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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中国传统熨斗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形制分类及造型特征，挖掘传统造物智慧和文化内涵，
传承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方法 从设计学角度出发，结合考古类型学，对收集到的图像可考与现存
可见的 37 件传统熨斗进行形制分类及造型特征研究。综合考虑传统熨斗基本造型和结构特征，将其分
为斗形、船形、鸟形等三型五式。在形制分类的基础上总结传统熨斗的演变轨迹，从结构功能、造型装
饰、文化内涵三个方面提炼传统熨斗的造物思想。结论 考证了中国传统熨斗的常见形制，挖掘了其在
结构功能上传达出的“致用利人”造物逻辑、在造型装饰上体现出的“制器尚象”造物方式、在文化内
涵上反映出的“器以载道”造物智慧，为传承与发展传统造物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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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tak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udy its shape classification and 

modeling features,excavate the wisdom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reation and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combined with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hape classification and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37 traditional irons collected from the image available and 

extant. Considering the basic shape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ir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nd 

five styles, such as bucket-shaped, boat-shaped and bird-shaped. The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traditional iron is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shap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reation ideas of traditional iron is refined from three aspects :structure func-

tion, modeling decor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common shapes and structur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rons are 

researched, and the logic of "use for the benefit of people" expressed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he way of "making 

vessels and worshiping images" reflected in the modeling decoration, and the wisdom of" vessels to carry the way" re-

flected i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re explored,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deas of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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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熨斗又被称为“火斗”“金斗”，俗称“烙

铁”[1]，是中国传统服饰制作过程中极其重要的辅助

工具，因其从上至下的使用方法以及使衣物平整的用

途而得名。自我国服饰文化形成以来，作为服饰生产、

制作与保养必不可少的工具——熨斗的设计制作便

开始进入传统造物领域，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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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服饰文化中尤其是制衣工具里不可缺少的

部分。目前对于传统熨斗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

第一，将其归为熨烫器具在专著中提及，如王烨[1]、

周邦桢等[2]；第二，针对传统熨斗的发展演变、造型

结构、使用功能、装饰审美等方面的研究论述，以期

刊论文为主。如邹卫[3]对中国历代熨斗的设计发展进

行了阐述，董文珍[4]根据历史朝代的时间脉络对熨斗

的形制进行了划分，笔者认为可综合考虑熨斗的造型

特征来划分形制并制图考案。刘云华[5]将红帮熨斗与

中国传统熨斗在造型结构、使用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对比，其实质是对比了中西熨斗，笔者认为西式熨

斗的传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使中国传统熨斗出

现了仿西设计。邹卫[6]分析了明清熨斗的装饰题材、

形制、风格及审美特点，这为本文的造物思想部分提

供了一定的参考。目前关于传统熨斗的研究，缺少系

统、严谨的形制分类以及造物思想分析，鉴于如今的

研究现状，本文以图式分析结合历史文献，对传统熨

斗的形制进行整理、分类和总结，系统化、严谨化地

对熨斗的细节特征、演变规律进行考证并挖掘其蕴含

的造物思想内涵，以期为传统造物思想研究提供有价

值的理论支撑。 

1  传统熨斗概述 

熨斗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商代，其功能源于刑具，

是学者基于古史传说和史籍对熨斗功能起源的一种

猜想。熨斗真正出现并能够考证是在西汉。从古籍文

献记载来看，《小校经阁》卷十三中著录了西汉五凤

元年熨斗[7]。结合出土实物来看，如长沙汤家岭 1 号

墓出土的西汉晚期“张端君”铜熨斗是 早出现的熨

斗[8]（见图 1）。自汉代起，熨斗逐渐开始兴起。魏晋

南北朝以后由宫廷贵族传入民间，如晋代《杜预集》：

“药柞臼、澡盘、熨斗……皆民间之用也。”唐宋时

期，熨斗全面发展并得到广泛使用，甚至成为文人文

房中熨纸平画的重要器具。至明清时期，熨斗发展到

了 为鼎盛的阶段。至民国，“西风东渐”背景下，

西式熨斗的出现及使用带来了传统熨斗的全新变革。

随着中国电气化时代的到来，电熨斗逐渐代替了传统 
 

熨斗的使用。1911 年《世界月报》中写道“每件纱 

丽长约五丈至八丈间，先以电熨斗捋纱面熨平，然后

折叠包装之[9]”。可见，自此传统熨斗逐渐衰落。从

传统熨斗的出现到式微，不仅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变

革，同时也反映了服装流行的变迁和服装熨烫技术的

发展。熨斗向电气化方向的演变，对提高服装制作的

加工效率和服装面料的利用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图 1 “张端君”铜熨斗 
Fig.1 The "Zhang Duanjun" copper iron 

2  传统熨斗的形制分类 

笔者从收集整理获得的考古发掘报告、古籍古画

及博物馆藏品中提取出 37 件熨斗，其中来源于墓葬

出土 8 件，来源于古籍古画 3 件，来源于博物馆收藏

26 件。目前从收集到的熨斗材质来看，铜质熨斗占

大多数，其次为铁质，而银质、景泰蓝、陶瓷制熨斗

数量较少。因不同质地的熨斗具有共性形态特征，

所 以 本 文 拟将 所 有 收 集到 的 金 属 熨斗 放 在 一 起讨

论，不包括其他材质熨斗。重点结合设计学中的造

型理论以及考古类型学，综合考虑熨斗的造型特征，

将熨斗形制划分为：斗形熨斗、船形熨斗、鸟形熨斗

三型（见图 2）。 

2.1  斗形熨斗 

斗形熨斗是熨斗的原始形制，其外形如斗，斗身

口部呈圆形并且斗身侧边附一直线形斗柄。收集到的

斗形熨斗共 33 件，斗形熨斗的主体结构由斗身与斗

柄组成，根据斗身腹部的深浅、斗柄的空实、长短及

辅件的有无等特征进一步划分为三式。 

I 式：有座式。直柄熨斗横插于坐式支架。其中 

 
 

图 2  传统熨斗分类图 
Fig.2 Classification chart of traditional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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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盖支架熨斗 1 件，如吴云《两垒轩彝器图释》中著

录的“魏太和支架熨斗”[7]，无盖支架熨斗 1 件，如

河北邯郸市市郊张庄桥东汉墓出土的青铜支架刻度

熨斗[10]（见图 2）。 

II 式：无座浅腹直柄式。无底座，浅盆腹式并附

一柄，柄大多数为长直柄，如河南洛阳新安县南李村

镇刘邦沟村汉墓出土的汉代“货泉”钱币纹铜熨斗[11]

（见图 2）。少数柄部装饰有龙首造型，如江苏扬州

市邗江区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出土的西汉铜熨斗 [12]

（见表 1（TI1））。还有的熨斗柄为可折叠式，如上

围艺术村中国历代熨斗博物馆藏玄纹宝相花折叠文

房熨斗（见表 1（TI3））。其中无盖熨斗共计 8 件，

有盖熨斗共计 1 件。 

III 式：无座深腹銎柄式。无底座，深腹式，空

心短柄从下腹部斜向上延，有护挡，共计 22 件，如

上围艺术村中国历代熨斗博物馆藏清代梅兰竹菊白

铜鎏银文房熨斗（见图 2）。 

2.2  船形熨斗 

船形熨斗，其造型似船，是中国近代西风东渐的

舶来物，实质上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在中国熨斗的

基础上运用科学技术改良创新的产物[3]。船形熨斗进

入中国之后，由于服饰流行变迁带来的制衣工具改革

并本土化后，逐渐代替了斗形熨斗的使用。收集到的

能够判断为国产的船形熨斗共 3 件，这种形制的熨斗

共同特点是斗身呈船形，斗柄两端与斗身连接呈环

状，由斗盖、斗身、斗柄三部分构成，根据斗身的排

烟结构进一步划分为两式。 

I 式：烟道式。斗柄一端与烟道上部分相连，另

一端连接至斗盖，斗柄与斗盖之间形成方形空间。烟

道的进气口与斗盖连接直通斗身，烟道的出气口方向

与熨斗的移动方向保持一致。如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

习馆藏熨斗（见图 2）。 

II 式：气孔式。不带烟道，斗身带气孔，斗盖边

缘为锯齿状，斗柄与斗盖之间形成半月形空间，斗内

有搁放火炭的铁片。如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熨

斗（见图 2）。 

2.3  鸟形熨斗 

鸟 形 熨 斗 ， 此 类 熨 斗 以 自 然 界 中 的 禽 类 为 原

型，造型上保留动物本身的形态，无过多人工处理

的 痕 迹 。如江 南 大 学民间 服 饰 传习馆 藏 鸭 子熨斗

（见图 2）。  

综上所述，斗形熨斗在总量中占 89.19%，船形

熨斗占 8.11%，鸟形熨斗占 2.70%，熨斗形制的多样

性与时代性是传承传统与融合创新的表现。斗形熨斗

是熨斗的早期造型与主流形制，早期斗形熨斗以斗身

与斗柄的结构组成，实现了熨烫的基础功能，构成了

手持的使用方式，后期斗形熨斗在早期形制基础上发

展出了护挡、斗盖、支架等新式结构部件，以满足安

全性、舒适性需求。船形熨斗是在西方熨斗形制基础

上革新与本土化的产物，与斗形熨斗存在巨大差异。

鸟形熨斗是熨斗中的特殊形制，数量较少。基于以上

形制分类，本文对收集到的熨斗样本资料进行整理和

筛选，绘制线稿并构建传统熨斗造型分析图谱[13]（见

表 1），以此廓清熨斗的演变轨迹。汉代时期，熨斗

为浅盆腹、宽口沿、平底、有实心长柄的造型，部分

熨斗带座或带盖。魏晋以后，带座熨斗逐渐消失，魏

晋时期的熨斗延续了汉代单一简洁的特点，仅在斗柄

末端略有装饰。隋唐时期，熨斗造型大致不变，斗柄

发展出了可折叠的功能。宋元时期，熨斗造型在继承

早期形制的基础上，斗腹深度加深，斗柄发展为上翘

空心短柄，斗身出现了护挡。明清时期，熨斗固定为

深直腹、有护挡、有空心短柄的造型，整体趋向于精

致化。民国受西化影响改进为三角形、有盖密闭式、

空心盒型的造型。 
 

表 1  传统熨斗造型分析图谱 
Tab.1 The analysis map of traditional iron modeling 

编号 TI1 TI2 TI3 TI4 

线描图 
    

年代 汉代 魏晋 唐代 宋代 

出处 
江苏扬州邗江区扬寿乡 

宝女墩新莽墓 

宁夏固原北周 

李贤夫妇墓 

上围艺术村中国历代 

熨斗博物馆 

上围艺术村中国历代 

熨斗博物馆 

编号 TI5 TI6 TI7 TI8 

线描图 

    
年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民国 

出处 
上围艺术村中国历代 

熨斗博物馆 

上围艺术村中国历代 

熨斗博物馆 

上围艺术村中国历代 

熨斗博物馆 

江南大学民间 

服饰传习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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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熨斗设计中的造物思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传统制衣工具

之一，熨斗的诞生与人们对服饰礼仪意识的出现密不

可分，并随着人们对熨斗多种用途的拓展以及对使用

安全的重视而不断演变，促使中国传统熨斗发展出丰

富的类型，蕴含着深刻的造物思想与传统造物智慧。

造物思想是人类自先秦以来遵循自然、崇尚自然进行

造物的指导思想，是民族文化底蕴的表达[14]。传承传

统熨斗造物思想中的丰富遗产与优秀文化，以此构建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设计理念与方法[15]，有助于

启迪现代设计中的创新思维，指导现代生活方式下的

器具设计。 

3.1  传统熨斗结构功能中的“致用利人”造物逻辑   

传统熨斗作为熨烫器具，其实用性是设计的根本

属性，换言之，“人为物本、物因人用”是传统熨斗

结构功能设计的逻辑起点。从人体工程学角度看，传

统熨斗的结构是基于用物之人的安全性与舒适性的

设计。在结构上，斗底底板、斗身空间、斗柄部件是

熨斗功能构成的三要素，决定了压力和温度两个熨烫

要素，是实现服饰面料热压工艺处理的关键因素。针

对熨斗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驱动关系，选取江南大学

民间服饰传习馆藏近代传世熨斗实物作为标本进行

设计分析。如前所述，标本 1 是典型的斗形熨斗（见

图 3a），标本 2 是典型的船形熨斗（见图 3b）。斗底

底板是斗底底部重要的结构部件，在结构上决定着斗

身内部的存储空间构造，在功能上决定着熨斗与面料

的接触面积大小、形状以及熨斗的运动方向。如标本

1 斗底底板与标本 2 的三角形底板不同，呈圆形。究 
 

其原因是圆形符合斗形熨斗左右循环的运动轨迹，与

人站立悬持使用熨斗的动作契合。斗身是熨斗储存热

量的空间，不仅决定了炭火储放容量的大小，还影响

人用炭火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问题。为降低火星迸发带

来的烫伤风险性，标本 1 加深了斗身的深度、增设了

斗身上的护挡。样本 2 的斗身为密闭式，可将炭火封

闭在内，有效地减少了火星溢出。样本 2 的斗身设有

镂空气孔以达到空气的流通，一方面氧气的流入可保

持斗内炭火的燃烧，另一方面可避免炭火燃烧的烟气

直冲人体面部产生不适感[5]。斗柄是直接与用物之人

接触的部件，决定了人作用于工具的力度大小和方向

的不同[5]。标本 1 和 2 的斗柄以“人的尺寸”为设计

标准：标本 1 斗柄与斗身连接的角度（向上倾斜

30°~45°），是源于人抬臂时的舒适性与省力性的考

虑；标本 2 中间突、两端收窄的梭形斗柄与人体手部

形态相契合，可以起到手部防滑的作用，以保障用物

安全。从功能上看，传统熨斗是一件多功能的实用性

利人工具，第一，作为平整工具，可用于熨衣、平帛、

烫书；第二，作为加热容器时，可以熏香、煎茶；第

三，有学者认为传统熨斗还可以作为衡量尺度[5]。传

统熨斗在结构上的“以人为本”，在功能上的“物为

人用”，是对“致用利人”造物理念的实践检验，影

响着熨斗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演变，以达到安

全性、舒适性、易用性的造物标准。 

3.2  传统熨斗造型装饰中的“制器尚象”造物方式 

传统熨斗属于实用性生活器具，但同时也具备艺

术审美价值，相较于现代电熨斗，传统熨斗是集实用

功能和审美功能于一体的艺术品。传统熨斗在实现熨

烫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器尚象”的造物方式进行 

 
 

图 3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近代传世熨斗的构成要素示意图及尺寸图 
Fig.3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onents and dimensional drawing of the modern handed  

down irons collected by Jiang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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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式处理与审美创造。其整体造型、局部构形、
装饰纹样皆源于自然万物之象，其以自然界已存物象
实体为模拟对象，以具象、抽象或意象的造型手段，
对模拟对象进行整体或局部的还原或联想运用，以
“器”和“象”的共性特点进行融合创作[16]，从而实
现“形象”与“器用”的统一。从整体造型仿生形式
上看，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鸟形熨斗为例，
其以自然中的鸭子作为仿生原型，以鸭子形体的圆腹
部位为斗身结构，以鸭子浮游水面的体态特征为斗底
平面，以鸭腹至颈部的形态为烟道，以鸭嘴形态为烟
道口（见图 4）。以熨斗的整体造型呈现完整的仿生原
型，以“器”入“形”[17]，实现鸭子的天然形体与熨
斗整体的结构共生。从局部构形仿生形式上看，斗形
熨斗以龙首造型塑造斗柄，一种是以龙首衔接斗身与
斗柄，如上围艺术村中国历代熨斗博物馆藏明代如意
护背熨斗（见图 5a）；另一种是以龙首装饰斗柄末端，
如安徽寿县茶庵马家古堆东汉墓出土的龙柄熨斗 [18]

（见图 5b）。此外，斗形熨斗的护挡结构仿生形式多
样，有如意形、莲花形、葵花形、仿马蹄袖形，承担
着装饰与防止火星四溅烫手的双重功能。从装饰纹样
仿生形式上看，斗形熨斗的纹样题材以反映自然与现
实生活为主[6]，自然题材多以动植物、山水等为模仿
对象，现实生活题材多以日常生活场景为模仿内容。
传统熨斗从表面装饰、局部构形到整体造型均遵守“有
象可效、有形可度”的造型法则，提取自然万物中“象”
的形式特征作为造型原型，将凝练自“象”的线条作
为造型元素，以打破熨斗的基础造型，使装饰性与功
能性相统一，实现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融合。 

3.3  传统熨斗文化内涵中的“器以载道”造物智慧 

传统熨斗作为熨烫之“器”，因衣而生、为人所 
 

用，更具有丰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独特的象征意义。

熨斗是熨烫衣料之物，可以使起皱的衣物平整，从而

使穿着者保持干净整洁的形象，进而达到规范服饰礼

仪的目的。如明代冯梦龙《墨憨斋三笑》中记载“宋

武帝虽衣浣衣，而左右必须鲜洁。尝有侍臣衣带卷褶，

帝怒曰：‘卿衣带如绳，欲何所缚？’吏部何敬容希

旨，尝以胶清刷鬓，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暑月背为

之焦。”[19]。上至一国之君对服饰整洁的重视态度显

而易见，因此熨斗在传统社会服饰文化中的出现是造

物者的顺势而为，承担着规范服饰礼仪、美化社交形

象的社会责任。从用物之人上看，熨斗是古代女性生

产活动与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是个人身份认知和家

庭角色分工的重要象征[20]。如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

图》（见图 6），所描绘的是三组宫女加工绢丝的场景，

显示出捣丝熨绢是古代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方

式。古代妇女运用熨斗进行服饰制作与打理，一方面

是传统社会下家庭角色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

是表达对征戍丈夫思念之情的渠道与途径。如唐代杜

甫《捣衣》中的“宁辞捣熨倦，一寄塞垣深”，王建

《捣衣曲》中的“重烧熨斗贴两头，与郎裁作迎寒裘”。

从名称组合上看，熨斗的“熨”除了熨烫之意外，还

有“熨帖”之意，意为平坦、平安，寓意治安平定天

下。如《隋书·李浑传》记：“穆遂令浑入京，奉熨

斗于高祖，曰：‘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也。’”在传统

婚俗中，新娘会随身携带弓箭、镜子、熨斗等物件来

达到驱邪的目的，以保平安。此外，青海汉族婚俗“坐

熨斗”同样表达了祈求平安之意[21]。以上对熨斗符号

语义间接或直接的解读超越了熨斗的物质层功能，熨

斗所蕴含的服饰文化、代表的女红符号以及象征的民

俗语义是对“器以载道”造物 高境界的追求。 

 
 

图 4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鸟形熨斗的构成要素示意图及尺寸图 
Fig.4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onents and dimensional drawing of the bird Iron collected by Jiangnan University 

 

 
 

图 5  传统熨斗的局部构形仿生示意图 
Fig.5 The bionic schematic diagram of local configuration of traditional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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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 
Fig.6 The painting of ramming and training by Zhang Xuan of Tang Dynasty 

 

4  结语  

传统熨斗作为制衣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
于传统服饰制作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
多样性特征的外观造型，是集合了实用、装饰和文化
层面诸多功能的传统造物，凝结着深刻的造物思想。
本文立足出土文物和古籍文献，明晰传统熨斗的基本
概念与流行期，进而将收集到的传统熨斗分为斗形、
船形、鸟形三大类型，在此基础上提炼其蕴含的传统
造物思想。传统熨斗的适人结构、利人功能，有助于
提高人用物过程中的安全性、舒适性、有效性，体现
了“致用利人”的造物理念。传统熨斗以“制器尚象”
的造型方式实现了装饰性与实用性的统一，所蕴含的
服饰礼仪文化、所代表的传统女性身份及所象征的丰
富民俗语义更是传递出了“器以载道”的造物智慧。
传统熨斗是造物者人文关怀与用物者情感寄托的融
合，是传统造物思想与民间工匠精神的结合，值得现
代设计传承与研习。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仍有不足之
处，关于不同材质与不同热源的传统熨斗的分析、中
西传统熨斗的分辨等内容尚未研究，期待更多学者的
关注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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