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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

“漆器”。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的

艺术结晶。它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其艺术地位和艺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古

代的文化研究领域，漆器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弥补对古代历

史社会文化研究的空白以及补充对其他器物研究方面的不足，而且漆器本身的研究亦具

有极其重要的艺术价值。但是，当今对于漆器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一方面原因是从事漆

器研究的专业人员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原因就是漆器本身的缺陷：由于古代漆器的胎体

多为木胎，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易腐化、难封存，出土后的完整物件相较其它器物就

比较少，造成研究的依据不足，为其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例如到目前为止，北魏

时期的漆器考古发现很少，这就很难全面地研究分析，只能就出土的同期文物来推测当

时的漆器艺术水平。北魏时期出土的漆器，其最主要的，并能够代表当时的漆器艺术水

平的当属在宁夏固原北魏墓中出土的“漆棺板”和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的

“漆屏风”。而固原漆棺，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独特的历史时期，其艺术的

表现代表了北魏至南北朝漆器发展的先进水平。在对于北魏时期漆棺艺术的研究，从中

进～步了解到汉民族文化与各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共融的发展性，漆艺术的多元性、开放

性、包容性的延续发展特色。

关键词：漆器固原研究领域艺术表现

研究类型：漆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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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reads the daily appliance and the handicrafI’artwork with the paint which makes at

on each kind of utensil surface and SO on,generally is called“the lacquerware"．The

laI阑珊科黼w翟China ancient times in the chemical technology and the industrial art aspect

bl磁lkEh∞ugh’it was China ancient times ancients'artistic crystallization．It has experienced

the number millennium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ummation,its artistic status and the artistic

value are obvious．In the ancient times culture research area,the 1ac．querware research was its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constituenLIt not only WaS allowed to lnake up to the ancient times

history society culture research blank as well鹊the supplement to other utensil research

aspects insufiSciencies，mor∞V盯the lacquerware itself research also had the e)【n珊ely
important artistic value．But,nOW also quite is weak regarding the lacquer眦e research．On

the one hand the reason is engaged in the specialist which the lacquerware studies relatively

切be less；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son is the hcquerw哦itself flaw：Because the ancient

times lacquerware c锄cca站of tire many Was the wooden embryo．therefore along with time

passing,it Was easy to putrefy,to be difficult to seal,the unearthed after complete thing

compa捌other utensils quite to be few,creates the research the basis insufficiency,has

broughtthe quite great difficulty for its research．For example，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ime

laI。qu盯眦archaeology discovery very are SO far few,this very difficultly comprehensively

SUldies the analysis,only could extrapolate then lacquerware art level on the unearthed salne

time cultural relic．Northern Wei Dynasty time unturned lacquerware,its most mai也and

could represent then lacquerware art level when Was in the N啦Guyuan Northern Wei

Dynasty grave unearthed“the paint cofl'm board”，buries husband and wife together the grave

unesrthed with Shanxi Datong Mr．and Mrs．Sima Jinleng"the paint sGween”．But Guyuan

paint co仃'-m,Because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locates the unique historical period，



its artistic performance has represented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advanced level which

develops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删鹤lacquerware．In the research Iaoquering

coffin art to Northern Wei Dynasty period,multivariant nature，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lasting containing nature knowing development，lacquer art melting together to Chine笃e

national culture and every periphery national minority culture out of further develop a

characteristic．

Key Word：Lacquerware Guyuan research area art peffognance



1前言

1 前言

漆器在我国起源很早．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中发

现一件朱漆木碗和一件缠篾朱漆木筒．这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

的漆器应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的漆器之一。但究竟中国是何时开始使用漆、何

时开始制作成漆器，直到现在尚无确切的考证，只能就此作以推测。

著名的学者王世襄先生就对中国漆器的发展作出了六个重要的分期；

新石器时代一一上溯七千年，尚未找到用漆的起源；

商、西周、春秋一一镶嵌，螺钿、彩绘工艺已达到高度水平；

战国、秦、西汉一一已有五百年的髹漆并达到繁荣期；

东汉、魏晋、南北朝一一漆工业的衰败并未影响漆工艺的发展；

唐、宋、元一一主要的髹漆品种已基本齐备，雕漆工艺登上了历史的顶峰；

明、清一一不同髹漆的变化结合，迎来漆器的千变万化。

所以由以上的六个分期说明了在战国、秦、西汉时期是我国漆器发展空前

繁荣的阶段，时间持续了四百年之久，是漆器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直到东

汉中期，政治、社会的动乱，陶瓷生产的发展致使漆器在人们生活中的特殊地

位逐步下降，漆器生产逐步缓慢瓦解。虽是这样的发展，但在魏晋、唐宋时期

仍有不少漆器品种和制漆工艺的涌现和发展。并到了宋元时期，漆器得以复兴。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漆器工业的低迷和衰败的

状态下，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色及其推动漆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历史因素。

从考古发现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从出土的数量还是种类方面都不如

汉，在这一时期的漆器主要以北魏为主，北魏时期是由古代少数民族鲜卑拓拔

部建立的政权．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在中国北部建立统一的封建王

朝。历十二帝、二王，共一百四十九年(公元386-534年)。

东汉末年，由于地方豪强割据势力的争斗和游牧民族的反叛与农民起义，

造成社会动荡，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内迁和迅速崛起提供了契机．据史书记

载，匈奴别部休屠胡，在其首领梁元碧的率领下，共两千余落自凉州附雍州，

被置于高平一带①．与此同时，鲜卑鹿结七万余落也囤居高平川，并与乞伏部

迭相攻击．后乞伏国仁五世祖佑邻战胜鹿结，“尽并其众，因居高平川”其子

后徙居牵云屯，史称“陇西鲜卑”．十六国时期，乞伏国仁趁前秦苻坚败亡，

①‘三国志·郭淮传)卷二十六，中华书局标点本，引正史均以此版本。



1前言

自称大单于，建立西秦政权①。从拓拔部分出的一支鲜卑，在秃发乌孤率领下，

从塞北往西南迁徙，后被曹魏的镇西将军邓艾纳降数万，。置于雍、凉之间，

与民杂居”，史称。河西鲜卑”．该部在其四世孙树机能领导下，攻占高平，杀

死州刺史与凉州史②。晋室南迁后，北方广大地区长期处于混战割据的十六国

时期，而高平则成为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代魏征战的中心。

匈奴族刘曜建立的前赵，以关陇地区为中心，“以朔州牧镇高平”，后被羯人石

勒建立的后赵攻灭．羌族姚苌渭北起兵，杀死前秦王苻坚，自安定攻占长安，

史称。后秦”。前、后秦在秦陇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西秦乞伏乾归趁机

攻占高平，高平鲜卑没奕于败逃他楼(今宁夏固原北)，被后秦封为车骑将军

高平公，西秦势力从河西扩展到高平一带③。匈奴铁弗部是匈奴男子与鲜卑女

子婚配而产生的部族，这时迁徙到朔方一带，并逐渐强盛起来。因攻代魏鲜卑

兵败，其首领刘卫辰与子直力鞋被擒杀，三子勃勃率部众出逃投靠薛干部，被

没奕于招为驸马，助其镇守高平．公元407年，勃勃谋反，偷袭没奕于，尽并

其众。遂称“大夏王”。其建高平等城，改姓赫连，与姚兴连年征战于秦陇之

间，不断灭褚部扩大势力范围，并乘晋太尉刘裕灭后秦东还中原之机，入长安

即皇帝位。赫连勃勃称帝后，褚子为争夺皇位互相残杀，使国力消弱，后被代

魏攻灭．拓跋鲜卑政权进占关中、秦陇后，势力大增先后灭掉东方北燕、西方

北凉，统一中国北方，结束长达两百余年的割据战争，史称“北魏”，这就是

北魏的建立过程。

北魏统一前的十六国时期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政治经济发展都极不稳定，

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速度，这也是东汉末一直到北魏早期漆器艺

术发展受到制约的一个直接因素．北魏建国后，其社会跃入封建制，生产力逐

步发展。但在统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

统一北方以前，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设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

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赋税方面，在推行宗主督护制的地区，平

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

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当

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太武帝统治期间，大将公

孙轨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北)，去时单马执鞭，回来则从车百辆。拓跋统治者

①‘晋书·乞伏国仁载记'卷一百二十五．

②‘晋书·贾充传'卷四十．

③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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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前言

推行民族岐视政策。在战争中，被驱迫当兵的各族人民在前冲锋，鲜卑骑兵在

后驱逼．十二年，太武帝围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写信给刘宋守将臧

质说，攻城的都不是我鲜卑人，你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将来造反。北魏为了镇

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在氐，羌、卢水胡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军镇，严厉统治．

魏律规定犯谋反大逆者，亲族男女不论少长全部处死。甚至还在实行原始的车

裂法． 北魏前期落后的统治，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

最大的，是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杂居在今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氐、羌、屠各

等族人民在卢水胡人盖吴领导下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爆发的起义。诸少

数族和汉族被压迫人民争相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东起潼关，西

至淠陇(今陕西、甘肃交界处)。盖吴派使者要求刘宋出兵声援。一年后，起义

军虽被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而失败，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促进了民族的融

合。

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改革，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力求限制地

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并与汉族地主紧密结

合，更有效地共同统治各族人民。因此冯太后和魏孝文帝元宏进行了一系列的

改革：(1)首先整顿吏治。延兴二年(472)，政府规定，地方牧守治绩好的可以

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

(2)延兴五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

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3)太和八年(484)颁布

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

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卖，离职时移交

下任．(4)九年十月，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

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

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

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见均田制)。

(5)九年或十年初，以三长制取监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的乡官组织，抑
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6)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

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

妇的数量．(7)十八年，孝文帝排除穆泰、元丕及太子恂等鲜卑旧贵族和保守

势力的反对，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8)孝文帝改革鲜卑旧俗，主要是禁着

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

3



2田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遗迹分析

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

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9)太和中，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

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

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

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

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

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

族得以进一步结合．北魏政治、经济制度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改革，到北魏中期

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繁荣，在加上北魏统治阶级推崇汉族儒家文

化，从宫廷到民间完善了一整套儒家统治制度，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发展

形成了一个自东汉末以后的鼎盛时期。自两晋开始瓷器已基本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的主导器皿，这对漆器地位虽有很大的冲击，但是漆器的装饰及工艺手法由

于受到少数民族的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也有很大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髹漆工艺

的提高和构图纹饰的发展变化方面。北魏时期对于漆艺术研究的重点，也在于

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时期的表现。

固原，在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改建制为原州(治高平)后，则成

为北朝时期过往贡使、商客、僧侣教士活动频繁的重要地区之一．尽管北魏王

朝不久衰败，分裂为东魏、西魏，并被北齐高洋与北周字文氏所取代，但原州

仍旧保持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原州当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和历史地位，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态．所以固原北

魏漆棺墓所体现的艺术文化性也能基本代表当时北魏漆器艺术发展的基本状

态。所有的艺术文化均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独特特点，也就是此次研究的价值所

在一一把中原汉族的观念渗透到了少数民族意识和信仰中。如：固原北魏的漆

棺画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像与孝子故事连环画，都表现了中原的道教思

想与孝道的观念。

2 固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遗迹分析

固原，古称原州，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处

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地台沙碛结合部位。三面与甘肃接壤，东连

庆阳，南连平凉西与陇西地区相毗邻(图2．1)南北长约220公里。东西宽约

150公里，总面积约16783平方公里，这里黄土堆积浑厚，气候宜耕宜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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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遁迹分析

人类的栖息和各民族的繁衍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场所①。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农耕

民族和中亚游牧民族交融繁衍之地，是中原通往中亚的交通孔道。从公元五世

纪至公元八世纪左右，随着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逐渐加深，其地位日趋重要，

地下和地上人类的活动遗迹极为丰富。

图2．I固原地区行政区划图

①固原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固原地区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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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遗迹分析

2．1历史沿革

西汉初年，匈奴不断南侵，骚扰中原。固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武德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析北地郡西北另置安定郡。辖二十一县，郡治高

平(今宁夏固原)，其中另有乌氏、朝那、三水及月氏道全部或部分在固原境

内。东汉安帝时，羌族起义，迫使安定等三郡内迁。永初五年(公元111年)

安定移治武功，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三郡复归，安定治临泾(今甘肃

镇原)。三国时，固原为匈奴余部所据。十六国时，前后赵、前后秦、赫连夏

等国均于此治平凉郡、高平城等．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置高平镇，正

光五年(公元524年)改其为原州，治高平城。对于取名原州，宋人乐史在‘太

平寰宇记·关西道》卷三十二有过这样的解释；“盖取高平日原为名”。《尔雅·释

地》云：“大野日平，广平日原。”高平便是高原，以原州为名显然来源于此。

原州所属有高平、长城二郡。高平郡辖二县即高平、默亭。长城郡属县有黄石、

白池。其中黄石县名源于匈奴一部。‘后汉书·任延传》卷七十六李贤注日：“黄

石，杂种号也．” ‘晋书·刘曜载记》卷一百三亦云：。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

新平、扶风，聚众数千”，“秦陇氏羌多归之”。西魏恭帝年间改高平为平高。

北周时于原州置总管府．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穆出任原州总管。隋开皇

三年(公元583年)废诸郡，置州县，时为原州。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曾

置他楼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改原州为平凉郡，属县有商平、百原，

平凉等。

李唐王朝建立之后，。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在边地“置总管府，以

统军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平凉郡为原州属关内道．贞观五年(公

元631年)置原州都督府，管辖原、庆、会、银、亭、达、要等七州。十年省

亭、达、要三州，唯督四州①。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改原州为平凉郡，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称原州。安史之乱后，秦陇之地尽为吐蕃占据，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在泾州临泾(今甘肃镇原)置行原州。大中三年(公

元849年)泾源节度使康季荣等人收复原州及原州七关，即石门、驿藏、木峡、

制胜、六盘、石峡和萧关。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赐名萧关为武州②。唐末

黄巢起义后，再移原州于临泾．宋于今固原等置有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城)、

怀德军(今宁夏固原西北黄铎堡)、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今升军为州。元置

①‘旧唐书'卷三十八<地方志)．

②‘旧唐书'卷十八(宣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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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遗迹分析

开成路、府、州(今宁夏固原开城)、封忙哥喇为安西王，以开成为其行都，

分治陕西、四川及西域．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修固原城，置固原守御

千户所．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升为固原卫，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置

固原兵各道。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置延绥(今陕西榆林)、甘肃、宁夏三

边总制府于固原，总理陕西三边军务．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设固原镇

(又称陕西镇)。固原是明代著名的九边重镇之一。固原从历代的不断变化，

其名之含义，当源于原州，有人称是从故原州或古原州得，在北魏时期也有人

称治原州，到了明代以其地险固因名，是为固原①。

2．2重要地域

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Richthofen)提出的。丝绸之路”这一概

念，在一百二十年间其一直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词汇，几乎成为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代名词。公元前五世纪，通过东、西方奢侈品贸易，丝绸已经传到希腊等

地中海沿岸国家，西亚的一些动物纹样也随着游牧民族流入中国北方。其间固

原这一重要的地域也成为艺术文化交流的枢纽。那么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是在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使西域之后。长安(今陕西西安)是这条道路的起点，沿

泾、渭河寻西而去，经原州(固原)，穿河西走廊而形成的一条道路．(图2．2)

图2．2北朝时期平成、高平、姑威一线交通示意图

①罗丰‘固原地区历代建置沿革考述>，‘固原史地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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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遗迹分析

关于固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地域，在历史材料中驿道线路是清晰可辨的。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许多地方小国都谋求向西发展，河西诸国显然有地利

之便。鲜卑拓拔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心，沿鄂尔多斯南缘路缓慢地向高

平一带推进。匈奴刘卫辰部为北魏所破，卫辰死后，其子赫连勃勃退守高平，

依附没奕于，后召其部众为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清水河一带)袭杀没奕于，

建立大夏国，曾议定都高平．始光四年(公元427年)北魏乘夏王赫连勃勃新

亡，攻破统万城，赫连定收其余部曲奔平凉(今宁夏彭阳南)．神鹰三年(公

元430年)，魏太武帝拓拔焘亲征平凉，平凉军民举城投降．北魏迁都洛阳以

前，首都平城与高平之间的联系，有赖于这条鄂尔多斯南缘路①．以后的十余

年，北魏窥视河西，设立高平，薄骨律二军镇拱卫道路畅通，接着消灭北凉，

攻占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北魏先后六次派使者出使中亚，并与中亚、西亚

的三十六国取得联系，商团结队而至，使丝绸之路出现一个继汉代之后新的

繁荣期．其艺术形式的发展也得到了互融，使其较之前期艺术更加的多样。

2．3漆棺墓特点分析

原州范围内的墓葬，主要围绕着当时重要的城池建造(图2．3)，北朝原州

城建立在汉高平城的故址上，北朝晚期，原州城才逐步修缮，而北魏漆棺墓则

位于城东郊。逐渐地，当地上层高级官员从西魏、北周开始就在城南塬西缘营

图2．3 固原地区北朝、隋唐墓葬位置分布示意图

①胡戟中译本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3期、1981年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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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遗迹分析

造墓葬了．

北魏漆棺墓具体位于固原东郊乡雷祖庙村，1981年，此墓由宁夏固原博物

馆组织发掘。墓葬由封土、墓道、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封土早年被挖平，

墓道成斜坡状，长6米，墓室为砖砌，平面呈正方形，穹隆顶．(图2．4、图

2．5)

图2．4北魏固原漆棺墓漆棺出土现场

图2．5北魏漆棺墓平、剖面图

9



2目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遗迹分析

该墓为夫妇合葬墓，虽未遭盗掘，但由于七十年代铁路勘测部门钻探时大

量进水，致使棺木散毁，随葬品移位①。墓内由木棺两具，男性居左，女性居

右．皆呈头南足北状．棺具胎木皆腐朽塌毁．男性棺木为漆棺，木扳亦朽，其

上绘有精美漆画，经修复拼合，大致可看出漆棺形式和绘画内容，女性棺木无

髹漆，木板朽毁，两侧各有一带座鎏金铜环．墓主人骨架已腐朽，为黄色粉末，

只有鬓发尚存，随葬品集中放置在墓主人周围，有铜器、铁器、陶器、金银器、

钱币及珠饰等六十余件，在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上反映了当时北魏时期的社

会、生活，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男墓主人的漆棺。该漆棺后挡板已完全残毁，

盖板、前挡板及左右侧板的部分漆画可大致复原，漆棺形制为前高宽，后低窄，

棺盖为两面坡式，有140。交角。棺盖漆画前端呈圭形，前宽后窄，平面展开残

长180厘米，最宽处105厘米，最窄处87厘米，占全棺漆画面积的三分之二

以上．(图2．6)

图2．6漆棺盖板漆画

①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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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原漆棺墓历史．文化，地理．遗迹分析

漆棺前挡漆画残长52厘米，宽66厘米，画面是墓主人生前生活图。(图

2．7)

图2．7漆棺前挡墓主人饮宴图

漆棺侧板漆画残长为175厘米，195厘米，宽为61厘米，27厘米。画面分为

上、中、下三栏，上栏为孝子故事画，中栏为装饰图案，下栏是狩猎图。(图

2．8)

图2．8漆棺侧棺板漆画(局部)



3漆棺板漆画艺术

以上就是漆棺上漆绘的具体形制、内容的划分，使我们对它的具体分布构

图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3漆棺板漆画艺术

3．1题材内容

这一具漆棺，按其绘制的精美漆画的主要内容来划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形象的图画，绘制在棺盖的正面和前档部

分．边缘绘有忍冬纹装饰纹样，其间画有飞鸟。棺盖正中自顶而下绘有宽7-4

厘米的S形金色长河，其中配满螺旋形水波纹和涡纹，河中点缀有白鹤、游鱼、

鸭等等．长河两侧绘有对称的两座悬垂帷幔的屋宇．屋顶上有两鸱尾，檐下有

人字形斗拱，左侧屋宇内画有一人，着高冠及汉式长衣，袖手盘膝而坐，身后

左右各有一侍女，并在屋外墨书题榜“东王父”．右侧屋内也画有一人，高发

髻，着汉式长衣，袖手盘膝而坐，身后左右各有一侍女。在屋外，左右又各立

一着高冠及汉室长衣的侍者，但榜题已经损毁。在两组屋宇的房脊正中各画有

一只正面站立的金风，脊外测则各绘有一只侧立金凤。左侧屋脊内侧绘有一红

色太阳，中间站立有一只振翅欲飞的三足鸟；而右侧屋脊内侧则绘有一白色月

亮，中间有墨线，似绘有蟾蜍之类的纹样。在屋宇的下面、长河的两侧，绘有

缠枝双结卷草图案，中间有珍禽、怪兽和人首鸟身的仙人形象，这也就是前方

所说到的反映了中原文化中的道教思想与民族化的结合体现。棺盖前缘垂直面

的边饰绘有忍冬缠枝花纹，纹中有怪兽，宽约7．5厘米，而棺盖的两侧也同时

绘有忍冬缠枝纹。(图3．1)

在棺盖的前档部分，正中绘有蓝顶屋字，屋脊有鸱尾，檐下是一斗三升及

人字形斗拱。屋内有一男子，头戴高冠，身着窄袖胡服，右手执杯，左手执尘

尾，屈腿斜坐于榻上，屋外左右各绘有男女侍者，皆着胡服，其右边放置有一

细颈壶．在画面下方正中部分已残缺不全，但左右两侧各绘有一菩萨，有背光，

梳高髻，面有胡须，带有耳环，项圈及臂钥l，天衣飘动并缠绕臂部飘下．整幅

画面描绘了墓主人生前饮宴图的场景，人物可以看出其均为鲜卑贵族的装束．

(图3．2)第二部分位于漆棺两侧板的上部，内容是表现孝子故事，以横卷的

方式展开，整幅画面以黄色三角状火焰纹饰相间，并配有旁题，其问装饰有配

有云气纹．(图3．3)在漆棺的右侧所表现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主要人物行动的方

向是由前向后发展，而漆棺左侧内容的发展及人物行动的方向则是恰好相反孝



3漆棺板漆画艺术

子故事图是由数幅具有连续性内容情节的单幅画面构成，其形式为连环画。在

画面榜题可知，画面有的取材于‘后汉书·周磬传》，记载了孝子蔡顺伏在母

亲棺柩上嚎啕大哭，火绕屋而去的故事．而左侧则是郭巨和舜的故事，其表现

舜的故事共有十一则，榜题有八幅，构成了一组连环画。关于舜的故事在‘史

记·五帝本纪》中均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漆棺上舜的形象有所不同，在同

一时期的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漆屏风中舜的形象是高冠博带，并有娥皇、女英

侍立在旁；而漆棺中的舜则出现过两次裸体形象，貌似顽童，这完全与正统的

舜的形象判若两人。其次在表现内容上相比，也较同期更为丰富多样。在谋害

图3．1固原北魏墓出土漆棺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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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漆棺板漆画艺术

图3．2漆棺前挡漆画

图3．3漆棺侧棺板漆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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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漆棺板漆画艺术

舜开始，至舜与父和好，完整地表现了故事的全过程，充分说明了故事画在北

魏时期日趋成熟，并由过去的单幅情节画面发展为多幅统一格局、故事情节连

贯的连环画形式。其每幅均配有说明画面内容的边框榜题。在情节上无论繁简，

其形式都整齐统一，这正是故事画进步的一种表现。在漆棺上整个孝子故事图

中的人物形象均是长脸、圆目、身穿夹领及窄袖长袍，脚蹬乌靴。男人的形象

是高冠，女人的形象是高髻，这也是典型的鲜卑人的形象。对于漆棺板两侧占

有大面积的孝子故事内容，其是受到中原汉文化的深厚影响，这与在此时期的

社会推行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北魏漆棺产生的大致年代应是在太和年间(公

元477一公元499年)，这也正是冯太后推行孝悌思想，贯彻中国伦理思想的时

期，‘孝经》在这时亦成为北魏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读物。所以，北魏时期

的艺术文化均不同程度的渗透出孝道的思想观念，是汉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表现。

第三部分是位于漆棺板的中层的装饰图案和下层的狩猎图组成．中层的装

饰图案主要以珠联龟背纹为主要图案，中间绘有人物、动物等图样．(图3．4)

下层的主要内容是狩猎场面，整体画面生动、形象、逼真，层次分明。其形式

内容是：一匹马飞奔向前，骑士手持长矛反身回刺一动物，另一位骑士也控马

追射一野兽，但图像以不完整。(图3．5、图3．6)这幅图中的武士仅剩下头的

一小部分，但可以看出是弯弓射箭，马也只留下后腿及尾巴，骑士也是翻身回

射。山峦间有两只鹿在奔逃，上面的一只头部己中了一箭，左侧骑手已经不存，

只留下两只飞奔的马蹄．在马蹄的反方向有两只野猪在奔逃，其前的山峰之上

站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山的另一边似有一猛虎张着大口，一骑士飞马翻

身回射猛虎。另--+部分画面只剩下一山峰，上立一只鸟。整幅画面看起来是

用山峦分隔，用山、岩石、植物等作为骑射狩猎的背景，在每一单元之中骑士

们狩猎(图3．7)的对象各不相同，由于过分残破，其所绘的内容大概可以看

出是表现以墓主人为中心的狩猎活动，其中多次出现反身回射的形象是沿袭了

游牧民族文化的一种古典模式。整幅狩猎图反映了鲜卑民族以“狩猎为业”的

民族特点和生活风俗。在这两层漆画中，忍冬纹饰分布较广，形式多样，变化

亦较为丰富，说明了此种表现形式在北魏时期运用的相当广泛，熟练，艺术的

发展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3．2漆画中的图案纹饰

漆棺的正面、侧面边框是用各种忍冬纹样组成，有的是单层忍冬纹；有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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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组合环形纹饰，中间加有不知名的奇禽怪兽纹饰。正面的大型图案，是用缠

枝双结的忍冬纹构成环状圆形，里面加饰飞禽走兽或人面鸟状身躯的仙人．(图

3．8、图3．9、图3．10)这样典型的纹样起源于西方．据说葡萄藤枝即是这种

纹饰。古希腊人和埃及人后裔科普特人的物品上就装饰有这种图案。而在波斯

地区所采用的是葡萄藤纹饰的变体纹样，一般用在边沿装饰，形成波浪状，

图3．4漆棺侧棺板局部纹样

图3．5漆棺侧板狩猎局部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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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舒

图3．6漆棺侧板狩猎局部图

图3．7漆棺侧板狩猎局部图

图3．8漆棺边框正面忍冬纹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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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漆棺盖板忍冬纹样

图3．10漆棺缠枝双结忍冬纹样

循环往复①。在以后的粟特艺术中也很普遍的承袭了这种传统，之后传入中国

称之为“忍冬纹”．这种纹样是由波斯的葡萄藤枝纹的变形而来，并广泛地流

行于北朝到隋唐时期．另一种重要纹饰是以联珠纹为边框的图案，也是一种典

型的波斯纹样，其中大量用于建筑和其他实用品上，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其

主要是由帝王狩猎图、禽兽图等图案组成．狩猎的对象是狮子、羚羊、鹿等．

禽兽大多是大尾长翼怪兽，和漆画中的禽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些大体上都

是对称的，影响范围很广，传入中国后也称之为“球路纹”②。联珠纹样以

往在中国发现大致有两种。一种在波斯风格或波斯传入的丝织品上．如新疆吐

鲁番阿斯塔纳墓地302号墓中，出土的联珠纹对马纹丝织品等。另一类则是在

石窟的壁画中，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壁画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图案。在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有一幅联珠对鸟纹图(图3．11)，联珠纹边框内相对站着

一对短尾鸟．乌口衔一串有联珠纹的圈形物，下有三垂物。鸟的颈部、翅膀和

尾部都饰有一周联珠纹，脚站立的地方也有联珠纹．敦煌莫高窟277窟龛口边

①罗丰‘胡汉之间一。丝绸之路”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

②‘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一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1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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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上有一副联珠对马纹图(图3．12)联珠边框内两匹翼马相对而立，边框中饰

有忍冬纹样．在题材上除去有上述对鸟、对马、对兽等对称内容外，还有对鸭、

字纹、骑士纹、猪头纹等诸多图案。从年代上看，除去个别年代稍早一些(如

阿斯塔那303号墓为北朝时期)，其他的大量发现大都集中在隋唐时期。固原

漆棺书侧板中部图案所表现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联珠纹圆环内有三种图样，

一为两对称人物，裸体、圆脸、眉目清秀、肩臂上绕着飘带，头部有背光，做

翩翩起舞装；另一圆环内为两个相对有翼长尾的怪兽；还有一种是长尾飞禽(图

3．13)．每两个联珠圆环之间由双行联珠龟背形连接，中间加饰联珠纹，其连

接点为圆环，十分华丽。这种联珠龟背纹与忍冬纹相叠的图案，多用作物品的

边饰。这类图案在以往中国传统内容中找不出承袭的例子，联珠圆环内的类似

舞伎人物形象是尤为少见。以联珠纹样为形式的图案记载在年代上的都晚于固

原漆画，此就说明这种风格在中国的传播发端是在北魏时期，而盛行于隋代到

初唐时期。

图3．11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联珠对鸟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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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敦煌莫高窟277窟窟口的边沿联珠对马纹

图3．13 固原北魏漆棺墓侧板上的联珠对人、对兽纹

3．3漆画工艺及技术

漆是一种液体从漆树身上割取下来，呈灰乳色。其名称为生漆或天然漆，

别名为大漆．主要成分有二漆酸、蛋白质淡气、胶质和水分，分配比例大约为

68．61％、1．89％、6．78％、22．72％．当生漆与空气接触后，就产生了化学反

应，色泽有灰乳色慢慢变成赭色，干凋后变为深褐色．形质非常坚固，具有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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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耐热、耐磨、绝缘等特点。其外，还具有防腐蚀、防渗透、防潮、防霉等

性能．基于漆具有众多种特性，故才能被人们早早地用于实用生活品之上，起

到表面保护的作用。但对于漆的最早用途，现只能猜测为漆液最原始的特性“黏

性”，在早期原始社会中被用来作为一种黏合剂来使用．这种用途是在原始时

期中的一些陶器上就有证明的．发现到先民运用漆来黏合裂掉的陶器。随着社

会慢慢地发展，先民在实践中渐渐掌握了对漆液进行提炼加工。漆的提炼，生

漆可配出半透明漆、黑漆透明漆和油光漆。其中黑漆和朱漆是最常用、最基本

的色漆．黑漆为大漆本色漆，朱漆主要是用矿物质朱砂加漆调制而成。可能也

是因为其工艺技术不复杂，所以先民们就很快掌握并发现漆的更多特性。也就

慢慢出现了新的使用方法，将提炼后的漆涂于各种日常生活器物的表面，制成

各种器物，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漆器．

以下就西汉马王堆漆棺艺术(图3．14)与北魏固原漆棺艺术的比较来研究

漆画工艺技术从西汉到北魏的发展变化．

战国、秦、西汉是漆器艺术的发展的鼎盛时期，马王堆漆棺艺术也体现了

西汉漆器艺术的发展状态。和固原漆棺艺术不同的是，马王堆汉墓代表了秦汉

以来楚文化的发展变化，同样漆棺也体现了楚文化特色。要比较两者的不同之

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汉代漆器工艺的特点及艺术特色。汉代漆器的装饰工艺主

要有如下几种：第一，漆绘。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加上各种染料，再描

绘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色泽光亮，不易脱落。大多数漆器上的花纹都是用这

种方法描绘成的。一般是在黑漆上绘红、赭、灰绿色漆，也有少量的红漆地上

绘黑色漆的。第二，油彩。它是用朱砂或石绿等颜料调油(可能是桐油)，再

画于已髹漆的器物上，见于奁、几、屏风等器物。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双

层九子奁是髹黑褐色漆为地，再在漆地上贴金箔，然后用油彩描绘，色彩有红、

黄、白、金、灰、绿等色．这种油彩因其中的油彩年久老化，所以极易脱落，

从而破坏所绘纹饰的原貌。第三，针刻。用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

汉代已经有“锥画”的文字记载，实际就是针刻的另一种称谓。这种针刻纹见

于小型器．针刻手法往往不是单独运用的，有的要在针刻线条内填上金彩，形

成好似铜器上的那种错金银的效果．上面提到的双层九子奁中放置的一部分小

奁，就使用了针刻加油彩的方法。另外，金银镶嵌是汉代漆器为增加艺术效果

而采用的一种镶嵌技术．这可以使漆器更加华贵精美。汉代漆器上的金银镶嵌

工艺有两种：一种是贴金银箔．用金、银箔制成各种图纹，然后贴于器物表面，

产生类似。金银平脱”的效果。这种花纹一般为飞禽、走兽、车马、人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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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几何图案．另一种是所谓的“扣器”．西汉中期以后，盛行在漆盘、樽、

奁等器物的口沿上镶嵌镀金或镀银的铜箍，在漆杯的双耳上镶嵌镀金的铜壳。

这种技艺在‘盐铁论》上称作“银口黄耳”，在‘后汉书》中称为“扣器”．汉

代漆器文化的艺术特色就是把实用性与艺术感染力完美结合起来。表述了另一

种美的观念，一种无与伦比的，渗透了数千年人伦文化精神和自然息息相关的

本质的凝重的美。这种美是迄今无数艺术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传达了汉文化

的本质思想，即儒家的’中庸。及道家的。天人合一”，所谓。中庸”、。天人合

一。就是一种追求平衡，追求把事物间的各个优点完美结合的东方思维．汉代

漆器艺术是我国漆艺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是我国工艺美术宝库和源远流

长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不可多的的奇珍。

图3．14马王堆漆棺

漆棺是典型的黑地彩绘漆画与堆漆装饰法(用特制的工具将厚颜料挤出作

为钩边线和涡纹，高出一层显出浮雕效果)相结合的产物。堆漆装饰法是前所

未有的重大发现。在两千年前就创造出这种堆漆的表现技法，说明汉代的漆艺

已极精妙。彩绘棺满布漫卷多变的流云，在云雾中绘有一百多个怪神、仙人、

禽兽．在画面中出现得最多的是一种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兽身有

尾的怪物．(图3．15、图3．16)这种怪物，往往衔蛇操蛇，也有袍服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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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四肢似猿，手足不分．楚墓中用作避邪的镇墓兽，形象和漆绘棺上所画有相

似之处①．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所说的。强良”，也

就是‘后汉书·礼仪志>所记大傩十二神兽中的“强梁”。而孙作云先生认为

所有这些怪物或许都是土伯，即是地下的主神，或者有些是土伯的部属，一如

方相氏所率领的十二神兽。内中很多画面表现土伯吃蛇、土伯打鬼．而土伯也

就是后土，就是禹。同时他还认为和镇墓兽有极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同一物②。

图3．15马王堆漆棺侧面纹饰局部

图3．16马王堆漆棺纹饰局部图

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②孙作云‘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 ‘考古'197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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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汉漆大都在红、黑两色之间用黄色，或用灰、绿、自等明显的冷调

色块，都在追求鲜艳明快的风格，漆棺色彩是后者的明显代表．在用色上以黑

色做底，灰、绿、自、褐等色彩穿插其中，其一号汉墓应为四层套棺和一个椁

室．四层套棺内外髹漆，而椁室所有材料则不加饰，彼此区分得非常明确。髹

漆套棺上满绘装饰图案，装饰纹样重重叠叠，非常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的装

饰风格．其地处楚地，深受楚文化的影响，考古发现早已证明，楚文化不因楚

国的灭亡而消失，也不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中断。汉代文化是在先秦文化发

展基础上的延续与创新，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融汇了楚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

及其他地区文化而形成的更高水平的文化。从艺术发展方面来看，楚文化较少

的受到北方礼教文化思想的制约而长期处在游离的状态，与黄河流域历史故事

社会礼仪等题材不同，长江流域的美术更多的偏重于娱乐、巫风和方术．这

一点从马王堆漆棺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上可以的到肯定。在李若晴老师的漆木器

的绪论里面说：强调观赏性的楚漆器以及那些具有神秘的。道”和浓厚色彩的

丧葬制品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抽象构成意识，在造型的时候往往把幻想与真实交

织，把现实的世界打散，将具体的对象分解以后重新构成新的艺术形象和审美

空间，这些艺术品无论是规模还是气度都出人意料，不同凡响。比如说，战国

楚漆器的纹饰来源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夔龙纹风鸟纹云雷纹，但是艺术家在创

作的时候进行了出奇大胆的处理，经过变形分解夸张之后形成了一种飞扬流

动意气风发的舞蹈感，以红黑的强烈对比为基调，在敷陈五彩，深邃虚玄，斑

斓缤纷，深沉的哲理感受与愉悦的感观刺激结合交汇成一种绝艳的色彩效果。

这些艺术图形都是与古代楚园人的稽神状态同形同{勾的视觉样式．马王堆漆

棺纹饰线条不仅扭曲变化，粗细不同，错落有秩，而且具有强烈的空间感和韵

律感．云气纹饰和其中穿插的各种神异怪兽和仙人图案共同给人一种古怪神

异、凌厉奔放的大气之美。既继承了楚文化的神秘莫测，飞仙腾达之感，又发

展了汉文化的粗旷豁达，浑然一体之势。

再来看北魏漆器，从漆画和工艺上看，继承了战国和汉代漆器的传统，制

作工艺精细，程序繁杂(图3．17)。在工艺制作上，延续了汉代的工艺技术，

有描金和贴金及镶嵌工艺，有彩绘、髹漆、素漆工艺等，制作技巧上远远超过

了以前的髹漆工艺。在绘画、纹饰、题材方面，其艺术风格比汉代常见的大笔

平漆，单线勾勒有更进一步，其出现了绘画上运用的立体感表现，色彩的渲染

和铁线描的勾勒．线条运用富有节奏感，自然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内容

题材上，有仙人怪兽、瑞鸟祥云、植物山石等变形图案，有狩猎歌舞、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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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战争等场面，还有孝子贤士的故事。构图上，北魏采取了中心人物大于

陪村人物的手法，达到突出主题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服饰和榜提文字

榜记，均体现了北魏少数民族艺术特性。

图3．17北魏漆棺板漆画(局部)

在固原漆棺板漆画的表现方法纹饰图案的处理上均体现了以上北魏漆器

的特色，但棺板漆画中的联珠龟背文，火焰纹及佛教人物等又是它独有的艺术

形式，是与它同期的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中没有的形式，在北魏以前，一般漆

画髹饰的厚度为O．7厘米左右，而固原漆棺板的髹饰厚度仅为0．2厘米，其画

面纯熟的运用了描金，贴金法绘成纹饰，充分说明了北魏漆器工艺技术水平精

湛，远远超过先前的漆器工艺水平。固原板棺漆画的布局疏密得当，繁而不乱，

其色彩红、金、黄、橙、蓝、黑等色泽明快，敷色精细。人物表现生动，线条

自然流畅，从服饰姿态中表露出其身份和画面的纵深远近。种种都说明固原漆

棺板的漆画艺术充分代表了北魏至南北朝时期漆器发展所达到的水平。

4结语

在这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文明最初接触地——固原，众多的遗物、遗迹都

留在这里。从这些遗迹上充分显示出当时的一派繁荣景象，东西方经济、文化、

宗教、语言的交流与汇融。在南北朝时期，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化，具有代表性

的北魏漆器⋯固原漆棺是华夏文明与周边各民族交汇融合的艺术创造，是具有

浓郁的鲜卑民族特色的汉文化艺术内容、形式的表现．今天，对于北魏时期漆

艺术的杰出代表。彩绘漆棺”的研究，是对今后艺术的民族化共融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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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这也就是我对这一方面研究的目的所在。在这样一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与主要的历史地域相结合的社会下，固原北魏漆棺集中地从一局

部艺术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艺术的多元性、

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传统。也就更进一步说明了艺术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并

不断地向前发展。只有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下，才能探索和创造出艺术的发展

之路。

我在写这篇论文时，尽量能够按照艺术的发展特点这个原则来把握，但同

时肯定会出现很多不足和错误，请给予批评和指正。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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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尹雪飞.Yin Xuefei 黑色的魅力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8(5)
    黑色作为"五行色彩"中的正色.以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效果在古今中外的视觉艺术中备受青睐,并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出了特有的视觉意味和文

化意味,形成了独特的颜色魅力.本文即从黑色魅力的渊源和典型范例两个角度入手,以西方现代色彩学和中国传统的五行色彩学体系为理论依据,在服饰

、书画、黑陶、漆器等具体艺术表现上对华夏文化中的黑色艺术形态进行分析,以期系统发掘黑色的艺术魅力,并对黑色在艺术设计上的运用提供理论支

持.

2.学位论文 肖岚 楚国漆器“镇墓兽”的形制演变与辩意 2008
    楚文化有着其独特的丰富多彩的构成形式。楚文化崇尚刚柔相济，一方面表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顺应自然强调与“天”合一。它从公

元前8世纪时孕育兴起到公元前3世纪时滞缓衰退，这近5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艺术表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杰出成就。楚

地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崇拜使其艺术更加自由奔放，体现出轻巧、灵动、清奇和俊逸的美学特征。尤其是其中的绘画造型艺术充满了无拘

无束天马行空的想象，繁缛神秘的器物造型；极具浪漫主义激情和生命活力的纹饰；浓烈富丽充满了神秘气氛的色彩效果，这一切都体现着楚绘画造型

艺术的与众不同，也显现出了楚人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艺术智慧。      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出土了一种木雕怪兽像，其造型和所蕴含的思想

意识形态在春秋战国以前是没有过的，而且在别的地区也未曾发现。日本学者水野清一考证后名其为“镇墓兽”。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在湖北

、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墓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漆器“镇墓兽”，特别是湖北江陵地区出土的漆器“镇墓兽”的数量最多。虽然在造型上有简单

和复杂之分，但总体来说，它们的大体形象是相似的，可以认为是同一种用途的丧葬明器，所以暂时被统称为“镇墓兽”。它的大量随葬构成了楚墓区

别于中原东周墓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而成为是典型的楚文化标志器物。楚墓中漆器“镇墓兽”的奇特的造型及包含的思想意义，为研究楚艺术品在楚人

生活中用途与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近年来，学术界的学者们就漆器“镇墓兽”的原形和用途等问题探讨较为热烈，研究者在其用途、意

义、名称上存在着较大分歧。漆器“镇墓兽”虽然以镇墓为名，但对它的丧葬功能却远未形成共识，毫无疑问，漆器“镇墓兽”是为了想象中的使用功

能而制作的一种丧葬明器，      根据其口吐长舌，双眼外突，头插鹿角等奇特的形象特征做分析推断出漆器“镇墓兽”应该为一种龙形兽而出现在楚

国贵族的墓葬中。对比龙的种种象征意味来说，其镇墓辟邪、助主升仙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崇凤轻龙的楚人将北方中原文化的图腾--龙形

放置在其墓中的意义可能远不止这些，现有的关于漆器“镇墓兽”的种种说法都是从其形象特征、楚国习俗入手，推测出漆器“镇墓兽”所象征的各种

形象极其作用。在此，试图从分析漆器“镇墓兽”使用者——墓主的身份入手，通过研究楚人的族源来更好地揭示出漆器“镇墓兽”的文化内涵。

3.期刊论文 曹卫健 浅谈漆器设计艺术的意蕴 -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0)
    漆器艺术是一门古老的手工工艺,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取之天然漆树,加工后涂于器物上,其物称之为漆器.漆器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它

兼有生活实用性和艺术欣赏性,是一门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艺术门类.

4.学位论文 吴维伟 荆楚艺术文化考——丝织刺绣纹样之探析 2008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楚丝织刺绣品由于其华贵的质地、繁多的品种、艳丽的色彩，使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难以比肩，堪

称楚艺术中最为璀璨的瑰宝。从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刺绣品实物资料可以证实，楚国的丝织业足以代表当时我国丝织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鉴于现今的

考古发现，荆楚丝织刺绣多是春秋战国时期作品，本文研究的主体对象是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的楚国腹地的丝织刺绣纹样及相关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文

献典籍。      荆楚丝织刺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精巧的花纹，且纹样繁缛，色彩鲜艳，题材丰富。虽然层层穿插重叠，结构繁复，但繁而不乱，营造

出一个异常华美的艺术世界。      对于荆楚纹样的认识，过去一般是从漆器和青铜器的纹样中得来，随着对出土纺织品的发现与系统研究，人们获得

了一些新的认识。荆楚丝织刺绣品上的纹样与楚青铜纹样和漆器纹样的题材和造型方面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表现出与其它器物纹

样不同的艺术气质。与春秋中晚期的楚铜器、楚漆器以及玉器的装饰风格相比，楚丝织刺绣纹样显示了更多与其它艺术迥然不同的特征：它追求的是一

个飞动活泼、神秘富丽的审美世界。荆楚丝织刺绣上的纹样艺术已经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饰，而是一种承载着荆楚文化的装饰艺术。因此，对荆楚丝

织刺绣纹样的分析研究，对楚文化的深入研究与现代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也是不无裨益的。      本文一方面从考古学、图案学、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对

现已出土的和相关典籍中记载的荆楚丝织刺绣纹样题材作归纳分析，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的角度梳理这些题材的文化内涵并解释其成因。另一方

面从艺术学、图案学的角度描述、归纳荆楚丝织刺绣纹样造型与构图特征及其艺术气质，并从形态美学、构图学、艺术视知觉的角度解析其艺术表现的

手法及其与艺术主旨的文化关联。第三方面从技术层面分析、还原丝织刺绣纹样艺术制作的工艺过程，阐释先楚民创作、制作丝织刺绣纹样过程中技术

与艺术的同一性。

5.期刊论文 程万里 汉代铜镜中的四神纹饰研究 -美术观察2008(2)
    铜镜是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其背面精美的纹样代表了日用品和艺术品的完美结合.汉代,青铜日用品已逐渐被铁器、漆器和陶瓷器取代,铜镜却获得

了重要发展,创造出无数的艺术成果,形成了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汉代的铜镜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做工精良,纹饰优美,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

法上都独具特色,其中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题材的四神纹饰,最具时代特色.汉代的四神铜镜,构造丰满,寓动于静,统一之中求变化,对比之中显和

谐;在图式、图形上反映出汉代造型语言的单纯、洗练;充分运用夸张、概括、变形、归纳的手法,不单纯重视外在的形似,而注重对造型艺术中本质上精

、气、神的理解、把握与表现,从而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6.学位论文 尹雪飞 论华夏文化中黑色的魅力 2006
    本文即从黑色魅力的渊源和典型范例两个角度入手，以西方现代色彩学和中国传统的五行色彩学体系为理论依据，在服饰、书画、黑陶、漆器等具

体艺术表现上对华夏文化中的黑色艺术形态进行分析，以期系统发掘黑色的艺术魅力，并对黑色在艺术设计上的运用提供理论支持。黑色作为色彩序列

中的极端色和“五行色彩”中的正色，以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效果在古今中外的视觉艺术中备受青睐，并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出了特有的视觉意味

和文化意味，形成了独特的颜色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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