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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漆器的历史概述 1

1. 成都漆器历史起源

成都漆器是中国传统工艺之一，具有悠长的历史。

成都漆器工艺最早可上溯至35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雕花木漆器碗残片是四川地区发现的

距今最早的漆器，“以木为胎，外施土漆，木胎上有镂孔，

器表雕有花纹。”[1] 当时人们发现了植物中含有特殊的树

脂，可以用来涂覆物体表面，起到防水、防腐和装饰的效

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掌握了从植物树脂中提取

漆液的技术，并开始将漆液应用于器物表面的装饰。漆器

成为了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一大特色，展示了中国悠久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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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艺术传统。同时，漆器的制作也逐渐传播到日本、朝

鲜等东亚地区，成为了这些地区独特的艺术形式。

2. 成都漆器历史发展

从西汉的锥画漆器、锥画填金，进阶至雕花填金，

再到汉代大量流行的夹纻胎漆器、金银箔贴花漆器。在

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成都漆器从釦器发展而来的金银平

脱饰技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以纹饰繁复、造型精美、

线条流畅为特点，在中国众多漆器流派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扬雄《蜀都赋》载：“雕镂釦器，百伎千工”，

足以窥见当时成都漆艺兴盛时期的辉煌。一直到唐朝，

成都漆器的发展到达一个顶峰，从其他流派的漆器足以

窥见成都漆器的影响力之大。

二、新时代背景下漆器保护与传承的意义

1. 从千年漆器中传承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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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髹饰录》是一部古代漆艺专著，其《楷法章》中

所提到的“三法”、“二戒”、“四失”等，一字一句，皆

是对工匠技艺的要求严格 [3]。成都漆器常以木胎为基础，

通过多层涂覆、刻画和烘烤等复杂工序制作而成，其中

融入了传统绘画、雕刻和装饰艺术，每一件漆器都是艺

术家们的心血结晶，闪烁着工匠精神。而现代规模化生

产的机械重复让工匠精神这一词语开始模糊，高效率与

快节奏成为工艺所推崇追寻的目标。工匠精神是充实自

己的历史文化修养，渗入情感于设计作品之中，既能够

让作品富有历史内涵，又赋予其文化特征，通过成都漆

器这一载体，成功地对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创新，将中国

的历史文化内涵传递给观赏者，使得漆器能够蓬勃发展，

不断传承 [2]。这不仅是每一个漆器制作人应具备的，而

是每个文化人应该具备的工匠精神。

2. 从千年漆器中了解历史底蕴

在成都漆器的历史变迁中，它曾经经历了起伏和衰

败的时期。然而，近几十年来，成都漆器得到了重新振

兴和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都漆器艺人先后

在成都成立了成都卤漆社和成都漆器工艺厂等机构，这

些机构为成都漆器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通过不

断的努力和创新，成都漆器在工艺技艺和文化内涵方面

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的精湛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

得成都漆器屡次获得殊荣。成都漆器承载了千百年来的

历史沉淀，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一条与历史各朝

对话的途径。成都漆器所展现的工艺、图案和装饰等方

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技艺和审美取

向等内容。因此，通过研究成都漆器，人们可以了解各

个历史时期的人文社会，增加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无论

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成都漆器都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艺

术遗产。它的复兴和发展，不仅为成都的文化传承做出了

贡献，也为世界文化交流和艺术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成都漆器传承与发展路径

成都漆器是成都地区的传统特色产业之一，使成

都漆器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天然的美材是自然对古蜀之地的恩泽，漆器的原

材料——生漆资源丰富而优质，制作胎骨的竹木之材、

调制色漆的各色颜料、扣器所需的金银材料也十分充足，

从而为成都漆器就地取材提供了便利 [4]，也为成都漆器

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路径。

1. 完善优化产业链

为了建立完善的漆器产业链，可以从漆器原材料供

应、设计创新、宣传销售等全环节入手。首先，可以加

强与漆器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确保漆器制作所需的原

材料的稳定供应和质量保证。这可以通过与相关企业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加强供应链管理和品质控制等方式实

现。其次，可以加强与漆器加工厂、设计师和销售商等

相关产业的合作。与加工厂的合作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与设计师的合作可以推动漆器设计的创新和

提升，与销售商的合作可以扩大漆器市场的规模和影响

力。通过加强合作，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优化，提高

漆器产业的整体效益和竞争力。此外，还可以吸引外商

投资，引入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漆器产业

的国际化发展。外商投资可以带来更多的资金和市场渠

道，推动漆器产业的扩大和升级。同时，可以加强与国

际市场的对接和宣传推广，提升漆器产品的知名度和竞

争力。通过建立完善的漆器产业链，可以实现漆器产业

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漆器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

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经

济效益，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2. 创新现代成都漆艺

为了保留中国传统漆艺的精髓并拓展其应用领域，

可以将传统漆器的工艺与现代科技、工业设计等领域进

行结合。一方面，可以与其他领域的艺术家、设计师和

工程师进行合作，联合进行创作和设计，使漆器不仅具

有传统工艺的韵味，还能注入现代化的元素和创新思维。

通过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可以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技

术，开发智慧漆器，使其具备更多功能和实用性。例如，

可以应用传感器技术，使漆器能够实现温度、湿度等环

境监测，或者通过电子设备实现照明和音响效果，扩展

漆器的用途和功能。同时，可以将漆器应用于日常生活

的各个方面，使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在家

居领域，可以设计漆器家具、餐具等，使传统漆器融入

到日常生活中。在时尚配饰方面，可以设计漆器手表、

首饰等，使传统漆艺与时尚元素相结合，增加年轻人的

兴趣和接受度。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漆器传承与创

新，可以加强漆器的宣传推广和教育培训工作。通过举

办漆器展览、工艺品展销会等活动，向公众展示漆器的

魅力和价值。同时，可以加强在学校和社区等场所的漆

器教育与培训，培养年轻一代对漆器的兴趣和热爱，并

为其提供相应的学习和创造的机会。

3.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为了保障成都漆器的独特性和市场竞争力，需要完

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首先，可以制定漆器保护政策和

法规，明确对漆器传统工艺品的保护范围、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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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和法规可以包括对漆器制作过程的规范，对原

材料的保护和使用的限制，以及对传统工艺技艺的传承

和培训的支持。同时，为了打击侵犯漆器工艺品的行为，

可以建立健全的机制。这包括加强对漆器市场的监管和

执法力度，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设立举报渠道

和严格的追责机制。此外，还可以加强知识产权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律的普及，提高公众对于保护漆器传统工

艺品的认知和法律意识。

4. 推广宣传成都漆器

在教育领域和社区加强对漆器的传授和推广，提供

漆器制作的培训与传授，使大众能够亲身参与制作过程，

从而了解漆器的历史、制作过程和文化内涵，培养人们

的艺术鉴赏能力和文化意识，增强对传统工艺的兴趣和

理解，形成对漆器的保护意识。

成都漆器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应以“三城三都”建设

为牵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畅通

漆器产业经济循环来传承和发展漆器，从而使成都漆器

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人文成都更具巴蜀魅力与时代精神，
[6] 推动成都传统工艺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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