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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进行前期研究。方法 采用“史境”、“文献”等方法，在大

量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深入论证。结论 汉代海昏侯墓漆器的设计美学及其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启

示是研究的重点，其设计美学表现为功能美、工艺美、意匠美、器型美、色彩美、装饰美。它对现代产

品设计的启示表现为组合化设计、髹饰工艺、色彩组合、装饰纹样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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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of Lacquer Beauty from the Faint Hou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Nan-

chang to the Product Design 

GUO Lin-sen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lacquer ware unearthed from the Faint Hou tomb of Han Dynasty in Nanchang is 
made.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data, it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a thorough demonstration with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literature". The design aesthetics of the tomb ware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enlight-
enment to the modern product design are the focus of the study. Its design aesthetics are characterized by functional 
beauty, technology beauty, design beauty, modeling beauty, color beauty and decorative beauty. Its enlightenment on 
modern product design is characterized by modularization design, paint process, decor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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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抢救性发掘轰动一时，获得

了数个第一，在国内考古界影响甚大。该墓出土珍贵

文物近两万件，其中漆器达 2300 余件，数量较多，

工艺、审美、设计水平更是堪称一流，它集中再现了

汉代漆器的辉煌。从保护与传承传统造物的缘由出

发，完全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探寻它对现代产品设

计的启示意义。 

1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的概况 

1.1  海昏侯墓的简介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

观西村，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2011 年 4 月至

今，考古队经过详细的勘探，发掘了祔葬墓和车马坑、

祠堂、寝殿、厢房等，出土了漆器、金器、青铜器、

竹简等珍贵文物近两万件。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抢救

性发掘创造了中国考古史上的多个之 。大量珍贵文

物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汉贵族的生活习

惯，对于汉代造物精神的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 2300 余件漆器，工艺精湛，

装饰高雅，集中再现了西汉时期漆艺的辉煌，也反映

了该时期手工技艺的高水平。 

1.2  出土漆器的功能分类 

“漆器”这一称谓较早出现于《汉书·贡禹传》，书

中记载：《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

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1]。漆器实为中国古代器

物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2]。漆器首先是作为实用品

出现的，实用是其首要功能。其次，漆器也具有较高的

审美价值，汉代以后，逐渐出现了纯粹观赏的陈设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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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早，已有 7000 年的历史。从

新石器时代的朱漆木碗、漆绘陶器，发展至战国和汉代，

漆工艺有了很大发展，应用范围十分广泛[3]。汉代的漆

艺制品，包括饮食用具、盥洗用具、梳妆用具、家具、

明器等，品种繁多，颇受当时上流社会的青睐。 

饮食用具大体上可分为餐具、酒具及其他用具。

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中饮食器具非常多，《盐铁

论·散不足》写到：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这充分

验证了饮食器具的重要性，这些器物生动地再现了汉

代人民的日常饮食场景，对于研究汉代的饮食文化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盥洗用具中较有代表性的属漆匜，它是当时贵族

的盥洗用具。在汉代之前，匜多用青铜制作，称“青

铜匜”。青铜匜自西周中期开始流行，渐渐作为水器

与盘固定搭配使用，是西周沃舆之礼的主要器具[4]。

发展到汉代，逐渐被漆匜代替，它的形状类似瓢，汉

人洗手时常作为注水器具。该类文物的出土也表明西

汉海昏侯国贵族阶层继承了自先秦以来的盥洗习惯。 

梳妆用具就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器物来看，

主要是漆奁。“奁”在中国古代常常用于盛放梳妆用

具、装饰品等，其做工、用料、装饰都非常讲究。制

作过程一般是先制胎骨，髹漆后在底漆上先施以彩

绘，再镶嵌扣带及宝石、贴饰金银箔片[5]。出土的漆

奁为多子结构，便于收纳，造型优雅，装饰精美。 

家具的种类较多，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家具甚为丰

富，包括漆案、漆几、漆屏风等。其中出土的孔子屏

风详细记载了孔子生平，并有精美画像，被大多数考

古学家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早的孔子像载体，也

从侧面印证了西汉中晚期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被贵族

阶层所推崇，屏风上的文字见图 1，屏风上的孔子画

像见图 2（图 1—2 均摘自百度）。 

明器也称之为冥器，意为神明之器。此类器物专

为随葬而制作，多用竹、木、陶或纸作为材料。根据

海昏侯墓出土的明器观察，从设计上基本表现为“有

形无实”、“形神兼备”、“象类生人”几大特征，其风 

 

图 1  屏风上的文字 
Fig.1 The text on the screen 

 

图 2  屏风上的孔子画像 
Fig.2 Confucius portrait on the screen 

格的形成原因主要有厚葬为孝、知丧道矣、祭神之风、

制陶业兴盛几点。 

2  漆器的设计美学 

设计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设计学与美学的交

叉。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的设计之美表现出众，值

得深究。美是自由观照的作品[6]。审美是外在与内在

充分自由的一种状态，它无需受任何物质的约束。人

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西汉人民也不例外。 

2.1  功能美 

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率先提出了“功能美”的概念，

把产品的美学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功能的

具象形态所体现的美即为“功能美”。汉代海昏侯墓出

土漆器的功能美突出表现为器物的实用之美，尤其是那

些与西汉人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漆器，其功能美的体

现十分明显。饮食用具如鼎、勺、耳杯、壶、锺、钫等，

盥洗用具如匜、盆等，起居用具如几、案、屏风等，都

非常直接地提示了它的功能，其中漆勺的长度、弯曲程

度与人的尺度吻合，符合汉人的使用习惯，再如耳杯两

耳的设计合乎当时人们双手执耳的习惯，漆耳杯见图 3

（图 3—4 均摘自江西省博物馆）。 

 

图 3  漆耳杯 
Fig.3 Lacquer ear cup 



268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11 月 

 

2.2  工艺美 

《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7]。由此可见，制作工艺的水

平，往往直接决定器物的品质。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

的工艺之美，主要体现在胎骨制作、髹饰技法两个方面。

胎骨制作的方法主要有 3 种，分别为斫制、旋制、卷制；

髹饰技法主要有彩绘、戗金、描金银、螺钿等，工艺精

湛。彩绘是指将颜料混入生漆，然后在器物上进行描绘；

戗金是用金粉在线条内填涂；描金银是指在漆器上用金

粉、银粉绘制花纹；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等磨制成薄

片，然后镶嵌在漆器表面上。 

工艺美的法则具体表现为以下 7 个方面：（1）实

用是一切工艺的本质，实用是工艺之美的首要因素，

它决定了工艺的本质，因此，工艺之美就是实用之美，

所有的美都产生于服务之心[8]；（2）只有大量制作才

能成为美的作品，那些看似复杂、装饰繁琐的作品，

生命力往往短暂，其原因在于不能大量、迅速制作；

（3）工艺之美只有与劳动结合才能产生，劳动是工

匠的一生，勤劳、反复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汉代海昏

侯墓出土的漆器，就是劳动与美相结合的经典之作；

（4）工艺必须是协同之作，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

只有精诚协作才是强大的，汉代漆器的制作就是这

样，工匠按照各自的分工，对同样的造型、纹饰大量

制作，在不断的反复协作中，工艺之美得以产生；（5）

手工必须占据工艺的主导地位，手是与生俱来的，通

过手工可以制作许多精巧的器具，它充满创造性，再

复杂的机械都无法与之相比，另一方面，手工是充满

热情与喜悦的工作，而机械却不是如此，手工是工匠

对工作的主导，而机械则是人们对它的顺从，当然，

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机械，好的机械，可以成为

手工的辅佐，拓展手工的自由；（6）工艺之美是天然

之美，此处的天然是指工艺所要求的材料即选材，没

有好的材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艺之美。与其说工

艺选择材料，倒不如说材料决定工艺，好的工艺是对

自然的皈依。因为天然的原故，工艺之美才表现出不

同的区域风格。如西汉蜀郡的漆器，由于自然条件的

优越，也造就了它充满风土人情的工艺之美，并受到

宫庭、贵族的喜爱；（7）工艺之美是无我之美，工艺

若展现了太多的个性，其受到的制约也就越多。必须

清楚的是，器物是服务于人的工具，个性只能居支配

地位。鲜明的个性虽有张力，但却不具备亲和力，只

有亲切的工艺才能保持工艺美的持久生命力。但同时

必须强调“无我”，这并不是对个性的彻底抹杀，相反，

它不仅不否定个性，还始终对个性持开放态度。 

2.3  意匠美 

“意匠”一词原指文人或者画家在写作、绘画时

的精心构想、巧妙布局。具体到设计领域，“意匠”

一词主要指创作者的构思新颖，具备创造性。汉代海

昏侯墓出土的漆器中，就有很多这种匠心独运的例

子。如具杯盒，它的功能在于存放耳杯，要求轻巧、

卫生等。为实现上述目标，制作者将上盖和器身分为

两部分，并用子母扣联结；内腔依据耳杯的形状设定，

竖向摆放 7 个耳杯；其中 6 个顺向迭放，1 个反扣，

空间利用率极高，且与外部造型浑然一体，充分体现

了“意匠美”。 

2.4  器型美 

器型与功能的契合美，比如漆钫的形态，颈部修

长，顶盖为圆壶形，整体呈优雅的“S”形，并凸显了

贮物容器的体量感。此类设计使得器型与功能相契

合，器物更具美感。细部之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

斯·凡·德·罗曾说：上帝存在于细部之中，优良的细部

设计对于一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器物而言，通常可以丰

富器物的层次，提高产品的品质。汉代海昏侯墓出土

的漆器中，漆盘内壁与外部的平滑过渡处理等，一方

面显示了技艺的精湛，另一方面体现了漆工对于细部

设计的不懈追求。 

2.5  色彩美 

色彩是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提升感性价

值起着重要作用[9]。与其他器物相比，漆器的色彩感

性效果更为强烈。漆器自古崇尚红、黑两色，汉代海

昏侯墓出土漆器在色彩上的突出特点就是以红黑为

主导，鲜艳夺目。红黑两色的综合运用，彰显了漆器

的高贵、华丽。本次出土漆器从整体而言，器物内部

多用朱红，外部多用黑漆，局部再用黑底朱纹装饰。

比如钫、盘、卮等饮食器具，在朱红色的映衬下，食

物会显得更加鲜美。 

2.6  装饰美 

需要指出的是，造物活动中，装饰一般处于从属

地位，在不改变器物本质的前提下，使器物得到某种

程度的改进，因此，装饰给予人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

感受。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通过各种装饰手法，使

器物的美感得以提升，漆器纹饰见图 4，这表明汉代

漆艺美学实践走向了历史高峰时期[10]。 

装饰图案。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的装饰图案主

要包括动物形象、自然景象、几何图案和神话形象 4

大类。第一类，动物形象主要有龙、凤、猫、鹿、豹

等，如漆奁的盖壁上就有鸟、角、鹿等，十分生动。

第二类，自然景象主要有云、卷云、山、河、日月星

辰等。其中，云气纹居多，在奁、卮、盒、钫等器物

上较为常见。第三类，几何图案主要有直线、三角形、

菱形、圆点等，一般作为辅助纹样。第四类，神话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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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漆器纹饰 
Fig.4 Lacquer ware decorative 

象，主要有怪兽、仙人、鸾鸟等，其形态变化多端，

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1]。 

装饰图案的组合方式。其装饰图案的组合方式主

要有适合、独立和连续纹样。第一，适合纹样在漆奁

等器物上出现较多。第二，独立纹样应用广泛，且以

动物独立纹样居多[12]。第三，连续纹样的构成手法运

用较多，特别是二方连续。从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

的情况看，盘、孟、匜、耳杯、奁等器物的中心纹样

周围，通常辅以云气、几何形等二方连续纹样；而在

锺、卮、鼎等器物的口沿常辅以龙、鸟、卷云、几何

形等二方连续纹样。 

3  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启示 

漆器的组合化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启示，这里述及

的漆奁，内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不同形状的子奁

组合，分别陈放首饰、粉饼、梳篦、铜镜等，功能较

多，方便收纳。受此影响，现代梳妆盒的设计，就采

用了组合式的手法，一物多用；再如现代保温饭盒，

也采用组合式设计，实现了饭、菜、汤、餐具分开盛

放，便于保温和携带。 

髹饰工艺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启示。汉代海昏侯墓

出土漆器的髹饰工艺精湛，集中了历代工匠的智慧，

将它运用到产品设计中，效果显著。比如磨漆工艺，

日本的照相机镜头就采用了漆工艺中的研磨技法，做

工精细，质量一度在业内领先。再如日本铁三角株式

会 社 于 2012 年 推 出 了 限 量 纪 念 版 耳 机

ATH-W3000ANV，其腔体采用日本“越前涂”漆工艺

制造，成就了产品独特的品质，ATH-W3000ANV 耳

机见图 5（图 5—6 均摘自百度）。 

色彩组合对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启示。红、黑两色

对比强烈，应用到产品上，显得雄浑而深沉[13]。在此

基调下，再辅以其它点 色，整体色彩斑斓，协调统

一，可以增强产品的装饰效果。现代产品设计中红、

黑两色的应用，一方面加强了产品的视觉效果，另外 

 

图 5  ATH-W3000ANV 耳机 
Fig.5 ATH-W3000ANV headset 

 

图 6  Jean Dunand 腕表 
Fig.6 Jean Dunand wrist watch 

一方面也延续了产品的传统，提高了用户对产品的认

可度。如瑞士品牌 Jean Dunand 推出的一款名叫

“Tourbillon Orbital Chinese Lacquer”的腕表，其灵感

来自中国的漆器，Jean Dunand 腕表见图 6。该腕表

的设计，采用了中国漆器中 具代表性的红、黑两色，

加上镂雕的合理使用，造就了产品的简约与奢华。 

装饰纹样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启示。如云气纹、卷

云纹、几何纹等，在现代家具设计中广泛运用，这些

装饰纹样的使用，一方面增强了家具的美感，另一方

面塑造了家具的东方风情，被设计界称为“中国风”。

此外，现代饮食器具在装饰图案中，也常见几何纹样。

这些纹样通常是在汉代几何纹样的基础上，加以巧妙

变化，装饰效果明显，又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但必须注意的是，汉代装饰纹样是建立在手工艺基础

之上的，有些图案过于复杂，有些图案已不适应时代

需求，设计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甄别，适当加

以提炼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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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是我国传统手工艺的经

典之作。从功能上可将它分为饮食用具、盥洗用具、

梳妆用具、家具、明器等。从设计美学的角度而言，

它集中表现为功能美、工艺美、意匠美、器型美、色

彩美、装饰美几个方面。出土漆器对现代产品设计的

启示是研究的 终目的，分别表现为组合化设计、髹

饰工艺、色彩组合、装饰纹样几个方面。其中组合化

设计，体现了现代产品的一物多用，髹饰工艺成就了

现代产品的独特品质，色彩组合强化了现代产品的视

觉效果，装饰纹样塑造了现代产品的东方风情。当然，

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在设计

上未免有些局限性，在实际运用中应当注意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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