朱红榉木五子登科米斗，见图 15。也

有采用合体字，居中书写在斗底或斗身，如民国三十

七年张乾泰義记粮行的招财进宝款米斗，见图 16。

而圆型米斗上的标示性文字，亦呈现横向环状均匀分

布和纵向居中分布规律。若置办时间、堂号、主家名

姓一起写，则采用顺时针横向环状均匀分布于斗身，

见图 17；如为了突出堂号，则将堂号几个字单独围

绕米斗周身环向均匀排列，置办时间则通常竖向排列

置于斗底或斗身，如清代同治乙丑年米斗，见图 18。

若字款在底部，则置办时间、堂号、主家名姓依次纵

向居中排列。 
米斗金属饰件样式质朴简单，一般为光素，即饰

件表面无刻花，仅依靠饰件本身的形状样式来破除米

斗的单调外观。金属饰件除了起到加固作用，还有装

饰作用，有的饰件干脆就是装饰作用，如提环后面的

装饰件。饰件样式有：如意云头纹（如意）、葫芦形

（福禄）、桃心形（寿）、梅花形（梅开五福）、如意

壶门（如意）、铜钱形（财）、花边形（自然）、圆环

（圆满）、半圆形等，见图 19，都是中国传统吉祥纹

样，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8]。 
人们以米斗为载体，通过对米斗外部形态的装饰

性设计行为来表达对美好愿望的诉求，符合传统造物

“寓道于器”的理念。生活中不乏传统文化优秀设计

案例，如北京的恭王府，以福为源，万般演绎，不仅

有“天下第一福”的康熙御笔“福”字石刻，并且把“福

文化”与建筑巧妙地结合起来，处处体现了府邸主人

祈求福佑的心愿，可谓“福文化”的经典应用[9]。又

如近些年来，通过文创设计大赛以及博物馆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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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米斗金属饰件 
Fig.19  Metal decoration of Rice Dou 

 

 
 

图 20  传统文化创意产品 
Fig.20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图 21  米斗作花器     
Fig.21  Rice Dou  

as vase 

 

图 22  米斗作画缸 
Fig.22  Rice Dou as  

drawing cylinder 
 

当代设计师们共同探讨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可能性，

设计了一系列优秀产品，见图 20。通过这样的活动，

一方面为当代产品增加艺术活力，另一方面使传统文

化借助新的形式得以传播发扬[10]。 

3  米斗传承应用 

米斗被人们视为是一种财富的象征，一个纳财聚

福的载体，至今还能在一些地方的婚礼仪式上能看到

米斗的身影，寓意新人生活富足、幸福美满，亦能看

到现代人老物新用，把米斗当作画缸摆在案头，或是

作为花器置于茶几上装点居家环境，见图 21—22。 

4  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的米斗以容器的形式作为量具使

用，是中国传统造物的杰出代表，其在形制、用材、

结构、色彩、人机、纹饰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设计

艺术特征，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反映了民间工

匠造物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大众的审美情趣。当下

文创产品设计如火如荼，广大设计师可从中借鉴一

二，结合现今科技，设计一系列经典产品，服务于现

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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