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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机械设计美学研究
———以木牛流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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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明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庸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集大成者，早已在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弟心中根深蒂固，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人们的生活习性，审美，交际都受到潜移默

化的影响。当然也不乏设计创造活动之中。传统机械的设计工作中，匠人们向来崇尚简约、实用且服务于生活的造物思想，从而

形成的机械美学亦是以人为审美主体，以中庸思想为前提，为人们生活实践活动服务的中庸设计之美。本文首次将中庸思想结合

到机械设计活动讨论之中，旨在通过中庸观点以及老子思想影响下的机械设计以木牛流马为例进行探索，试述中国传统机械设计

美学的前世今生。
关键词: 木牛流马; 中庸之美; 老子思想; 传统机械美学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1602 ( 2016) 10 － 0049 － 02

1 关于木牛流马的寻根之路
1． 1 木牛流马的时代性

公元 231 年，诸葛亮对魏战争期间设计了“木牛流马”届时，

名声大噪，震惊八方，出于蜀国畜力人力匮乏，更为战时运输军用

物资所用，也就是说其制作流程不宜过于繁琐，且能负重，最重要

的是行进速度的把握。也就是说其造型特点必然是功能至上的极简

风格，极少装饰，遵循着实用主义原则。历史上对木牛流马的记载

始见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于黄

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2］诸上历史事实，证明了诸葛亮

首创仿生机械大规模的应用于军事活动范畴，然而出于战争的历史

条件下，统治者绝不会将先进的机械技术武器设备流传于民间乃至

敌国，故而没有得以流传。
1． 2 木牛流马的地域风格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广袤的领土面积，繁多的民族 悠

久的历史，还有各地不同的开化程度，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差

异，培育出不同的风土人情、人文习惯、文化风尚，以及截然不同

的衍生工具。木牛运行道路是诸葛亮北伐“出祁山”的路线以西北

方向迂回道路为主，道路相对平坦，流马运粮所走的是褒斜栈道
( 褒斜二谷多为峭壁陡崖，只能循河谷临水铺设栈道) ，比较宽阔平

缓，有一定起伏。如此的道路状况所衍生出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必然

是独一无二的。
1． 3 木牛流马的民族人文通感

三国乱世，处于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三国志》中所记载的

孔明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众所周知其三顾茅庐而不出之典故，后

知天命难违，入蜀后推行严厉的法律极尽掌握一切权力，诸葛亮在

政治方面是明显的法家思想，控制欲极强，然而其个人色彩却是温

婉的，极其类似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与老子的精神颇为神似。
老子所创《老子》一书是中国古代最早论及科学技术的著作，

也是最早论及机械设计思想和机械设计方法的文献。《老子》朴散

为器，大制不割［3］，复归于朴的思想是教导人们任何器物的创作与

制造，都应该遵循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返璞归真，使得所制之物

无人力妄自干扰而成就的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是为大美。这一点

与诸葛亮的造物思想不谋而合，“木牛流马”诸葛亮以最自然的形

态仿生，回归自然界之中，所创之物与大自然在画面之中符合设计

事理学，毫无违和感。“木牛流马”的设计成果内含着中华民族的

优秀血统，传承着中庸之美寓于创作之中，似是情理之中，又是意

料之外的稀世文化遗产;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老子赞成“有什

伯之器而不用，”从“无所为用”到“有而用之”再到“有而不

用。”［4］这个观点用于当今世界依然是充满哲理的。诸如火药的发

明，从无到有，到应用于烟花、炸药，到如今为了和平与环保，做

到有而不用，同样是为大美。
2 关于木牛流马的美学思考

2． 1 结构美

英国哲学家休谟曾这样讲过，“美是各部分之间的这样一种秩

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

情，这种秩序的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

征。”［5］可以说此观点十分肯定了结构在器物要素中的重要性。
在结构造诣方面，中国古代先人的智慧结晶比比皆是，诸葛亮

的木牛流马是中国最早的仿生机械，其结构设计应用了杠杆省力原

理、后载剋技术、三脚杠等诸多机械技术，各个部件之间的连接方

式都是以最为和谐的状态组合在一起。结合中国古代机械设计思想

来说，匠人们更趋向于朴素之美，将结构暴露于外，少有装饰。像

水车、辘轳皆是如此。设计目的一目了然，简洁大方。用最简约的

结构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使生活更加美好。结构是器物赖以存在的

内在骨架，外观是器物赖以生存的外在形式。如果没有一个合理

的、科学 的 内 在 骨 架 作 为 支 撑，外 观 即 使 再 华 丽，也 是 无 谓 的

堆砌。
2． 2 功能美

黑格尔说过: “美的要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即功能

美，另一种是外在的，即功能所借以表现出意蕴和特性的东西。”［6］

由此可以看出，形式与功能是对立统一的，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哲学关系。
木牛流马，是具有承载功效的流动艺术品。通过《作木牛之

法》、《作流马之法》的复原结构来看，它如同其他运输工具一样，

有着诸如平衡器、车架、车罩壳等基本的组成构件。马的外观形态

不是单纯的用来象形，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水路运输的时候，其密度

小于 1 又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罩，足可以漂浮于水面，流马一旦入水，

“后载剋”会定位下沉，使得整车在水中形成不倒翁结构，故此流

马可以定义为两栖车辆，也就是说流马的结构具备水上漂的功能，

结构美是功能美的前提，是功能美的实现条件，结构设计在整个造

物过程当中扮演着重中之重的角色。
自此诸葛亮成为水路两栖运输工具的开创者。这在当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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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以及科技发展水平下可谓是神乎其神的。在很多普通人看来，

物的美与功利来源于外在形式艺术创造，而忽略了构成此种平衡的

内在因素。相传司马懿“夜深入敌营盗车数辆，细细钻研良久而不

得其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司马懿只注重事物的表面

所呈现 的 状 态，而 忽 略 了 事 物 的 内 在 联 系，故 而 解 困 之 路 不 了

了之。
2． 3 融入意匠美之中的中庸之美

不同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因为经历了不同的历

史轨迹等等因素，都会有其相对固定的文化心理结构。2000 多年前

孔子提出了“中庸”之道，简而言之，就是适中且平和的意思，表

现在日常的就是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尚文不尚武，缺乏感情冲动不

走极端等等，呈现一片和平、雍容的气象与风度。在中庸文化心里

的影响下，中国人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思考方式、道德观、价值

观乃至审美体验。中庸文化心理和与其衍生出的中庸之美是一脉相

承的。在传统机械制造的过程中，不同种族地域的人们的造物思想

大同小异，均是服务于人的生活，可该时期所引导的思想确是形成

不同风格器物建筑的重要原因。例如在男权社会，器物大多显得浑

厚粗狂，体现着阳刚之美的男性崇拜，而早期女权社会时期，器物

大多显得细腻工整，体现着统治阶级的阴柔之美。设计之行业，是

一种精神的转换与寄托。
中庸之美主要的构成要素有四，分别是时、度、中、和。这里

主要分析当中的“度”与机械制造美的关联。过于简洁则是简单，

过于复杂则是累赘。使器物处在“无过无不及”的状态，就是中庸

之美最为核心的体现。在木牛流马的造物过程当中，各个部件的衔

接，穿插结构的布局，在使用过程中的损耗都应当是有相当精确的

数据支持的，甚至其承重能力也应该掌握度的原则，过多会不堪重

负，过少则浪费了资源。中国古代崇尚的造物思想是“天人合一。”
《周礼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

后可以为良。”［7］，大意是制器的时机应当顺应天时，适合地气，材

料优良，工艺精湛，那么所为之器物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顺应历

史发展潮流的。“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淡”使器物呈现最为合理

的状态是为中庸之道。
古代机械的造型原则有四，分别是对称原则，协调原则，规律

性原则以及适度装饰原则。这里主要分析当中的“对称”与机械制

造美的关联。造物思想对称性的考虑，所谓之对称，其要领在于掌

握平衡，而这里所表述的平衡并非是将器物一分为二所得到的对

等，以木牛流马为例，流马三角杠的设计，为解决力的对称与平衡

而生，其制动原理是在重力相等的前提条件下，物体与地面的平面

摩擦力大于滚动摩擦力，由此诸葛亮成为四轮车机械制动结构的开

创者。
2． 4 色彩美

中国古代无论从建筑还是器物上，人们都极力从自然界中寻找

创造来源，随处可见的森林树木、石料土沙，人们可以随性的表达

自己的创作意图。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对木材情有独钟，首先木材

具有可再生性，木牛流马的制作材质选用木料，最重要的一点是考

虑到可以就地取材，而且加工方便，环境友好性强。木材之美是天

然之美，无需过多的装饰，最为淳朴的原色，仿佛又回归了大自然

之中。
3 传统机械角度美的由来
3． 1 模仿自然

模仿是最古老的艺术创作方式，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崇拜

从而加以模仿，师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古代的设计多半来源

于自然，螺旋结构来自于龙卷风，锯子来自于螳螂臂，轮子来源于

随风旋转的飞蓬草，船儿来源于水中鱼……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善

于利用自然界的形态进行创作模仿，从而逐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

量，往往以自然界为创作素材的发明发现又总是给予人们无限惊

喜，这意味着模仿与回归是造物设计的永恒主题。
3． 2 秩序之美

中国传统机械设计的秩序之美体现于各个元素之间的功能和

谐、结构和谐、色彩和谐、尺度和谐。机械之美，在于它合理的秩

序性，“木牛流马”的设计真正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得益于

其各个关节之间的相互牵引、带动以及力的传送。中国传统机械设

计中的秩序之美，体现了中国式的理智与情感，在历史的长河中，

沉淀了其独特的个性。
3． 3 回归生活

人类的一切设计活动都是服务于生活，为了使生活更美好。人

们在井边打水所用到的辘轳、河边洗衣的洗衣棒、乡间的水车……
所有这种平常而美好的画面，都融入了祖先的智慧。当器物回归，

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成就了最美的存在。
4 结论
4． 1 中国古代机械设计美的本质

机械设计虽然是器物文化，可他也同样是记载了人类生活方式

的物质载体，物以载道，反映了所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

念。作为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和造物思想，功能上人们毫无疑

问的追求实用，形式上还是倾向于柔和的中庸之美。
“中庸之美”源于中庸思想，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几千年

来的文明之中，当然也包括机械设计和器具设计之中，这是由社会

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孔子缅怀尧舜禹的时代，老百姓在原始社会曾

经拥有至纯、至善、至朴、至美的美好的品德，可在很久以前却失

去了这种美德，所以提出以中庸之美为美的审美观，从而方方面面

的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而由此一来形成的社会风尚、器物风

格、反过来又推动社会更替与发展。如此周而复始，不断更新充实

中庸之道。中庸之美在机械设计当中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合理的结构

关系和为人类提供最为舒适的全方位的体验。
4． 2 中庸之美的传承

当代人们处在信息高速运转的时代里，人们的认知与观念时时

刻刻都在发生日新月异得变化，西方的价值观与多元化的思潮正在

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我们，然而几千年的造物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念绝

不是这么容易消失的，最民族的才是最国际的，让本民族的文化价

值观念与审美标准吸收最为先进的优秀技术与养分，融于造物之

中。一经改良的造物设计的民族风格一方面是设计师对本民族优良

传统的传承与应用，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客户的文化价值

观念，引领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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