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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用思想对产品适度设计的启示 
魏家强 

（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墨子作为墨家学说的创立者，其学说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在资源、能源加速消耗，生态环境日益被破坏的今天，

探究墨子的节用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墨子节用思想中关于服装、食物、建筑、舟车的造物理念，一定程度上与产品适度设计

不谋而合。本文通过对墨子节用思想的解读，穿插相关设计实例，以此来探究墨子节用思想与产品适度设计之间的联系，丰富产品

适度设计的内涵，对于当代产品设计市场的健康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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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墨子节用思想的背景与内容 

墨子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以其为代表的墨家学派,曾

经在中国古代学派林立的历史时期中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墨子生于

战国时期,各国割据激烈,战争频繁发生,生产力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贵族阶级骄奢淫逸、放纵自恣、不恤体力，导致广大的劳动人民过

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出生在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家庭里，墨子

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节用是墨子的重要思

想之一,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在《节用》一篇中，墨子认为，

治国要学习古代圣人治政，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只要达到它们

应有的功效就够了，其余美观的装饰不能增加它们实际作用，应该

舍弃。[2]这种观点与本文提及的产品的适度设计高度吻合。对于墨子

的节用思想，很多学者褒贬不一。我们纵然能够认识到其思想的局

限性，我们也应该置身在资源加速消耗的当今时代中，体味着节用

思想的重要性；在五光十色的现代设计中，找寻产品的适度设计之

路。 

2 适度设计概况 

2.1 适度设计产生的原因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于设计趋之若鹜。设计活动涉及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飞机大炮需要被设计，锅碗瓢盆也需要设计。这

些浩浩荡荡的设计活动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人们对资源的利用

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此外，商业化设计也推动人们在产品的外观、

材料、造型等方面孜孜不倦的探索，在巨大的利润的驱动下，设计

活动变味了，很多产品被过度设计。卫衣的抽绳被制作成耳机、厕

所的排泄物可以被监测分析、遥控器上一排排用不到的按键等等。

产品的设计似乎非要标新立异不可。而适度设计的理念正是基于过

度设计被提出的，适度设计，是指为避免设计的过度与浪费所进行

的恰如其分的设计。 

2.2 适度设计的发展 

在二十世纪末，日本的三桥俊雄通过对发展中地区居民的生活

需求（包括文化、环境和整个社会）现状的考察，对适度设计的理

论进行了研究探讨[3]。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对产

品设计规范性的指导建议也提到“反对过度的奢华，与对产品外在

的盲目追求，同时主张考虑对环境生态的保护[4]。21 世纪人类进入

信息社会，设计面临着新的时代问题和社会矛盾。环境破坏问题、

资源浪费问题在恶化，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越发复杂。设计师

和学者们不得不思考，今天设计的“度”又在哪里[5]？纵观产品设计

史，产品设计一边高举以人为本的旗帜，另一边则是充斥着以提升

产品附加值为由的商业气息。在资源紧缺的当今社会，我们强调适

度设计，是想要激发设计师的敬畏之心，重回质朴、本真的设计道

路。 

3 节用思想对适度设计的启示 

《墨子·法仪》中说到“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墨子说到的

度，意指节制。它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约束,是对事物规律和人的思

想行为准则的概括。凡是遵从“度”的规律和准则的行为将会促进

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否则,将会破坏发展和生态平衡。[6]墨子在

节用篇中谈到古代圣人治政，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只要能满足

基本功能就够了。而当时的统治者却在这些方面穷奢极欲，大量耗

费百姓的民力财力，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这样失“度”的做法给

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因此，他主张凡不利于实用，不能给百姓

带来利益的，应一概取消。凡事都有度。同样的，产品设计也有其

度，只要超过了这个度，从哲学的角度看，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改

变；从设计的角度看，产品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而是制造

了新的问题。我们说产品设计要遵从适度设计的原则，那么什么样

的设计才是适度设计？墨子的一些观点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3.1 遵循产品层面的约束 

3.1.1 为真实的需求而设计 

墨子提出“着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其为宫

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

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人们利用衣服是用来御寒防暑；利用

房屋就是用来防盗、遮风挡雨；利用车来行陆，利用舟是用来行水。

基于这些实际生活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使得人们创造了衣服、房屋

等等。我们的产品是在真实的需求中诞生。如果我们抛弃了用户本

身的需求，而是站在设计师的上帝视角来创造出他们的需求，很多

时候是南辕北辙，偏离了为真实的需求而设计的目的。。很多时候，

产品设计师的工作来自于客户的项目，这看似在解决用户的需求，

但实际上，正如雷蒙德·罗维直言， 美的曲线是 售上升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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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绞尽脑汁思考的或许只是产品的卖点。你见过会自动打包、能

除臭、能消毒、有 WIFI、能感应的智能垃圾桶吗？这些全都是一个

垃圾桶附带的一系列功能而已。而对用户而言，需要的仅仅是满足

把垃圾丢进去的容器；电饭煲上的数十个按键让人眼花缭乱，煎，

炒，炸，煮，炖等功能一应俱全，但在实际的做饭过程中，我们能

用到的就只有常用的几个按键而已。电子产品并不是越新潮越好，

礼物包装并不是越奢华越好，服装服饰并不是越吸睛越好，如果设

计师任由不合理的欲望和“需求”驱使，则会使设计沦为消费主义

的奴隶。[7]。适度设计是求真的设计 

我们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只有以用户为中心考虑问题，才能

找到真正的需求。正如前面提到的垃圾桶的核心需求是方便我们扔

凊垃圾，而不是消毒或者打包垃圾。“夏加 者，芊芊；不加者，去之”，

同样，凡是有利于满足用户真实需求的，我们就增益它，反之，我

们就舍弃。这也正是适度设计的基本要求。 

3.1.2.简化产品的装饰语言 

墨子在《辞过》提到“当今之主，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

珮黄刻镂之饰；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 ；

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现在的君主，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讲

究颜色雕刻的装饰。做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拿黄金作成衣带钩，

拿珠玉作成佩饰。在车上画以文彩，在舟上加以雕刻。我们可以看

到墨子反对不正当装饰,追求的是“器完而不饰”“质真而朴素”的

设计审美志趣。墨子还提出“名副其实”思想，“名”即形式，是装

饰性的，“实”即内容，是功能性的，其实质是强调形式与内容、装

饰与功能之间的适度[8]。满足了产品基本的实用性，赋予其一定的装

饰性，不矫揉造作，就是合适的设计。 

功能与形式的争论，自设计活动出现以来就一直被广泛的讨论。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以功

能性为前提的，他们无暇顾及器物的装饰性。而在现代的产品设计

中，我们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浮华、夸张的趋势。热 的口红上，印

刻着复杂的中国古代传统纹样，孰不知涂完一次后就完全变了样；

各种节日氛围下的各种产品的外包装极度奢华。简化产品的装饰语

言，用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的话来说“删除多余的东西”。风靡

全球的日本无印良品，它的产品类型涵盖了生活的各方各面。它的

主色调是白色、米色、原木色，与商场中其他色彩绚丽的商品相比，

更像是闹市里的净土。无印良品的成功，证实了适度的产品设计带

来的社会价值。在生产水平高度发的的今天，产品的功能性与装饰

性都很容易被满足。为了避免过度的消耗自然资源，设计师应该简

化产品的装饰，突出产品的功能性。 

3.2 兼顾产品的社会语境 

一个适度的设计产品，除了涉及产品本身的层面，如成本、材

料、外观之外，还会受到如当时的技术水平、自然环境、文化传统

等社会属性的制约。如果我们的适度设计只把目光集中在产品本身，

这种做法无疑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发展观的。我们必须承认在不

同的社会背景下、地域环境下产生的适度设计观是有相似性也有不

同的，适度设计是在相应的社会语境中动态发展的，而不是在前后

踱步。[9]墨子的节用思想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统治阶级的

享乐主义盛行给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的历史条件下提出

的，响应了下层人民的呼声，推动了墨学在社会下层的传播。[10]所

以墨子提出的涉及到设计方面的内容，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这

体也现出适度设计的社会层面的意义。当我们在过度追求产品本身

的形态，而忽略了产品所处的人文环境和其他因素时，我们的设计

就失了度。比如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就是针对现代主义产品的冷漠，

没有人情味。比如现在提倡的绿色设计，就是在资源枯竭的今天，

提出的设计的度，以实现可持续设计为目标。产品的适度设计，放

在具体的时空领域中来说才意义。它不是一个严格的规范，更像是

一个警戒线，让设计不逾矩不过度。所以，适度设计，就是要求我

们达到人-产品-社会和谐相处的平衡。在经济基础、政策方针、文

化制约等社会语境下探索的设计就是真正的适度设计。 

4 总结 

透过墨子的节用思想，我们能得到对于产品适度设计的一些启

发。产品设计的“度”就是墨子所说的“止”。不是为真实的需求而

设计的产品，止；过于装饰性的设计产品，止；抛开社会语境下谈

适度设计的，止；没有达到人-产品-环境和谐状态的，止。诚然，

适度设计只是作为众多的设计理念之一，我们不必把它作为设计的

唯一原则。但在工业快速发展下资源大量消耗，商业设计导致消费

主义泛滥的背景下我们强调产品的适度设计既是对于产品以及各行

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我国来

说，践行适度设计的原则，就要求产品设计师一方面重视产品层面

的适度，包括产品的功能、造型、装饰等，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

设计师注重产品的社会属性，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

的生产水平现状，尊重我国的文化传统。如此，我国的设计市场才

能走良性循环之路，中国设计也能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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