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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漆工艺的文化地域性和艺术性异同分析探究其

发展 

——以凉山彝族地区和福建省福州为例
1
 

王义建 

（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永安中学，四川 成都 610219） 

【摘 要】：大漆工艺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同地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和魅力，凉山彝族漆器和福

州漆器可谓是多种不同漆艺中的两个典型。通过对以上两地区漆艺的不同发展变迁探寻文化地域性和艺术性对漆艺

的影响。同时探讨大漆工艺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和阻力。解放新思想，树立新观念，探讨漆艺发展受阻

的内在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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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漆又称为天然漆、土漆、生漆，因在我国生产和应用都比较广泛，并流传至今的一种古老的漆种，故而称之为囯漆。是

一种天然的树脂涂料，具有很好的耐酸碱性，耐腐蚀性，耐高温，硬度高等优点。大漆是一种健康、环保的植物性漆，人们常

常用来髹涂在各种实用器具上，以保持其经久耐用性，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生漆的使用痕迹。因其独特的光泽美和色泽美，

逐渐演变成一种复杂的、极具欣赏价值的大漆工艺而得以流传至今。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漆器工艺历史的地区很多，包括福州漆

器、凉山漆器、云南、陕西、山西、北京、成都等地都有漆器工艺。福州漆器工艺和凉山彝族地区漆器工艺应该是属于两个有

着完全不同的特点的漆器工艺的典范。 

1 福州漆器和凉山彝族漆器的形成概要比较 

福州漆器，因其地处福建省福州市而得名，主要以花瓶、屏风等装饰类、生活用食用器具和首饰等为主。福州早在南宋就

已经有漆器的出现，因其地理和气候条件，常年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大漆的绘制和髹饰，自然环境有利于大漆的干燥，从

而带动了福州漆器的发展，漆文化源远流长。同样是因为如此，古代传统的漆器主要以木胎为主，而木胎漆器在福州这样的自

然环境中又有耐久性相对较差的缺点，清朝乾隆年间沈绍安因受寺庙匾额朽烂而布胎未坏的启发，发明了脱胎漆器工艺。从此

让福州漆器工艺（特别是脱胎漆器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福州人善于利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将自然山川、花卉果实、社

会风俗以及个人信仰都生动的表现在了漆器工艺品上，再加上福州地处东南沿海附近，地区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比较频繁，漆

艺造型和绘制内容也都有较强的外来文化的影子。正是因为福州独特的地域和文化，福州漆器具有细腻、光亮、华丽、典雅、

含蓄、丰富等多种风格的美感，漆面绘制图案生动逼真，变化自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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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漆器，主要是指四川凉山喜德县地区生产制作的具有强烈地方特色，主要用于生活类的实用类器具，主要以食用

漆器和首饰漆器居多。凉山彝族地区的漆器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已有 1700多年的历史，这对没有出土文物的凉山州来说，

漆器无疑是“活的历史”。凉山彝族漆器的特点很独特，主要以杜鹃花木等上等的优质木材做胎，然后用黑色大漆做底，经过多

大 40 多种工艺的制作和处理而成。彝族漆器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在木胎上涂以生漆，被称为素漆。另一种为彩漆，

主要在髹以土漆的基础之上，再在生漆里加入天然矿物原料调成红、黄、黑三色。在色漆描绘的过程中只通过点、线、面的方

式描绘出清晰的图案。图案采用对称或连续的纹样，通过传统漆艺师傅手工绘制而成。在内容表现上多以日、月、山、河、牛

眼、羊角、鸡冠、虫蛇以及彝族人心中信仰的图案为素材，并将这些自然摹拟的纹饰加以规范化、连续化，绘制过程复杂而有

序。绘制完成的漆器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其华丽、稳重、古朴、大方的特色综合比较两个地区的漆器形成发展的情况来看，

都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和影响，福州漆器更具有丰富多变、华丽、写实的真实美特点，而凉山彝族漆器却

是简洁、素雅、相对抽象的图案韵律美。前者表现的更多是生动丰富生活内容，而后者却是表现的彝族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是他们的心目中的信仰和追求。 

2 福州漆器与凉山彝族漆器所处地域的文化内涵比较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福州地处北纬 25度左右，常年年均气温在 20-25摄氏度左右，温暖湿润，年均湿度为 77%，四季常青，

阳光充足，降雨量充沛，无雪霜少，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福州在适合漆器制作的同时，也滋养出独具特色的福州文化，

福州人的性格温和细腻、儒雅大方、包容谦虚、勤劳善思、具有艺术灵秀的审美追求。也正是由于福州人这样的性格特点和生

活方式，这也使得福州的漆器有含蓄、温润与繁复、华丽的美感，地处海边的独特优势，妈祖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宗教信仰、惠

州民俗特色的生活方式都融进了福州的漆器艺术里面。形成了集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多种漆器工艺品，甚至还有很多只注重欣

赏价值为主的漆器工艺品（如：屏风、花瓶以及后来衍生出来的漆画）相对于凉山彝族的漆器，福州漆器更多的镶嵌工艺、堆

漆工艺、贴金工艺、纹理的自然天成以及最后的推光工艺都是比较特有的。福建特有的脱胎漆器更是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下

的产物，它有着质地坚硬、经久不腐，细腻滑润的优点，是漆艺中的精品，与景泰蓝媲美。 

凉山彝族漆器，不光在地理位置上和福州相去甚远，而且气候也大相径庭。虽然也是地处相似纬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但

更靠近西部的内陆，大部分地区四季不分明，但干温季明显，冬暖夏凉，但湿度远低于福州，适合漆器制作的季节通常为夏季，

制作周期也会较长。境内地貌复杂多样，滋养出凉山彝族人独有的勤劳质朴、坚毅乐观、憨厚执着、踏实肯干的精神，或许他

们不善言语却同样心思细腻。彝族漆器度有的线条美和纹样的对称、连续的韵律美已经彰显了彝族人民的朴实与真诚以及对生

活的热爱与向往。如果说福州漆器是“做”出来的话，那么凉山彝族漆器却是工匠们情感的自然流露，在漆器的制作过程中仅

木胎的制作就已经耗时费力了，一件精美的漆器常常会耗费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彝族漆器的黑、红、黄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

义，黑色象征土地，虽然贫瘠却世代养育着他们；红色象征着火与生命，是他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黄色则象征着蓝天和

太阳，给他们带来光明和希望，所以彝族人们相这三种颜色作为他们的信仰。正是由于这样的民风文化，才融进了凉山彝族漆

器那特有的美里面。凉山彝族漆器和福州漆器相比，制作工艺虽是复杂，但却少了很多独特的工艺，如镶嵌、堆漆、贴金、漓

线等工艺却很少见，主要是以描绘的方式表现漆器美感。从表现的形式内容上也能感受到彝族人对漆器的认识和理解是有别于

外人的，他们从崇尚写实，而是描绘内心的真实，所以描绘的内容几乎没有具象的绘画图案，多以线条为主的抽象、对称、连

续的纹样来表现，绘制效果精致、细腻、明快而带有古韵。 

综合两地的地域差异，虽然同处于相似纬度，却因地理位置和文化的差异，绽放出了风格迥异的漆艺之花，两地人民用自

己独特的智慧和手法将漆艺发展到了两个不同的极致，虽都是属于大漆的衍生之物，却有着有各自不同的独特之美，而这种差

异恰好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深层差异导致，从而将同一元素创造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得以发展延续。 

3 福州漆器与凉山彝族漆器发展方向比较 

福州和凉山漆器艺术的发展是大漆艺术发展的一部分，大漆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艺术价值和内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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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漆文化和漆工艺已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然而，同样是因为两地的独特地理位置，福州因为交通便利，经济

发达、社会发展迅速，与外界交流广泛，接触和吸收外来文化更加频繁，无形中促使了福州漆艺的发展。近些年，福州不光在

漆器工艺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更多创新的漆器艺术品，同时，还开启了漆画一类的艺术形式，成长起来了一批优秀的漆

画艺术家，为福州漆艺注入了新鲜血液。福州漆艺从此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也为福州漆艺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但

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福州漆艺也因此带来了一些问题。很多漆艺作坊和手工艺人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加之食用器具漆

器相对较少，观赏性漆器工艺品较多，于是通过改用腰果漆、合成大漆和化学漆来降低成本，与此同时也降低了漆器的质量。

整个地区乃至全国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鱼龙混杂的现象反而成了它发展的阻力。漆画质量的降低也大大影响了艺术品的观赏

性，虽然有一部分人在坚守，但是作用不太明显。同时，在经济的驱使下，出现很多良莠不齐的作坊，制作人才的水平也有待

提高。希望有相关的规范和制度的约束来矫正其发展就更好了。 

凉山彝族漆器和福州漆器相比，却有着另外不同的情况。因为凉山彝族漆器主要食用类漆器，所以更应该运用大漆来髹饰

描绘。虽然有个别谋取利益作坊利用化学漆或合成漆来制作漆器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外，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运用大漆来

制作的为主。凉山彝族漆器如今的发展却不是很好，在人们心中的认可度还是不髙。除了凉山彝族漆器主要是制作实用性的器

具，在审美的价值上相对于福州就略逊一筹，人们在选购时对其心理的认可程度也没有将其放到艺术品地位来认识之外。在漆

器制作的过程中虽然用料考究，做工精致，但略显刻板，抽象的纹样却得不到广大群众朴俗的审美，导致一种“虽好却不被认

同”的现状也是阻碍其发展的原因之一。最后，真正影响凉山彝族漆器艺术发展的可能还是交通的不便和落后的经济吧，因为

这里经济的冲击还没有让人们认识到可以通过漆器这一特有的地域性产品来发展经济，即使有也可能应为认识不够充分而导致

失败的结局。由于以上的原因，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凉山彝族的漆器，更不懂得彝族漆器独有的艺术没有和文化内涵。由

于经济的滞后，很多凉山人都到发达地方去打工求生存去了，文化的坚守在经济的浪潮中反复被侵蚀得已经站不住脚，这或许

也是影响它发展的又一因素。 

结合上面的一些比较，中国大漆艺术的发展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大漆艺术因其独特的材料和繁琐的工艺决定了它身价

不菲，然而人们的认识也还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同时还因为对大漆的不够了解和内心的底线，没有真正的将大漆的所有魅力

发挥出来。无论是福州漆器还是凉山彝族漆器同样都面临着如何普及，如何传承，如何发展，如何走向大众，走向市场的共同

问题。而不同的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各自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 

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有一个深入的思考:首先，推广和普及大漆的知识和相关的艺术审美势在必行，只有了解和认识的人多

了，才会有更多的人发现它的价值和魅力，这一点应该从教育的角度入手，将其作为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和宣扬下去。其次，多

组织和开展一些漆艺和漆工艺品的展览和知识宣传，多渠道、多方式的传递大漆的文化，特别是要普及到普通大众的心中去。

最后就是希望国家和政府多提供大漆人才培养的制度和经济保障，奖励优秀的文化传承和创新。虽然国家在以上方面都有所作

为，但大漆毕竟是一个相对认识人群较少，认识高度要求较高的一个领域，所以推动其发展还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在当今社

会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要想牢固的传承下去并影响其他文化，首先群众基础是相当关键，漆艺也是如此，只有知道和了解的

人多了，学习和交流的人多了，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传承漆艺，群众基础扎实了，才能有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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