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中國漆工藝最輝煌的時代

中國自新石器時代發明漆器之後，初生的

漆工藝就像早晨初昇的太陽，不斷昇起。大約

經過了五千年的蓬勃發展，到中國歷史上最強

盛的漢代，它如日中天，燦爛輝煌！

司馬遷的《史記》記載說，全國各地的市

場上，都有大量的漆器和漆出售，所謂〝木器

髹者千枚〞，〝漆千斗〞。還出現了〝陳夏千畝

漆〞這樣大規模的商品漆生產基地。張衡的

《南都賦》說：〝其原野則有絲漆麻紵〞。楊雄

的《兗州牧箴》也說：〝草繇木條，漆絲絺

紵〞。漆絲絺紵正是製造漆器的主要原料。全國

各地的公私漆器作坊，如雨后春筍，層出不

窮，楊雄說蜀郡成都的漆器作坊，〝雕鏤釦

器，百伎千工〞（1），規模巨大，據漢代文獻記

載，當時的器具，凡是可以漆製，無不製成漆

器。人們普遍使用漆器。桓寬《鹽鐵論．散不

足》記載：〝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

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良民文杯畫案〞、

〝彩畫丹漆〞。這是說老百姓使用普通的漆器。

西漢桓寬的《鹽鐵論．本議》說，漢代漆

器乃〝養生送終之具也〞。〝養生〞是說人們生

前大量使用漆器，〝送終〞是說人死後還要用

大量漆器殉葬。半個多世紀以來，考古工作者

發掘了數以萬計的漢墓。發掘資料表明，漢墓

隨葬了大量漆器：凡是能夠保存漆器的墓葬，

其隨葬品，多數是以漆器為主；那些不能保存

漆器的墓葬，除了一部份墓葬的漆器全朽，沒

有留下痕跡外，其餘的，也都還可以見到殘存

大量漆皮和漆器痕跡，以及大量的漆器金屬配

件、玉石珠寶等漆器裝飾物。例如湖南長沙望

城坡一座西漢墓，出土隨葬器二千多件，其中

漆器佔一千五百多件。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墓

出土漆器七百多件。湖南長沙馬王堆三座漢墓

出土漆器七百多件。四川綿陽永興雙包山二號

西漢墓出土漆器五百多件。湖北江陵高台二八

號漢出土隨葬品二五○件，其中漆器佔二三○

件。至於隨葬數件至數十件的漢墓，則不計其

數。總的說來，不論漢墓規模的大小和墓主人

生前社會地位的高低，多數墓都能發現漆器隨

葬品，尤其是許多西漢大中型墓，隨葬品多是

以漆器為主的。

由於漢代人們普遍使用漆器，從事漆器生

產能獲取豐厚的利潤，因此各行各業紛紛轉向

髹漆業。《後漢書．申屠蟠傳》記載，漢代名

人申屠蟠年青時就當過漆工。東漢崔寔的《政

論》說，許多農民放下手中的農具，去從事漆

器生產。西漢楊雄說，成都一些大的漆器作

坊，漆工多達千人以上，規模非常巨大。（2）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醫書《五十二

病方》記載，漢代已有了漆器行業的崇拜神─

漆王。該書一個治療漆瘡的祝由醫方說：

〝噴，漆王，若不能漆甲兵，令某傷，雞矢鼠壤

塗漆王！〞說明西漢已出現了漆王這種為人們

崇拜的偶像。西漢漆神的出現，也正是漆器手

工業高度發達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反映。

據漢代文獻記載，全國最著名漆器產地有

蜀郡、廣漢、河內、穎川、南陽、濟南、泰

山、河南、武都等九個郡，但考古發現著名的

漆器產地，又遠遠不止上述九個郡，如〝蕃禺〞

（屬南海郡，今廣州市），〝布山〞（屬鬱林郡，

今廣西桂林市）、筥市（屬城陽國，今山東莒

縣），廣陵國（今江蘇楊州、儀徵、邗江和安徽

天長一帶）等地，也都是全國著名的漆器製造

中心，除了這些著名的漆器製造中心外，各地

還有許多漆器產地，它們星羅棋布，遍及全

國。它們生產的漆器，除了滿足國內廣大市場

的需要外，還遠銷國外。

漢代是中國漆工藝史上一個繼往開來，全

面發展的鼎盛時代，正如商周是中國青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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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頂峰一樣，漢代是中國漆工藝發展的頂峰，

在漢代以後，漆工藝還有幾個高峰，但這些高

峰的高，都沒有超過漢代，這不是說，它們的

漆工藝水平比不上漢代，因為社會總是不斷進

步的，而是漆器在人們生活中的的重要地位，

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沒有哪個朝代可以和漢

代相比擬的。

是什麼原因把漢代漆工藝推向頂峰的呢？其主

要原因是：

（一）從新石器時代中國首先發明漆器後，漆工

藝已經過了五千年的長足發展，累積了非常

豐富的經驗，經歷了一系列技術上的改革、

發明和創造，可以說是到了根深葉茂的時候

了。

（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代已進入

了鐵器時代，鐵製工具比青銅工具要銳利得

多，社會上已普遍使用鐵製的斧、錛、鋸、

刀、鑿等工具，對於以木胎為主的漆器製

造，有了這樣銳利的生產工具，不僅生產效

率大大提高，大幅度增加產量，而且也改進

了質量，使漆器在胎體、雕花、鑲嵌等方面

的製造，更加精細和美觀，產品受到人們廣

泛的歡迎。

（三）經過春秋戰國長期分裂和戰亂以後，秦統

一了天下，但只有短暫的十五年。漢一統天

下，長達四百年之久，這是一個社會安定、

經濟空前繁榮、國力極其強盛的時代，為漆

工藝的大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和物質基

礎。

（四）夏商週是中國的青銅時代，到了漢代，青

銅工藝已經完全衰落，而瓷器工藝尚未登上

歷史舞台，所以，就成了漆工藝一枝獨秀的

時代。漢代以後，考古資料告訴我們，人們

死後的隨葬品，不再以漆器為主，而是以瓷

器為主，說明漆器時代已成為過去了。

二、 漆器製胎工藝

根據目前已發現的漢代漆器，其胎質的種

類非常多，許有木、麻布、陶、竹、銅、鐵、

角、皮、繒帛、藤、骨、石、鉛、象牙等，其

中以木胎、夾紵胎最多，陶胎、竹胎、銅胎次

之。

（一）木胎

木胎漆器是漢代以前幾千年的傳統，木質

適宜髹漆。木器容易因受潮濕後而變質腐爛，

而髹漆後，木質不易被浸濕，能保護其牢固，

所以《考工記》卷下說：〝漆也者，以為受霜

露也。〞漢代漆器木胎的製造工藝，主要有如

下幾種：

1.斫木胎

用刨、削、剜、鑿等作法，將木料斫削成

器形，如橢圓形的具杯盒、耳杯、方壺（枋）、

七、匜等，斫木胎一般比較厚重。

2.旋木胎

漢代已發明了旋床。旋木胎的製法，是選

取大小適當的木料置於旋床上，旋出外壁和底

部，而腹腔則是剜鑿出來的。這可以從部分容

器胎的外壁留有明顯的旋削痕跡和內腔有剜鑿

痕跡得到證明。一九九二年法國達鳥拉斯

（DAOULAS）文化中心舉辦《B.C.13世紀至A.D.2

世紀中國湖南文物展》，來湖南省博物館拍攝文

物時，細心的法國專家發現馬王堆漢墓的漆盤

中央，有一個不太深的針尖小洞，認為這個小

洞是木盤固定在旋床的支點留下來的。旋木胎

一般也比較厚重，一般圓形器物，如盤、盒、

盂、鍾、壺等，是用這種方法製造出來的。

3.捲木胎

捲木胎是用很薄的木板捲成圓筒形，接榫

處削成斜面，或用木釘釘接，或用膠漆黏合，

這是一種非常輕巧的漆器，它既需要精細的刀

具，又需要高超的技術。在先秦時期，由于刀

具和技術條件的限製，這種捲木胎漆器還不多

見，只有到了漢代，才能大量生產。捲木胎漆

器的出現，使生產者得以從厚木、圓木的刨、

削、剜、鑿的笨重勞動中解放出來。漢代已能

生產大量捲木胎漆器，如奩、卮、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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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夾紵胎

胎骨完全是用麻布或繒帛和漆灰製成的。

其製法是先以木、泥等材料塑造出器物模型，

作為胎模，然後用塗了漆的麻布或繒帛膠於胎

模上，然後層層裱褙麻布或繒帛和刮漆灰，乾

固後，去其模，也就是〝脫胎〞，便形成了漆器

的胎。漢代稱用苧麻織成的布叫紵，《說文．

系部》：〝布白而細者曰紵〞由於紵夾在漆灰

中間，人們就稱它為〝夾紵胎〞，實際上它是後

世脫胎漆器的始祖。

夾紵胎漆器有許多優點，它比木胎漆器輕

巧和牢固，尤其是隨著氣候的變化，失水和吸

水的能力比木胎小，很少會收縮和澎脹，不容

易變形，更不會開裂，比木胎要好得多。

夾紵胎不是漢代的發明，戰國晚期楚地已

有生產，但數量很少，還是處於試製階段，真

正大量的流行，還是從西漢中期開始的。以湖

南長沙地區漢墓出土的漆器為例：屬於西漢早

期的馬王堆漢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絕大部

分為木胎，夾紵胎極少；而年代為西漢中期的

長沙曹 墓，則恰好相反，出土漆器一五○多

件，絕大部分是夾紵胎。又以山東地區的漢墓

為例：山東臨沂銀雀山四號西漢初年墓，出土

漆器四七件，其中除四件夾紵胎外，其餘全是

木胎；而山東長清雙乳山一座西漢中期墓，出

土大量漆器，〝所有漆器都是夾紵胎，不見木

胎或竹胎〞（3）。考古發掘資料表明，西漢早期至

中期，是漆器由木胎向夾紵胎轉變的時期。

長沙馬王堆一號西漢墓遣冊（隨葬品清單）

竹簡第二三○記載：

〝九子曾檢一合〞

〝檢〞就是奩，與該墓出土實物對照，是一

件用麻布和繒帛做胎的漆奩。該墓發掘報告

說，以這件奩的〞器壁裂縫處，還可以清楚看

到麻布紋路和細密的絲帛紋路，估計是在麻布

胎上再裱一層絲帛〞（4）。繒帛比麻布柔軟細密，

用它做胎，能使漆器更加光潔美觀，造型更加

輕巧和漂亮，大大提高了漆器的層次。

在麻布或繒帛上直接髹漆，漢代叫〝幦〞。

東漢許慎《說文．巾部》：〝幦，漆布也。〞

漢代漆布有的是用來做車蓬的。《後漢書．輿

服志》：〝公、列侯、中二千石⋯⋯得乘漆布

輜軿車。〞漆布還用來做帽子。《後漢書．輿

服志》說：〝長冠，一名齋冠，促漆纚為之。〞

這種漆纚紗帽，漢墓中常有出土。如甘肅武威

磨嘴子四八號漢墓出土一件漆纚菱形孔紋冠，

山東臨沂金雀山周氏墓的漆冠，是繒帛髹黑

漆。北京大葆臺漢墓出土漆紗帽，該墓發掘報

告說：〝這是一種絲織編結的手工藝品⋯⋯外

觀呈棕黑色，塗施的漆膜富有光潭。初見之，

彷彿是角質薄板精工打孔的，又很像平紋織物

製成的，但據顯微切片觀察，漆膜中包埋著的

織物組織，為纂組結構。〞（5）長沙馬王堆三號

漢墓出土一件非常完整的精美的漆灑紗帽，看

去好像是烏黑發亮的金屬絲編就的一樣。

（三）陶胎

陶胎漆器有悠久的歷史，新石器時代就有

了，但那時人們還沒有學會種植漆樹，漆的產

量很少，人們不願把珍貴的漆用到陶器上去，

到了漢代，各地大量人工種植漆樹，為陶器髹

漆創造了條件。在陶器上髹漆，使暗色的陶

器，變得顏色鮮艷，光彩照人。考古工作者發

現了許多漢代陶胎漆器，如山東臨沂銀雀山四

號西漢墓，出土的陶胎漆器多達二一件，它們

表裡均髹紅褐色漆。安徽潛山彭嶺西漢墓、湖

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也出了彩繪陶胎漆

器。

（四）銅胎

銅胎漆器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有了，但只有

到漢代才真正流行。青銅器雖然能鑄造出奇巧

的造型和精緻的紋飾，但它的顏色單調而暗

淡，給它髹漆後，就變得光彩煥發，多姿多彩

了。髹漆後的銅器，可以防止表面鏽蝕，經久

耐用。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許多漢代銅胎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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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蒙古伊克昭盟金霍洛西南的漢

墓，出土了銅胎漆鼎、漆壺、漆鈁、漆甑等。

近三十年來，考古發現的銅胎漆器就更多了，

其中最精彩的，有廣西羅泊灣漢墓的銅胎漆

壺、漆盆、漆筒，以及山東諸城漢墓的彩繪銅

胎漆壺。

（五）綜合胎

綜合胎是用兩種以上材料製成的。如長沙

馬王堆一號漢墓的九子奩的蓋和器壁是用麻布

和絲帛為胎，而器底則是斫木胎。江蘇邗江甘

泉二號漢墓的十子漆奩，小奩的邊框、蓋為木

胎，底則是薄銅皮為胎。山東巨野漢墓的二件

漆盆，是銅胎外附藤蓆，蓆外又貼麻布多層，

再髹黑漆和漆繪紋飾。

漢代漆器除上述幾種主要胎質外，還有其

它胎質，如山東臨沂西漢墓的鐵胎漆鼎和漆

鈁。山西朔縣漢墓的鉛胎漆箭，山西渾源畢村

漢墓的鉛胎漆六博籌。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竹胎

漆勺。山東臨沂金雀山三三號漢墓的黃褐色漆

皮帶，紅蘇邗江胡場漢墓的竹胎漆奩。廣西貴

縣羅泊灣一號漢墓的漆皮甲。長沙馬王堆一號

漢墓的角胎漆劍。山東諸城漢墓的骨胎漆圓

盒。湖北江陵鳳凰山八號西漢墓的龜甲胎盾。

甘肅武威市漢墓的匏胎漆葫蘆等。

由次漢代製胎技術先進，所以漢代漆器的

造型非常豐富多彩。如漆壺有圓壺、扁壺、方

壺、三角形壺、月牙形壺；漆杯有船形耳杯、

圓形耳杯、筒形杯、單 卮杯、雙銴卮杯、蹄

足杯、有蓋杯、無蓋杯；盒有圓盒、方盒、長

方形盒、橢圓形盒、海棠形盒、馬蹄形盒、獸

頭柄盒；奩有圓奩、方奩、長方形奩、隨圓形

奩、﹃形奩、馬蹄形奩、菱形奩、月牙形奩、

長方半月形聯奩、三足三鈕筒形奩、單層奩、

雙層奩、三層奩、三子奩、五子奩、六子奩、

七子奩、八子奩、九子奩、十子奩、十一子奩

等。漢代漆器器形之豐富，真如天上的繁星，

多到無法計算。

三、漆器的裝飾工藝

漢代漆工藝特別重視裝飾，西漢楊雄《蜀

都賦》說蜀郡成都生產的漆器：〝眾器雕琢，

早刻將星，朱緣之畫，邠盼麗光。龍蛇蜿卷錯

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美麗極了！

漢代漆器的裝飾工藝手法，經初步統計，

多達十餘種。

（一）油漆繪畫

油漆繪畫，是漢代漆器最主要裝飾工藝。

在漆液中，加進各種顏料，就可以製成各

種色漆，如漢代文獻中常說的〝丹漆〞，就是在

漆液中加進丹砂製成朱色的漆。但在漆液中加

進顏料，只能配製出顏色較深的漆，因為以漆

樹上割取的生漆，最初為乳白色，接觸空氣

後，逐漸變為紫紅色，最後變為光亮的黑色漆

膜，所謂〝白似雪、紅似血、黑似鐵〞。人們常

常用漆來譬如黑色，所謂〝漆黑〞。明代黃成

《髹飾錄》〝水積〞條楊明注：〝漆之為體，其

色黑，故以喻水。在〝坤集〞中楊明又註：

〝黑唯宜漆，而白唯非油則無以應矣。〞〝如天

藍、雪白、桃紅則漆所不相應也，古人畫飾多

用油。〞凡是淺色、淡色，必須用油，一般在

乾性油中加入淺淡色顏料製成。用這種方法製

成的色漆，稱為〝油漆〞。

用油漆在漆器上繪畫，漢代稱為〝油畫〞。

《後漢書．輿服志》記載：〝大貴人、貴人、公

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油畫軿車〞，就

是指用油漆繪畫紋飾的漆軿車（軿車是漢代一

種高級馬車）。

漢代漆器上的繪畫，黑、紅、褐等色多為

漆畫，淺淡顏色多用油畫，但無論漆畫還是油

畫，都是用毛筆繪畫。畫法主要有線描，其次

為平塗和渲染等。漆畫線條纖細，流暢，畫家

手握筆桿，手力貫注到筆尖，提筆中鋒運動，

一絲不苟，每根線條從頭到尾，筆力送到，所

以，線條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彈性。漢

代的漆畫水平很高，能在漆器各種不規則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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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凸面、凹面、曲面上，繪出美麗生動的圖

畫來。其筆法，無論是順筆、倒筆、轉折筆、

停頓筆、甩筆，都運用自如，生動流暢，沒有

絲毫凝滯的痕跡，具有高度純熟的筆功。

漆畫的內容和題材廣闊無垠，有雲氣

畫、 紋畫，以及各種幾何圖案、花卉、動

物、植物、山水、人物、歌舞、出行、狩獵、

故事、神話以及書法等等。漢代漆畫裝飾工

藝，已從商周神秘、威嚴、莊重的廟堂，走向

人間的現實生活，雖然也有描繪虛幻飄渺的天

堂和神仙世界，但主要還是描繪人間的現實生

活，況且，即使是天堂世界，也只是對人間現

實世界的模擬。商周令人生畏的饕餮等漆器紋

飾，已完全絕跡。

雲氣畫是戰國時期興起來的一種漆器裝飾

藝術，到漢代，雲氣畫已成為漆器上最重要的

裝飾題材。《後漢書．禮儀志》記載：〝諸侯

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

漢墓出土的漆器，大部分都繪有雲氣畫。

漢人篤信人間之外，還有一個天堂極樂世界，

人們都希望能昇天堂。但天堂在天上，是個雲

氣瀰漫的地方，所以，雲氣被視作天堂的象

徵，是吉祥的紋飾。

紋畫是漢代新興的漆器裝飾。漢代文獻

對它多有記載。如《後漢書．輿服志》記載：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 文畫輈。〞所謂

〝諸車之文〞，是指漆車上的漆繪紋飾。《後漢

書．禮儀志》記載：〝東園匠．考工 東園秘

器，表裡洞赤， 紋畫。〞這是說〝秘器〞（漆

棺等葬具）要畫上〝 紋畫〞。所謂〝 紋

畫〞，是在雲氣中，穿插一些仙禽、仙獸和仙

人。 紋畫是人們幻想中的仙境，它被描繪得

非常神奇美妙。但幻想中的仙境，只不過是對

現實世界的模擬，如 紋畫中的狩獵、音樂、

舞蹈、馬術等場面，都充滿了人情味，它完全

不同於夏商周三代漆器沈重、莊嚴的藝術風

格，而表現出一種輕快的調子，給人以愉悅、

輕盈、飄逸的美感。考古發現了許多 紋畫漆

器，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黑地形繪 紋畫

漆棺，江蘇揚州市西湖鄉胡場一七號西漢墓的

彩繪 紋畫三子漆奩，甘肅武威市東漢墓的彩

繪 紋畫銅釦漆缽，都是其代表性作品。

動物紋漆畫，是以各種飛禽走獸入畫的。

它們大多數是來源于現實生活，也有的是幻想

中的神禽神獸，還有的是作為吉祥物出現的，

其中以龍、鳳、鹿、魚、虎、豹、鶴等為主要

的紋飾，此外，還有犀牛、馬、大雁、鳩、

龜、牛、馬、鷗、鷺、梟、孔雀、貓、兔、狐

等動物形象。

植物紋漆畫比重物紋要少得，主要是花卉

紋，且常常和鳥紋配合，使人聯想到百鳥啼

鳴，山花爛漫的春天原野。如湖南長沙砂子塘

西漢墓的漆盤，盤心一朵盛開的花朵，四週環

繞鳥頭紋。湖北雲夢睡虎地三九號漢墓的漆

奩，鳳鳥在含苞待吐的花叢中昂首漫步，一片

明媚的春光。

反映漢代人們生活的漆畫，有狩獵、撫

琴、彈琴、繫筑、吹竽、長袖舞、鬥牛、六

博、馴獸、馬戲、出行、宴會等。如湖南長沙

砂子塘一號西漢墓的漆奩，繪有身著綠色輕綃

舞衫的舞者，婆娑起舞。舞蹈的動作不大，輕

輕擺動長袖，腳步輕搖，如春柳在微風中擺

動，表現出行雲沆水之美。

以人們現實生活、歷史和神話為題材的故

事漆畫也有不少。這些漆畫中有人物、車騎、

亭閣樓台、山水、神仙等等，都有一定的故事

情節。如湖北襄陽擂鼓台漢墓的漆奩，有三組

連環畫。江蘇邗江楊廟鄉昌頡村漢墓的漆盒，

有羽人，西王母等神話故事。朝鮮漢墓的彩繪

漆篋，繪有數十個歷史人物，人物旁邊均有榜

題，如〝丁蘭〞、〝孝婦〞、〝魏湯〞、〝紂

帝〞、〝伯夷〞、〝孝惠帝〞、〝商山四皓〞、

〝吳王〞、〝黃帝〞等，畫家對這些人物的性

別、年齡、動作、服飾、神態等都有細緻的刻

畫，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人物故事畫。

如果說，漢代以前漆畫是以抽像的圖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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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色，那麼漢代則以寫實的具體事物為主

要特色。這些漆畫，無論是表現仙境還是人

間，都取材於現實生活，生活氣息很濃，人們

看了，感到親切、美好。

（二）錐畫（針刻）

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隨葬品清單

（遣冊）記載：〞〝布繒檢─，錐畫〞。與墓中隨

葬實物對照，是一件〝錐畫〞漆奩。

所謂〝錐畫〞，就是用金屬錐，在尚未完全

乾透的漆膜上，鑴刻各種圖畫，由於是用錐尖

刻畫出來的，所以花紋線條比頭髮絲還要纖

細，因此，在很小的畫面內，刻畫出極其豐富

的內容，哪怕是方寸之地，也是一個廣闊的天

地。如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一件高僅十七

厘米的錐畫漆奩，錐畫內容極其豐富，有青山

綠水，舒卷的雲彩，天空有展翅飛翔的鳥群，

河裡有魚群潛游淺底，地面上小兔子在奔跑，

小耗子在匍匐爬行。此外，還有仙人騎豹和一

幅生動有趣的狩獵圖。狩獵圖描繪手執長矛的

獵人，正在追趕兩頭倉惶逃命的梅花鹿，一頭

撒腿急急逃命，一頭騰空跳躍並回頭，氣氛非

常緊張。畫面的邊沿，還用雲氣紋、雲鳳紋和

多種幾何紋作裝飾。

錐畫漆器在漢代初期發明後，很快就受到

了人們的喜愛，因而大量生產。如長沙馬王堆

西漢墓出土的錐畫漆器，就有奩、卮、盒、博

具等數十件之多，西漢後期錐畫漆器達到極盛

時期，江蘇邗江姚莊西漢晚期墓出土的大量夾

紵胎漆器上，全都有錐畫紋飾。

錐畫工藝有白描、加彩、戧金（刻出的紋

飾上填上朱色或金色）、戧彩以及與其它裝飾相

結合的多種手法。

1.白描

最早的錐畫是白描，即在黑色或深竭色漆地

上，錐畫各種花紋圖案，不添加別的裝飾，

故又叫素描。這種錐畫漆器，在湖南、湖

北、江蘇、安徽等地的西漢中墓，均有較多

的出土。

2.加彩

為了使素描的錐畫能醒目，常常在錐畫中加

彩。最常見的是加紅彩，其次是加黃彩和褐

彩。加彩的方法有點和鉤。如長沙馬王堆一

號漢墓的錐畫神獸雲氣紋漆卮，在錐畫兩神

獸的嘴、舌、爪等處，均用紅漆點繪。山東

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長方形錐畫漆奩，

則在錐畫的雲氣中，用紅漆勾勒，以增加雲

氣的動感。江蘇西漢墓出土的錐畫漆器，則

在錐畫藤蔓式的雲紋中，用紅漆或黃漆點

繪，看去宛如蜿蜓的藤蔓上開著紅花，或似

夜空眨眼的星星。

3.鎗金

錐畫發展到西漢中晚期，又有創新，那就是

在錐畫的線條裡填金彩。這樣，在黑漆地上

的圖案就熠熠生輝，宛如夏夜星空，璀璨美

觀，這種填金彩的漆器工藝，就是後世所說

的〝鎗金〞工藝。中國漆工藝名著《髹飾錄》

中有〝鎗金〞一條。湖北光化五座墳西漢墓

出土兩件錐畫漆卮，它們的外表以黑漆為

地，通體錐畫圖案，並在錐畫線條內填以金

彩。這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鎗金漆器實

物。江蘇小龜山西漢墓出土一件錐畫漆奩，

該墓發掘報告說，該奩〝有錯金絲雲紋〞

（6）。這裡所謂的〝錯金絲雲紋〞，恐怕就是錐

畫鎗金。其實，漢代的鎗金漆器，很可能是

借鑑春秋戰國、泰漢青銅器的〝錯金〞工

藝，其技法和效果非常相似。

4.鎗彩

《髹飾錄．鎗劃第十一》〝鎗彩〞條說：〝鎗

彩刻法如鎗金〞，這種鎗彩漆器漢代也有。它

的技法，是在錐畫中填彩漆。

（三）印花

過去認為漢代漵器上的彩色花紋都是手繪

的，但近年來發現了用印模蘸漆印花的漆器，

如甘肅武威磨嘴子西漢墓、江蘇儀徵龍河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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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西漢墓的漆耳杯，以及江蘇揚州西湖鄉胡場

村漢墓的漆盤上，都有模印同心圓紋。它們一

個個大小統一，線條勻整，非常規範，是用一

個模子印出來的。有些凸面上只存半個，又沒

有一點磨損痕跡，應是打印時造成的現象。從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大量印花絲綢實物和廣州

西漢南越王墓出土印花的青銅印模實物來看，

說明漆器上使用印花也完全是可能的。只是絲

綢印花出現較早，大約西漢初期就有了，而漆

器印花，大約到西漢晚期才出現。

（四）貼花

貼花是漢代重要的漆器裝飾工藝。主要有

金薄貼花、銀薄貼花，此外還有羽毛貼花和錦

鏽貼花。

1.金薄貼花和銀薄貼花

把黃金槌成薄片，鏤刻成各種圖形，再利用

漆黏性很強的特性，把薄片貼於漆器表面，

然後在漆器上加髹與底色相同的漆數層，至

與薄片同一高度為止。乾後，再磨去薄片上

的漆層，露出閃光的金薄片。這種裝飾工

藝，漢代叫〝金薄〞，後世叫〝金平脫〞。

《後漢書．與服志》記載，漢代皇帝車子的車

箱上，要〝金薄繆龍〞。即在漆車箱上貼兩龍

相交的金薄花紋。一九七八年，湖南長沙楊

家山三○四號西漢晚期墓一件〝漆盒上有許

多金薄貼花，內容豐富，其中人物像有著紅

袍盤坐、猴拳、拂袖起舞、足蹬磨盤雜技者

等；飛禽有雁、燕、雀、鳥；走獸有駱駝、

虎、豹、鹿、牛、野兔，還有不少幾何形花

紋與捲雲紋圖案。在圖案細部以黑白色漆勾

繪輪廓，使形象增添立體感，栩栩如生，如

人物盤坐像所著的長袍，以朱色著繪，至今

仍色彩鮮紅。所有的金薄貼花與殘片，在色

澤上有濃淡之別，一為橙黃色，一為淡黃

色。（7）〝這些金薄，經北京王府井人民銀行

分理處試金鑑定結果，含金成份約百分之九

十左右。又經北京鋼鐵學院壓加實驗室測厚

度結果，為9-17μ（1μ=10-3毫米）。真是薄

其又薄了！江蘇邗江楊廟鄉昌頡村西漢晚期

墓一件銀釦貼金薄漆盒，器身三道銀釦之間

貼有金薄圖形西王母、羽人、鳳凰、靈芝

草、飛鳥及山水、流雲等，是一幅令人神往

的仙境圖。漆器銀釦銀光閃閃，金薄金碧輝

煌，流光溢彩，富麗非常。像這樣精美的金

薄貼花漆器，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西漢晚

期墓中常有出土。

銀薄貼花工藝和金薄貼花完全相同。

2.羽毛、錦鏽貼花

用羽毛和錦繡貼花的漆器只發現一件，那是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羽毛錦繡貼衣內

棺，這件髹褐黑色漆的內棺，四壁和蓋板，

均用樹紋舖絨繡黏貼鑲邊，中央則貼以黑色

羽毛和金黃色氄毛組成的圖案。據漢人鄭玄

註《周禮》，古代婦女乘坐的漆車，也貼得有

翟雉的羽毛。

（五）釦器

用金屬加固和裝飾漆器口緣的。漢代稱之

曰釦器。《說文．金部》：〝釦，金飾器口〞。

《後漢書．鄧皇后紀》：〝其蜀漢釦器九帶佩

刀，並不復調〞。原註：〝釦音口，以金銀緣器

也。〞

漢代漆釦器有黃金釦器、白銀釦器、金銅

釦器和銅釦器等不同品種。

黃金釦器是所有釦器中檔次最高的，規定

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漢官舊儀》記載：〝太

官尚食、用黃金釦器。〞太官是主管皇帝膳食

的機構，這是說，皇帝吃飯用黃金釦器。

白銀釦器的地位僅次於黃金釦器，漢代規

定，皇后、太子等高級貴族使用白銀釦器。

《漢官舊儀》記載：〝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銀

釦器〞。〝中官〞、〝私官〞是皇后、太子的屬

官，這是說，皇后、太子吃飯用白銀釦器。

《鹽鐵論．散不足》記載：〝今富者銀釦黃

耳〞。所謂〝銀釦黃耳〞，是指嵌有塗金的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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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銀口緣的漆耳杯。

塗金銅釦和銅釦是漢漆釦器的主要品種。

漢代漆器作坊製造漆器時，有一道工序是專門

製造銅釦和塗金銅釦的。江蘇邗江寶女墩新莽

墓一件塗金銅釦漆盤的銘文中，有〝金釦黃塗

工護都〞的文字，貴州清鎮平霸西漢墓一件塗

金銅釦漆盤的銘文中，也有〝銅釦黃塗工偉〞。

所謂〝黃塗〞就是塗黃金，即今天所說的鎏

金。

今天現存的漢代釦器，以銅釦為最多，銀

釦次之，金釦極少，目前只有廣州西漢南越出

墓出土過兩韓黃金釦器。

漢代釦器，其金屬加固，又不僅限於口

緣、邊緣等處，還有在器身加幾道金屬箍，使

其更結實、更美觀。

漢代的高級釦器，多與金銀薄貼花、彩

繪、鑲嵌等裝飾相結合。如安徽天長漢墓的銀

釦金銀薄貼花漆奩、蓋、身各有三道銀釦，銀

釦之間，貼金薄、銀薄等動物圖案，器壁黑

漆，朱繪雲紋。這是多種裝飾手法相結合，匯

眾美於一器，自然燦爛輝煌，瑰麗無比。

（六）鑲嵌

鑲嵌也是漢代漆器的主要裝飾手法。

從現存漢代漆器，鑲嵌的材料主要有：

金、玉、銀、銅、骨、角、綠松石、瑪瑙、琉

璃、雲母、水晶、螺鈿、珍珠、玳瑁、象牙、

琥珀等。這些材料，都是色澤鮮艷，光潔可鑑

的，把它嵌在深色的漆器上，總是熠熠生輝，

是非常美麗的。

漢代文獻中有不少關於鑲玉漵器的記載。

如《漢官儀》記載，漢代祭天要用〝玉飾器〞，

即要用鑲玉漆案、鑲玉漆几之類。《楚漢春秋》

記載：〝漢王賜玉案之食〞。東漢張衡的《四愁

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這裡所說的玉案，當是鑲玉漆案，因為真用一

塊大玉石雕鑿成食案，其重量少說也有幾十

斤，人是拿不動的。楊雄《蜀都賦》：〝玉車

千乘〞；《史記．司馬相如傳》：〝乘雕玉之

輿〞，郭璞注：〝刻玉以飾車也。〞漢代車子是

髹漆的，所謂玉車，就是鑲嵌玉飾的車子。

考古發現漢代鑲玉的漆器不少，如河北滿

域二號漢墓的鑲玉大漆棺，廣州西郊一○九號

漢墓的鑲玉漆槨，安徽阜 西漢淮陰侯墓的鑲

白玉漆匕。北京大葆臺漢墓也有許多鑲玉漆

器。但漢墓中出土的鑲玉漆器中，以在漆劍鞘

上鑲玉的〝玉具劍〞最多。而西漢中晚期墓葬

出土的漆奩，則多鑲有瑪瑙、珍珠、琉璃、水

晶、綠松石、琥珀等珠子。如何北滿域西漢中

山靜王劉勝墓，有集嵌金、銀、珍珠、瑪瑙、

骨雕於一器的漆奩。河北滿域西漢中山王王后

墓有集嵌金、銀、玉石、綠松石、瑪瑙等於一

器的漆奩，山東五蓮張家仲固西漠墓的漆奩，

也集嵌珍珠、金、銀、骨雕等。

（七）堆漆

堆漆是漢代漆器裝飾工藝的新創造，所謂

〝堆漆〞，是利用漆黏稠不易展開的特性，使圖

像的線條高出畫面，有時還特意用漆灰或油灰

堆起，使圖像具有立體感，有如後世壁畫的瀝

粉堆金。

長沙馬王堆漢墓的漆器中，有多件是採用

堆漆手法裝飾的，如黑地彩繪 紋漆棺，朱地

彩繪漆棺、雲氣紋長方形漆奩等。這些漆器圖

案的輪廓線，明顯凸出畫面，有淺浮雕的裝飾

效果。

堆漆工藝在西漢發明後，便成為了我國傳

統的漆器裝飾工藝，唐宋時期尤其流行。明代

黃成《髹飾錄》將它列為漆器裝飾的主要手法

之一。

四、漆器生產的流水作業生產

漢代漆器屬於精密的手工業，大約自西漢

中期開始，無論是國營還是私營，只要是大型

的漆器作坊，內部專業分工都是非常細的，每

一個工人，只負責一道工序，工人的專業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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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很高的，在技術上是精益求精的。而且，

採用流水作業的生產方法，對於成千上萬件的

大批量生產，是最先進的生產方式。從現存漢

代漆器上的銘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漢代漆

器生產分工的具體細節。如貴州省清鎮漢墓出

土西漢晚晚期的一件漆耳杯，有如下銘文：

〝元始三年，廣漢郡工官造乘輿髹 畫木黃耳

杯，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髹工立、上工

階、銅耳黃塗工常、畫工方、 工平、清工

匡、造工忠造。護工卒史輝、守長音、丞馮、

橡林、守令史譚主〞（8）。朝鮮古樂浪郡東漢墓出

土漆耳杯的銘文：〝建武廿八年。蜀郡西工。

造乘輿夾紵量二升二合羹棓。素工回、髹工

吳、漆工文、 工廷、造工忠、護工卒史旱、

長氾、丞庚、橡翕、令史茂主。（9）〞這些銘文

中的工人，都是按其工作性質，即各人不同的

專業，以及製造過程中的先後順序排列的：

素工─製胎工人。

髹工─初次上漆的工人。即是以灰打底和

第一次上漆的工作。東漢許慎《說文》叫這道

工序做〝垸〞垸，漆龢灰丸而髹也。〝今天漆

工術語叫〞灰地〞。

上工─又叫漆工。這道工序。東漢許慎

《說文》叫〝匏〞匏，漆垸已，復漆之。即在

〝垸〞的基 上，復又漆之。這是因為漆器要多

次上漆，每次上漆都必須在前次陰乾之後。初

次上漆和再次上漆，在技術上是有區別的。現

存漢代漆器銘文中，有〝行三丸〞之語，是說

該漆器進行了三次上漆，質量優良。

黃塗工─負責安裝銅釦和在上面塗金。

畫工─有油漆畫工和錐畫工之別。貼金薄

銀薄可能也是畫工的任務。

工─目前學術對這道工序有多種解釋。 字

是水和月組成，月為陰，應該是將剛剛髹漆的

器物，放人蔭室中，是負責漆膜乾燥的工匠。

《史記．滑稽列傳》記載：秦〝二世立，又欲漆

其域，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

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

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

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這裡優旃說

得很幽默：漆城的主意倒是很好，但到哪裡去

找那麼大的蔭室呢？髹漆名著《髹飾錄》中有

〝暑溽〞一條：〝暑溽，即蔭室。大雨時行，濕

氣郁蒸。〞楊明注：〝蔭室中以濕則氣薰蒸，

不然則漆難乾，故曰大雨時行。〞

漆器在蔭室陰乾之後，要將漆器清洗，修

整和檢驗，這道工序是由清工去完成。

一切應做的事情都做完，作為工場主任的

〝造工〞就要簽上名字，對產品表示全面負責。

漢代漆器手工業的生產過程大致如此。

漢代漆器工業不僅是精密工業，而且是綜

合性的大工業。一件高級漆器的製造，不僅要

製胎的木工、髹漆的漆工、繪畫的畫工，而且

還要製造各種配件，如屬的足、 、鈕、獸面

鋪首、包角和金釦、銀釦、銅釦、塗金等金屬

工，以及鑲嵌珠、玉、寶石、琉璃、琥珀、水

晶、瑪瑙、螺鈿、象牙、綠松石等各種裝飾物

的玉石打磨工。如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的漆屏

風，高一六八公分，正面寬三公尺，屏風頂上

兩側轉角處，各立一只塗金銅朱雀，首朝前，

展翅欲飛，朱雀尾端插有約一公尺長的 鳥尾

羽；還有三件塗金的雙面銅獸首高踞兩翼障，

組成一列非常壯觀的頂飾。屏風上還鑲嵌有六

五八枚塗金銅圓冒和象牙飾件，屏風下面有兩

件極精美的塗金蟠龍青蛙托座，下角的折疊銅

構件，是塗金加彩繪的嘴咬蟠蛇的跪坐銅人。

屏風十二面豎幅，均髹黑漆彩繪極精美的漆

畫。這是一件規模宏大，結構複雜奇巧，裝飾

異常華麗的高級屏風，製造這樣一件漆屏風，

絕不是少數工種和少數工人所能完成的。所以

西漢桓寬的《鹽鐵論．散不足》說：〝一屏風

就萬人之功〞啊！

本文作者為中國大陸湖南省博物館前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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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漆 雲氣畫漆 夾紵胎

高21公分 西漢早期

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雲氣畫鳳紋漆方壺 陶胎

陶胎 西漢早期

高37.5公分

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注釋：

（1.2）、揚雄：《蜀都賦》（西漢）

（3）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臨沂銀雀

山四座西漢墓葬》《考古》一九七五年第六

期。

（4）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冊，文物出版

社，一九七三年第八八頁。

（5）大葆台漢墓先掘組：《北京大葆台漢墓》，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五八頁。

（6）南京博物院：《銅山小龜山西漢崖洞墓》，

《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四期第二七頁。

（7）湖南省博物館：《長沙楊家山三○四號漢

墓發掘簡報》，《考古學集刊》第一期，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第一四一頁。

（8）傅舉有主編：《中國漆器全集．漢》，福建

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第九七頁：

〝二九一，朱繪對鳥紋漆耳杯〞。

（9）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

四○一四一頁，圖版三五。



91

雲氣畫對鳥紋漆盒 旋木胎

西漢早期 湖南省雲夢縣睡虎地47號漢墓出土

高18.7公分 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3年

湖南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漆器出土現場照

〝君幸酒〞漆耳杯 祏木胎

長19公分 西漢早期

湖南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漆畫銅胎漆壺 銅胎

高42.8公分 西漢早期

廣西貴縣蘿伯灣一號漢墓出土 廣西博物館藏



92

漆騎馬俑 木胎

西漢 四川省錦陽市永興雙包山西漢墓出土 錦陽市博物館藏

彩繪鳥雲紋漆盒 旋木胎

西漢 湖北省江陵縣高台28號墓出土

湖北荊州博物館藏

彩繪貼銀薄墟紋漆硯 夾紵胎 西漢晚期

長18.8公分 高6公分

江蘇省揚州市邦江縣甘泉鄉姚莊101號漢墓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錐畫守獵紋漆奩上的錐畫局部

湖南長沙市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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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氣畫漆鼎 旋木胎 西漢早期

高28公分 湖南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素黑漆盤 旋木胎 西漢早期

口徑27.2公分 湖南長沙市望城坡古墳琬漢墓出土

湖南省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雙層九子漆奩 西漢早期

高20.8公分 口徑35.2公分

湖南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 綜合胎（布、繒、木） 湖南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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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雲氣畫漆鐘

旋木胎 西漢早期

高57公分 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彩繪神人龍紋龜盾 龜甲胎

西漢早期 高32公分

湖北省江陵鳳凰山8號漢墓出土 湖北荊州博物館藏

銀釦貼金箔雲錐紋漆盒 夾紵胎 西漢晚期

長15.5公分 高6.7公分

江蘇省邦江縣楊廟昌極村漢墓出土 江蘇省邦江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