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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石莲秘室”墨名的由来和其背后的设计思想，并结合根据其设计思想而设计的传统徽墨包装，论述

了传统徽墨包装所体现的防潮防断、因物而异、文人自娱、随物赋形的设计理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传统设计理念

的探讨，论述了传统设计理念对现代徽墨包装设计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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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origin of the name "Lotus Stone Box" and its design ideas and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HuiZhou ink packaging based on its design idea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design ideas of damp-proof and anti-falling,

differentiation, self-recreation and shaping demonstrated in the traditional Huizhou ink packaging. On this basis, throug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traditional design concept, it proves the inspir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design concept for

the modern HuiZhou ink packaging design.

Key words：lotus stone box；Huizhou Ink packaging design；design inspiration

收稿日期：2012-10-01

作者简介：袁恩培（1954—），男，重庆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及其理论研究。

徽墨是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因产于徽州而得

名。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墨始于唐朝末年，因北方

战乱导致墨工纷纷逃至歙州（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从此制墨中心发生迁移。徽墨自明代以来由于其“落

纸如漆、千载存真”的美誉，加之其他地域性墨业的衰

败，从而成为中国墨的唯一代表，历经各个时代一直

流传至今。

世人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誉,徽墨作为墨中

珍品，却难以保存。李廷珪的《藏墨诀》记载：“赠尔乌

玉玦，泉清砚须洁；避暑悬葛囊，临风度霉月。”于是藏

墨家自唐始，明、清、民国中兴，从许芝的“石莲秘室”

到蔡襄的“豹囊幽赏”，再到潘谷的锦囊墨等，无不体

现古人爱墨、懂墨的心情，其藏墨器具严谨的防潮措

施、精良的刻工、考究的装潢无不令人叹为观止。今

天的徽墨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

墨、纪念墨以及高端定制墨收藏或出口国外，可惜徽

墨的包装却相当简陋并且毫无新意，这不仅对徽墨的

保存不利，也不能体现传统徽墨的文化价值。这里通

过对“石莲秘室”墨名的由来以及其背后设计思想的

研究，对现代徽墨包装设计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1 “石莲秘室”的起源

唐代金城冯贽所编的《云仙杂记》卷四《石莲匣》

所记：“许芝有妙墨八厨，巢贼乱，瘗于善和里第。事

平，取之，墨已不见，惟石莲匣存焉。”可见许芝爱墨之

心，而又因石匣雕刻莲花，故后人以藏墨器具作为墨

名“石莲秘室”。类似这样的墨品还有宋代蔡襄用豹

皮做成囊袋来贮藏墨，后世将其墨名定为“豹囊幽

赏”。古人对于墨的收藏有多种方法，这是因为墨易

受到气候的影响而产生断裂。到了明清两代的藏墨

家大多采用漆匣装墨，漆匣描绘龙纹、山水和花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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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的技艺和精美的造型都体现出古徽墨的文化内

涵和文人雅士的好事之心。不论是“石莲秘室”还是

“豹囊幽赏”都体现了明清以后以及后期藏墨家设计

思想的延续性。

2 “石莲秘室”的设计理念

2.1 防潮防断

徽墨的制作工艺本身决定了它怕潮易断裂的性

质。古人燃松取烟做墨，松的好坏决定了烟料的品

质，而胶的质量及含量是制墨的关键。骨胶杂质多，

易发霉开裂；明胶或树胶，纯度较高不易开裂。在三

分胶、七分墨的传统工艺中，若胶含量偏少会导致脱

胶断裂，胶多易变形开裂，所以制墨材料有“烟要陈，

胶要新”之说。墨的工艺需要“轻胶十万捶”，以保证

墨质达到“拈来轻、磨来馨、坚如玉、研无声”的特点，

从而保证其不易开裂。

徽墨中的高级漆烟墨是用桐烟油、麝香、冰片、金

箔、珍珠粉等十余种名贵材料精制而成。正是徽墨材

料和工艺的考量性以及墨的易断性，需要对墨的贮存

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墨在长期湿度较大的环境下易

变形，在干燥的环境中易断裂，而在环境潮湿度骤变

的情况下也容易被损坏，因此从许芝的“石莲秘室”和

蔡襄的“豹囊幽赏”即可看出古代藏墨家对于徽墨的

保存尤为谨慎。古人也常用棉纸、丝绸、宣纸等材料

对墨进行包裹，并定期对墨翻动查看，保证空气流

通。漆匣有很好的隔热、防潮性能，为明清时的众多

藏家所喜爱。古人常将墨置于锦囊中，再放入漆匣中

得以保存。

2.2 因物而异

藏墨盒并非千篇一律，古人藏墨多以锦囊、豹囊、

石莲匣、漆匣、木匣等器具。徽墨种类繁多，不少墨品

根据藏墨器具命名，除“石莲秘室”和“豹囊幽赏”外，

还有“花锦墨”、“提锦墨”、“提梁墨”、“瑶函墨”等，它

们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是值得细细琢磨的。

徽墨分御墨、贡墨、文人订制墨、礼品墨、纪念墨、

集锦墨、药墨、学生墨等，根据不同种类，藏墨器具的

形式也不同。比如"御墨"是作为封建时代专门供奉

帝王书写用的墨，具有大气浑厚、富丽堂皇、赏心悦

目、艺术性和观赏价值于一身的特点[1]。供奉皇上的

墨品在藏墨盒的选择上大多以上好的漆匣装置，在明

代，漆器是奢侈的艺术品，只有皇室贵族、达官显贵和

具有很高艺术审美情趣的文人士大夫才拥有。另外，

徽墨造型也很独特，如《墨谱集成》里收集的墨的形状

就有：瓜果形、蝉形、砚形、玉玺形、花卉形等。古人

“仰观象于天，俯则视法于地”的观察、认识自然的观

念得出了“天圆地方”之说，也正是如此，长方形和圆

形墨在墨谱中出现的比例最大，而异形墨的存在给墨

文化增加了许多艺术性。

2.3 文人自娱

文人订制墨是指文人骚客、书画名流、达官士绅

在墨店或请墨家按自己的意愿情趣自制、定制、题铭、

珍藏的专用墨 [1]。早期文人自制墨以南唐韩熙载的

“麝香月墨”和苏东坡的“雪堂义墨”为代表，清代达到

高峰，大批文人雅士、书画名宿、社会名流将自己的情

趣、爱好、追求寄托于朝夕相伴的文房用具中，自行设

计款式，造型图案，或彻悟人生，或期许腾达，或洁身

自好，或孤芳自赏，或迎风弄月，或感悟伤怀，或寄托

情怀等。

许芝爱墨，将墨藏于石莲匣。石匣上刻制莲花，

也突出了文人士大夫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

品质。文人绘制图案常以花卉树木、祥瑞鸟兽、亭台

楼阁、山水人物为题材，因此藏墨盒的装饰图案也受

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大多亲自绘制图案交给刻工刻

制，有用金粉绘制山水、瑞兽的。上海博物馆今藏一

朱漆盒，内有题款和朱笔勾勒的印章，篆法有至。正

是“石莲秘室”这样的设计思想影响了一批文人士大

夫的自娱精神，创造出各种反映内心世界的装饰图

案。

2.4 随物赋形

徽墨藏墨盒的装饰图案同样也可以取决于徽墨

本身。御墨藏墨盒的图案大多是龙纹，龙纹在封建社

会被作为“天威”的标志，不准乱用，为了显示皇权的

至高无上，不仅是徽墨本身，墨盒也同样要显得雍容

华贵、富丽堂皇。而用于文人自制墨的藏墨盒必然朴

素简洁，处处反映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闲情逸趣，大

多用花卉植物图案作为装饰形象，大量运用于藏墨器

具上，其植物图案类型多样，结构精制又富有变化。

古人用自然界的动植物映射自身命运，这是一种意识

观念的产物。礼品墨中有婚礼墨、寿礼墨、学生礼品

墨等，根据不同需求，绘制的装饰图案也不同，大多迎

合使用者企求大吉大利、多子多福、长命百岁、读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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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福禄有加的美好愿望。

3 “石莲秘室”设计思想对现代徽墨包装设计

的启示

笔者考察了安徽歙县胡开文墨厂和绩溪曹素功

墨厂的整个生产环节，包装作为最后一个生产环节并

没有得到重视，现有的徽墨包装仅用简单的纸盒配上

底纹或者简单的字体，在材质、造型、装饰设计中几乎

没有太多考虑。这不仅在根本上对徽墨没有保护作

用，也不能吸引消费者，更不能将徽墨作为一种非物

质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这里通过传统徽墨包装的

设计思想，得出以下启示。

3.1 突出包装防潮功能

现代包装具有多种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保护功

能，即保护商品的内容形态及性能的完好[2]。设计徽

墨包装时要考虑徽墨本身的理化特征和环境影响，再

进一步考虑包装的材料。现代徽墨包装受工业化大

批量生产的局限性，并不深入考虑对徽墨进行有效的

保护措施，这本身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从

“石莲秘室”，人们看到了古人对墨保存的谨慎。考察

文献可以得出，古人用多种材质保护墨品的内部，明

清两代墨家采用漆盒，乾隆以后，便在漆盒内衬以棉

花，或将墨品放入锦套，这些都说明了历代保存墨的

共同方法都是以防潮为主。

徽墨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不以实用

性为主，收藏墨的人越来越多，徽墨出现了两极分化

的状态：一方面真正懂墨爱墨的人依然在墨的行业中

不断坚持和摸索；另一方面市场上也出现一些品质不

高的纪念墨，供给游客买来作为当地的旅游纪念品。

这样的状态导致了包装设计在选择材料上的分化

性。高档珍藏的定制墨依然可以选择较高质量的锦

囊与漆盒，而一般的旅游纪念墨也应该注意保护性措

施，可以采用一般的纸盒，用棉纸、宣纸等对墨进行包

裹存放，并进行简单必要的装饰设计，这样既保证了

小环境内温湿度的稳定性，又可以缓冲湿度变化。

3.2 适应徽墨造型种类的变化

包装的造型设计，是平面设计与立体设计相结

合的整体形象设计。首先要考虑的是容器与内装物

品的关联性，即容器的造型与结构能否起到保护商

品的作用 [3]。徽墨的造型繁多，种类层出不穷，特别

对于集锦墨、套墨、彩墨等，形式制样无定式，奇形怪

状，姿色纷呈。徽墨的现代包装设计应该对其进行

产品定位，结合徽墨不同的作用，在包装的类型和造

型上进行设计思考。设计师应通过对古徽墨藏墨盒

因物而异的特征，结合现在消费者购买和收藏徽墨

的不同心理，再决定徽墨现代包装设计的造型特征

和材质的选择。

3.3 与当代文人心理产生共鸣

文人自制墨是我国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一风俗由东魏韦诞开风气之先，后历代沿袭其风，至

清不衰。文人自制墨一般从题识上看分为本人委托

墨家制作的自怡性墨、嘱托墨家制作馈赠亲友的墨以

及记事咏怀的墨等。从墨中反映了文人的内心情感

世界，他们追求墨质的精良，崇尚造型美和诗情画意。

现代文人书画家爱好书画艺术，他们用中国画表

达自己的状态、品格品行，甚至身体状况、性格特征、

人生阅历。而从徽墨现代包装的装饰设计而言，许芝

的“石莲秘室”借用莲花的符号表达了文人的洁身自

好和高贵品质。徽墨的现代包装设计应该抓住消费

者心理，可以针对具体消费者具体分析，用表达文人

内心世界的图像符号作为视觉元素，例如莲、梅、兰、

竹、菊、祥云、水墨、花鸟等；从现代文人和大众消费的

心理等角度与时俱进，用渲染精神世界的手法去感染

当代文人艺术家和大众消费者，并与之产生共鸣，从

而也推动徽墨的发展。

3.4 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中国自古流行吉祥图案，始于商周，唐宋中兴，明

清时期鼎盛。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些吉祥图案体

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至今依然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徽墨包装随物赋形的设计理念

给予了包装装饰设计一定的空间，允许设计者在针对

徽墨不同作用中自由设计。

传统徽墨包装中几乎所有的设计思路都是围绕

表达吉祥的福、禄、寿、喜、财相关的图案元素而进行

的。所谓“福”，即幸福美满、福气等。传统民间常用

蝙蝠寓意“福”，比如“五福捧寿”、“福在眼前”。所谓

“禄”，即高官厚禄。加官进禄，不仅是旧时为官者朝

思暮想的事情，也是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愿[3]。民间常

用“鹿”代替，“福禄双全”、“马上封侯”、“平升三级”

等都是民间传统常见的图案。所谓“寿”，即长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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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高寿。现代设计中将寿字作了很多变形处理，如

寿字纹等，也用鹤象征高贵长寿充满灵气，与松、石、

鹿等同时出现。所谓“喜”，即快乐，可庆贺的事情。

有关“喜”的吉祥画很多，如“喜上眉梢”、“和合二圣”

等。现代设计中也有很多从传统元素中抽象变形寓

意“喜”的图案，如陈幼坚设计公司的标志“四喜娃”。

从纪念品和收藏价值的角度考虑，徽墨的现代包

装设计应该更加注重挖掘和继承传统文化的设计理

念，从传统元素中抽象变形，得出新的设计元素，从而

运用到徽墨包装中，为徽墨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4 结语

用现代语境分析“石莲秘室”的设计理念，可以看

出它的设计思想深刻影响着后期徽墨包装的整体发

展，并对现代徽墨的包装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

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设计思想理念，另一方面

要将分析到的理念运用在现代徽墨的包装设计中，无

论是包装的本质意义，还是包装装饰性的深刻内涵，

都需要挖掘和整理，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符合徽墨包

装自身特色的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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