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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中国大漆材料的美学特征。方法方法 从中国漆艺的材料属性、文化特质、审美品格、艺

术创作及视觉效果来分析大漆材料的美学特征。结论结论 大漆材料美学特征不仅代表着漆材料的自然

属性，还代表着大漆材料加工工艺流程及其作品所产生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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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cquer materials.It analyze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acquer mater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terial nature，cultural features，aesthetic style，artistic creation
and visual impact.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acquer materials not only refer to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natural
property of lacquer，but also the aesthetic values generated from the processing technique and the artistic works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features formed in the past eight thousand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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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漆材料是华夏特有的物产，中华民族是世界上

最早利用此材料进行漆艺创造的民族。漆材料的使

用从最初便体现为一种思维活动，而大漆材料则是人

们各种漆艺创造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1]。当漆艺成为

一门艺术时，大漆材料的美学特征不仅仅是漆材料本

身的自然属性，还表现为文化特质、审美品格等多方

面的特征。

1 漆艺的材料属性

1.1 大漆材料的组成成分

了解大漆材料的组成成分首先需要了解生漆，天

然生漆是在漆树上割口再经韧皮层流出的乳白色液

体，世界上只有这一种稳定的油包水的乳浊液是真正

天然的、从漆树上直接割取的漆。多年研究的成果显

示，生漆的主要成分是由58%~71%的漆酚、25%~30%

的水分、1%的漆酶、5%~7%的漆多糖构成，还含有少

量的油分、葡萄糖、有机酸等[2]。随着科学的发展，对

生漆的研究还在继续。但人们对于现在所使用的人

工合成化学涂料的组成成分是十分清楚的，也就是

说，大漆的组成成分与所有化学漆的组成成分是完全

不同的，这种天然的组成成分决定着大漆材料的属

性，也决定着大漆独一无二的美学特征。例如生漆中

25%~30%的水分对漆材料的干燥处理来看是特别重

要的，现代实验的结构也显示，当空气湿度达到80%

左右，生漆固化的光泽、附着力及硬度会达到最佳。

再如生漆中的漆酶，它是生漆中的一种氧化酶，有了

漆酶的存在生漆才能在常温条件下形成漆膜。当使

用陈年老漆时常常遇到不易干燥的情况，这时可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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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年的新生漆来加速干燥，这就是漆酶的作用。再

例如生漆中的漆酸与氧化铁在一起会发生化学反应，

这一成分是漆黑形成的重要因素。

1.2 大漆材料的自然属性

中国的漆树品种经过品种选优的调查已超过110

个，其中最优品种14个。漆的质量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有所不同：（1）不同地方的漆是不同的；（2）不同树种

的漆是不同的；（3）同一地方不同海拔或山的阴阳面

的同一树种的漆是不同的；（4）不同时间采割同一棵

树的漆是不同的；（5）同一时间同一棵树的漆的储存

时间、容器、环境等对漆也是有影响的。从以上因素

可以看出大漆是一种活性材料，这种活性材料具有丰

富的多样性，其文化特质是在不断运用大漆自然属性

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着大漆的自然属性，这些自然

属性是指漆的胶性、干燥性、变色性、质感、防腐性、致

敏性、珍稀性等，这些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反映着大漆

材料的自然美学特征[3]。

1.3 漆艺材料的质感

通常情况下，质感能反映人接触物体表面时的生

理和心理活动，即当人触碰物体表面结构时，人的触

觉和视觉对这种表面结构产生的感知[4]。质感是漆艺

基本的三大感觉要素之一，大漆材料的美感主要通过

肌理、光泽和质地等表现出来。肌理在漆艺的质感美

方面有两层含义：其一，天然大漆所特有的视觉和触

觉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传达出这种材料的情感内

容；其二，“如胶似漆”是对大漆黏性的表述，是漆性之

一，能够使大漆与多种材料相结合，产生不同的质地

美。漆艺有一种彰髹技法，也就是人造肌理，这种技

法是利用漆的自然属性，或调和适量的蛋清、豆腐等，

使色漆变得粘稠，涂在器物面上，利用各种起纹的物

体如枝条、漆刷、丝瓜筋、松针、稻壳等，在粘稠的漆面

上留下不同的痕迹，目的是使漆面变得高低不平，髹

上一色或多色色漆，干后磨平显出各形各色斑纹，在

审美上具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漆艺的光泽可从最粗

糙的、毫无光泽的灰面到如镜面的抛光效果，这些对

漆艺作品的整体的视觉美感具有重要作用。

2 大漆材料的文化特征

2.1 大漆材料的文化属性

中国字词非常严谨，有“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

成”之说[5]。也就是说，“漆”字及其各种称谓的出现表

明人们对这种材料的认知已经形成了文化共识。翻

开各类文献会发现“漆”与“桼”是两个同音字，在《辞

海》、《汉书·贾山传》、《诗经》、《诗·鄘风·定之方中》上

均记载有人们从漆树割取漆液的方法。“桼”在《说文

解字》上为“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凡桼

之属皆从‘桼’”。由此可以知道，在漆树上割出刀口，

漆液如水滴一样由刀痕中流出，“桼”是一象形字。现

在“桼”字不再常用了，取而代之为“漆”。中国大漆的

别称有“国漆、土漆、天然漆、树漆”等，均是对漆的赞

美，反映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在中国，漆艺有着8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可谓厚，历史可谓长，工艺可谓多，

技法可谓繁，材料运用可谓广[6]，世界上没有哪种涂料

像大漆这种材料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内涵。国漆，一个

“国”字，彰显着民族的自豪感[7]；土漆，代表这是中华

大地上所特有的产物，是上苍赐予这片土地的美材，

是本土的，异国人尊之为“神的血”。从漆字的象形和

众多美名能看出大漆材料具有丰富的文化特征，这种

文化特征的内涵与外延是十分广泛的。

2.2 与自然属性的关系

大漆材料的文化属性反映着它的自然属性，这种

文化是在8000多年的使用中逐渐形成的，是对大漆材

料不断认知的总结，是整个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当先人们发现天然生漆和铁锈在一起发生了某

种反应，变为极黑的漆时，便出现了现在耳熟能详的

“漆黑”一词。中国的这一词语是对漆最本质的美学

特征的表述，是黑的极致，这一文化的形成反映的是

人们对漆的自然形态中色彩、质感、光泽美感的理

解。当人们发现大漆极为耐腐蚀时，便出现了“滴漆

入土、千年不腐”的表述，如今也有许多高腐蚀行业，

如军工、船舶、石油、机械等行业中的设备保护是使用

天然大漆进行表层髹涂的，它除了防腐还有抗静电的

作用。在古代没有栽培漆树的时候，野生漆树是很分

散的，割漆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因此也就有了“百

里千刀一斤漆”和“一杯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

之功，一文杯得铜杯十”的说法，表示漆器的价值十分

昂贵，这里除了所花的工时、人力外，材料珍稀也是漆

器为“贵器”的原由之一[8]。“风油雨漆佳”中的油是指

桐油，表示刷了桐油时的物件要在通风的地方才干得

比较快，而漆则是在雨季易干。“漆身为厉、漆身吞炭”

反映的则是漆的致敏性。这些内容所表达的文化内

涵恰恰是大漆相对应的自然属性，其他任何材料均不

具备这种自然属性。从艺术创作和材料的关系来看，

38



第36卷 第16期

材料是造物艺术的基础，改变了材料，也就改变了这

种媒介进行艺术创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改变了大漆

材料的文化美学特质。

3 漆艺创作及审美品格

3.1 漆艺创作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

可以为良”，这段文字记载了中华民族的造物原则[9]。

在漆艺创作中，对大漆的使用最初只是因为人们觉得

这种材料天然而神秘，随着对大漆材料研究的深入，

慢慢地对这种材料有了全方位的认知。大漆这种材

料作为漆艺作品的物质基础，要是对这种材料的认知

仅仅停留在漆艺用材的自然属性上，那这种理解就变

得简单和片面了，当漆艺家进行漆艺创作时，这种艺

术思维活动与大漆材料会发生对话，材料本身也会成

为艺术语言的形式[10]。大漆材料对漆艺家漆艺创作活

动中个人情感的认知和外部自然世界的认知起到了

沟通作用，当漆艺家对这种材料极为熟悉时，材料就

成为创作的一部分，漆艺家的创造潜能将被极大地激

发，精神价值的创造将被有效地推动[11]。漆艺家在运

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使用的大漆材料进行艺术创

作时，会在潜意识中与中国古代漆艺造物进行沟通，

感受大漆材料创造的深沉典雅的色彩基调和优雅静

穆的审美趣味，感悟中国古典漆文化的核心价值，体

会东方庄重、沉郁、含蓄的审美品位和境界[12]。

3.2 审美品格

如果漆艺中不再使用传统的天然大漆及其数千

年形成的各种工艺技法，那么含蓄雅致、厚重的美是

不会被创造出来的，更别说从光泽、肌理、质地等质感

语言中表达出古朴奇妙、璀璨瑰丽的视觉艺术效果。

漆艺从建筑装饰、日用器具、塑像雕刻到绘画创作，其

艺术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作为艺术家的创作而言，个

人的情感表达是不受漆艺所限制的，因此，漆艺所创

造的审美品格是多种多样的。漆艺表面髹饰的形式

也是丰富多彩的，彩绘在汉代最为流行，唐代的金银

平脱和螺钿镶嵌表较成熟，宋代随着社会审美的转

变，素髹漆器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元代的雕漆则达

到成熟的状态。这些都是一代代漆艺家随着社会的

变化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以及个人情感的表达创造出

的一个个辉煌。从明代黄人成在其《髹饰录》中总结

了14门、共479种表现技法来看，其审美品格是丰富

的，如黑素髹是最美的黑，银朱红是中国红的代表，千

变万化的彰髹之美，显示了中国大漆视觉艺术千文万

华的审美品格[13]。

4 结语

大漆材料美学就是一门运用大漆材料进行创作

活动的审美价值研究，以及运用这种材料和工艺方法

来创造美的学科。大漆材料美学特征不仅单纯表示

原材料的美学价值，还表示大漆材料加工工艺及其视

觉效果产生的审美品格，以及8000年历史积淀所形成

的文化特质。这种美学特征不能固定地被视为材料

本身一成不变的审美价值，而是人在艺术创作和媒介

使用过程中变化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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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物体上的形态揉进其他物体的形态，有着更直接的

联想作用。瓦萨里的作品《摔跤者》见图4。

4 结语

异质同构的创意图形还可以相融哲理与情思，合

并东方与西方的趣味，综合中国与外国的设计理念，

互补民俗与高雅图形的样式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艺术设计的可塑性能开发出无限丰富多彩的“新口

味”，但还是必须要摆脱所谓的“纯粹客观”对思维主

体的束缚，充分发挥自由的想象力，找到专属的真切

感受、个性特色、思想结晶、潜力与优势，才能冲破有

形的和无形的思维障碍，获得奇思妙想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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