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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漆》

前言

北京工艺美术在悠久的京都文化孕育中，经历了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手工艺文化
形象。它既是北京京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中国优秀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
族灿烂的文明起源于手工艺的创造。手工艺在漫长的岁月里维持着古代人类的生存，维系着古代社会
的秩序，成为提高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要活动。历代手工艺技艺承前启后，文脉绵延不断，
产生了无数经典艺术品，被今人称为文物的古代手工艺品，是人类文明的千古绝唱。    在物质和精神
单纯的古代，人们把智慧和精力集中地倾注在手工艺品的创造中，每一件器物上总是承载着完善的实
用功能与完美的审美功能。手工艺群体以毕生精力和情感在器物上竭尽心力地表达着美的理想，表达
着与大自然交流中的体悟。我们从古代不同历史阶段手工艺制品的造型、纹饰、材质与工艺制作中，
可以清晰地解读到那个时期的社会形态、生产力水平、手工艺在时代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们的生活
习俗、宗教观念、文化态度等信息。所以工艺美术品不仅是生活用器，也是一个民族文明和文化的生
动载体。    北京工艺美术品种丰富多样，技艺高超，格调高雅，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具有特殊地域
、特殊历史背景、特殊文化影响的手工艺术。远在3000多年前，北京即是燕国的都城。在西周燕都遗
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手工艺品，其中青铜器、陶器、漆器、金器、玉器等制品尤为精致。在
北京相继成为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帝都后，手工艺制品进入宫廷，由此得到迅速发展，至
清代达到顶峰，从而奠定了北京工艺美术品大气、庄重、高贵、精致的文化气质。在帝都文化的带动
下，其造型设计稳重、端庄，纹饰严谨、饱满，色彩沉稳、典雅，工艺精致、细腻，富有审美意韵，
尤其在原材料品质的选择、利用上更为考究。面对宫廷、贵族、文人的文化需求，北京工艺美术汇集
了一支知识丰富、功底深厚、流派纷呈的工匠队伍，在自成体系的工艺设计制作、生产模式、传承方
式的构架运营中，积累了一批手工艺精品。通过朝代更迭流传、私人收藏和考古发掘，这部分精美的
艺术品较好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北京工艺美术中最具文化和手工艺特色的玉雕(北京惯称玉器)、象
牙雕刻、雕漆、景泰蓝是著称于世的“四大名品”，代表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北京的玉
雕、象牙雕刻、雕漆、景泰蓝工艺秉承了我国传统工艺文化、儒家文化、宫廷文化中的“神工”精神
，在“天、地、人”和“物、工、情”的契合中，突显了人的学养、审美、道德在治艺中的核心地位
。    玉雕、象牙雕刻、雕漆、景泰蓝是以名贵材料为媒介的手工艺术。因而，历代工匠均十分重视主
观审美对材料品质的选择和研究，十分重视对材料的巧思妙用，十分重视运用工艺对材料进行精雕妙
琢。工艺技法是工匠们对“创”与“作”的心灵寄语，是其情感、审美趣味终极表述的手段。在作品
创作过程中，即使材料相同、工艺程序相同，在不同工匠的手里，所创造的艺术品的形式及艺术品都
会是迥然各异的。在工艺制作实践中，工匠们在因袭一般工艺手法的同时，各门派的个人也发挥着各
自的工艺绝技和手法。这些共性的和个性的工艺技法，有的是可以用语言、手艺、形象去表达的，但
其中也有只能用身心引导感官去体悟的经验和知觉。如用视觉审察玉石被外皮包裹着的内在品相；用
听觉辨音判断器物磨制的薄厚分寸；用味觉感知原材料配比的适度；用触觉体察炉火的温度等等。这
些绝技即是工艺美术行业经年累月形成的工艺技术、工艺法则、工艺原理、门派工艺文化特点、技艺
经验以及谚语口诀等，这些都是工艺美术珍贵的财富，属非物质文化层面的宝贵遗产。工艺美术千年
传承不息全凭这些技艺薪火相传，而技艺的保存自古以来遵循的唯一方式是父子、师徒心口相传。古
时虽有对手工艺的文字记载，如《考工记》、《砚史》、《格古要论》、《天工开物》等相关名著，
但相对工艺美术发展历史、遗存的手工艺实物和诸多品种的技艺经验而言，实在是太稀缺了。何况技
艺单一地靠心口相传，往往是很脆弱的。手工艺群体或个体一旦遭遇变故，品种、技艺将会中断或消
失。回望手工艺的发展历程，由于长期以来缺乏相关资料、图片、实物的记录和保存，即使今天我们
要撰写、编辑三四十年前已故老一辈工艺美术大师的专集，已是困难重重了。所以如今抢救、挖掘、
整理、保护北京工艺美术文化实属刻不容缓。    今天，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民族优
秀传统已成为全社会的愿望、共识和责任。国家把发展文化、繁荣文化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遵循
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施着全方位、多角度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工艺美术系列的编辑
出版，是从理论、文化、图片等角度对北京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立的一种模式。《非物质
文化遗产丛书》通过对北京工艺美术具有代表性的玉雕、象牙雕刻、雕漆、景泰蓝技艺的起源，以及
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艺术特色、技艺工序过程、材料及工具应用、传承方式和传承谱系的介绍
、优秀作品的汇集，深入地展现了北京工艺美术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工艺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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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漆》

突显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质，形成了对工艺美术技艺物象永久性的积累和保存，并且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创造出良好的文化空间和学术氛围。这套丛书的出版对继承、研究、传播北京工艺美
术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保持北京工艺美术文化品格的独特性和民族工艺文化的可持续
发展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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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雕漆》通过对雕漆技艺的起源，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艺术特色、技艺工序过程、材料及
工具应用、传承方式和传承谱系的介绍、优秀作品的汇集，深入地展现了雕漆技艺的工艺文化价值和
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及其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价值，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
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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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雕漆的历史渊源
第二章 现代北京雕漆
第三章 雕漆的工艺特点
第四章 雕漆的种类、制作工序及工艺
第五章 北京雕漆的技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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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漆采集后，还需要经过一系列提纯加工的处置，才能作为漆料使用。因漆液的
不饱和分子链在漆酶和氧气的作用下能形成紧密的结构，故能呈现极为稳定的漆膜。但漆也有一定的
毒性，对其过敏的人，通过呼吸或皮肤接触，身上会红肿、出水疱，如生疮疥，奇痒无比，俗称“漆
咬”。《本草纲目》引南朝陶宏景日：“生漆毒烈⋯⋯畏漆人乃致死者，外气亦能使身肉疮肿，自有
疗法。”《髹饰录》杨明序：“又漆叶共疗疴，其益不少。唯漆身为癞状者，其毒耳。”漆树的叶子
可以治病，生漆渣焙干后，可以治疗妇科病，强身健体。利用干漆制作中药，古已有之，《本草纲目
》曰：“干漆入药，须捣碎炒熟，不尔损人肠胃。若是湿漆煎干更好。”大漆医药功效颇广，可以“
绝伤补中，续筋骨，填髓脑，安五脏，五缓六急，风寒湿痹。生漆，去长虫，久服轻身耐老。干漆，
疗咳嗽，消瘀血，痞结腰痛，女子疝瘕，利小肠，去蚘虫，杀三虫，主女人经脉不通，治传尸劳，除
风。削年深结之积滞，破日久凝结之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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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年前，我在出版《中国雕漆简史》时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记得在26年前，我的老师马海清(马文
泉)先生除每日严格教我雕漆技艺，关心我这个单身青年外，一有空闲时间就跟我叙谈雕漆的艺术风格
、名人及历史。他老人家把我这个高中生当成“大知识分子”加以器重和培养，言语间经常流露出希
望有人能把雕漆的情况整理出来的愿望，而他已经老了，很可能要把他知道的、积累的东西带到另一
个世界去了，所以目光中经常充满迫不及待又无可奈何的神情。马老虽然已去世23年之久，但是那种
焦虑渴望的目光，却像刀刻火烙一样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如今时光又流逝了20年。马老若还在的话
，已经整整百岁了，我也在雕漆行业干了快50年。我时时刻刻不敢忘记师傅的教诲，兢兢业业学技术
、搞创作，勤勤恳恳整资料、研学术、写文章，尽力挖掘民族文化遗产中优秀的文化艺术宝藏，提升
雕漆在华夏文明中的文化形象。作为继古斋的第五代传人，我深切感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显而易
见，在长达千年的雕漆器创作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能工巧匠，产生过不少非凡的艺术家。古代的雕漆
艺人也与其他工匠一样，为中华民族铸就了文明的脊骨和丰满的血肉。他们的丰功伟绩，虽然仅仅是
以其作品的形式遗留下来，但是他们本人的姓名和事迹却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搜尽古代文献，
从宋代至清代侥幸被留下姓名的雕漆艺匠，也不超过十几个。占有了艺术作品的统治者，也占有了艺
人们的署名权，这不能不是一种历史遗憾。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上千年历史的如此辉煌崇高的雕漆艺
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却极少。中国漆器史可上溯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但是专门论及漆器的著
作到唐代后期才出现。五代朱遵度的《漆经》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漆器著作，可惜，就是这么一部书
，也只闻其名，早已失传，仅在《宋史·艺文志》中提到。真正有关漆器的书，直到明代隆庆年间才
出现，是黄成写的《髹饰录》。这本书也仅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手工匠人中流传。明天启五年(1625)，
杨明给《髹饰录》作了注释，并加上序言，又再次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业内传抄。但《髹饰录》中讲到
雕漆的仅是其中一章，还不足800字，十分简单概括。    后来，一些人又相继写了一些有关雕漆的文章
，对雕漆知识的推广和作品的赏析也做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雕漆艺术急剧萎缩
，技艺濒临灭绝，作品减少、人员流失、后继无人的状况日益严重。面对这一形势，我心急如焚，为
自己无力去挽救和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艺术而忧郁焦虑，时刻担心雕漆会又一次灭绝。如今我才进一
步体会到师傅那种心情和企盼，更深深领悟到他的长远眼光和崇高的民族品格。    作为一生都献身于
雕漆制作实践和理论探求的艺人，我非常渴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北京雕漆，支持雕漆艺术的传承和发
展，使得这一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能够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值得庆幸的是，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终于从上到下蓬勃展开，受到全民族的高度重视。北京是中国传统工艺
的重要制作地，是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品的重要收藏地，在今天又成了保护、恢复、发展民族传统工艺
的重点地区。人们在以各种方式，集合各种力量，共同完成一件振兴民族精神、繁荣民族文化的大事
。正因如此，我才抱病应邀，秉烛而书，写出上述文字，算是对我国传统手工艺文化尽一点微薄之力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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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雕漆》是一本为数不多的全面介绍雕漆艺术的书籍。《雕漆》对雕漆艺术的历
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介绍了雕漆的材质、种类、制作工序和技艺传承的现状，同时附有大量现代北
京雕漆名作欣赏，让读者在感受雕漆艺术魅力的同时，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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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好，内容很详细！
2、不知何时再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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