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漆树是植物，其树液，就是我们传统上所

说的漆，或曰生漆，经加工提炼，即为熟漆，又

称“大漆”。到了现代，各种化学合成涂料也被

混称为漆，“大漆”反而被加以“土漆”之名。事

实上，通过考古，中国乃至世界用漆的历史一

直在提前。考古工作者在余姚井头山遗址的

两件木器表面上发现了人工漆的涂层，而位于

浙江杭州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世界上较早的

漆器——漆弓。约 8000 年前的跨湖桥先民，

已懂得利用漆树汁液所具有的自然固化结膜

特性，通过髹涂弓身表面，使其质地光洁又防

水，色泽美观而持久。余姚的河姆渡遗址也出

土了约 7000 年前的朱漆木碗，足见漆与古人

生活之密切。

史 料 有 载 ：“ 漆 之 为 用 也 ，始 于 书 竹 简 ，

而舜作食器，黑漆之，禹作祭器，黑漆其外，

朱画其内。”传说舜禅让天下于禹，禹所做的

祭器外面髹黑漆，里面以红漆描绘。这些传

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

址陆续出土的漆器中得到了印证。漆鼓、漆

觚的发现，显示出漆器在早期礼乐文明中的

地位。

随着历史的发展，漆器工艺屡有创新。工

匠们用竹、木、金属、陶乃至皮革、麻布、纸等材

料制作成漆器的胎体，在胎体上髹漆，并用各

种珍贵的材料和巧妙的手法加以装饰。汉代

拓土开边，国力强盛，之后，漆艺亦达到高峰。

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漆绘巨棺到山西大同

北魏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列女屏风，这些文物展

现了漆艺的辉煌成就。

唐宋之际，漆艺风格发生变化，追求“素

以为绚”。素髹是宋代漆艺的时尚，是宋代人

文精神的一种象征，单纯但不单调，高分子结

构的天然漆经过人工无数次的髹饰和推光，

产生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及触感。厚重、幽深、

静谧、古朴、含蓄、蕴润、毫光、内敛……文人

的审美情趣，通过这些修辞得到淋漓尽致的

呈现。

明至清初，民风尚巧，此时，漆艺中的雕

镂镶嵌达到高峰。乾隆初期，国力强盛，为宫

廷工艺美术的空前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在

众多工艺门类中，宫廷所用漆器制作呈现繁

荣景象。

明 代 黄 成 所 著《髹 饰 录》是 中 国 最 早 的

漆 艺 专 著 ，记 载 的 漆 工 艺 表 现 技 法 多 达 497
种。杨明在序言中用“坚牢其质，光彩其文”

形 容 漆 的 品 格 ，让 人 想 起 孔 子 所 说 的“质 胜

文 则 野 ，文 胜 质 则 史 。 文 质 彬 彬 ，然 后 君

子。”漆善于和任何材质相结合：竹、木、麻、

棉、丝、纸、皮、石、陶瓷、金属、琉璃……不择

精粗，不拣荣枯，所谓“有髹无类”。而且凡

经 大 漆 髹 饰 之 器 ，无 不 脱 胎 换 骨 ，焕 然 一

新。大漆固化后，愈磨愈亮，耐热耐湿、耐酸

耐 碱 ，透 出 由 内 而 外 的 温 润 光 泽 ，仿 佛 新 一

轮 生 命 的 开 始 。 于 是 ，我 们 明 白 ，为 何 我 们

的祖先会如此爱漆。

在中国工艺美术馆的“文脉华滋——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基 本 陈 列 展 ”中 ，作 为 中 国 古 代

物 质 文 化 史 中 富 有 特 色 、重 要 的 构 成 部 分 ，

历 代 的 中 国 漆 艺 都 有 充 分 的 展 示 。 近 代 以

来，因其取材方便、技艺丰富、装饰性和实用

性 强 ，漆 艺 更 成 为 人 们 美 化 生 活 、艺 术 表 达

的 重 要 方 式 。 手 艺 人 一 直 在 继 承 传 统 工 艺

时 存 长 去 短 、推 陈 出 新 ，开 拓 出 漆 艺 新 的 领

域，如雕漆、脱胎漆器、点螺镶嵌技法、漆画

等。材料、观念、生产等方面的更新，求实用

与 审 美 的 和 谐 ，这 正 是 中 国 漆 艺 传 承 、兴 盛

的秘诀。

我国漆艺传承兴盛的秘诀
余闻荣

冶炼铸造，是中国古代

社会繁荣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之一。秦汉时期，中国独特

的 生 铁 冶 炼 技 术 和 管 理 制

度，奠定了秦汉帝国在世界

文明中的领先地位。在位于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

镇朱家坪村的官田遗址，考

古工作者发现了南方地区目

前已知规模最大的汉晋时期

铸铁作坊。这表明，当时先

进的冶炼和铁器制造技艺不

断从中原向周边区域扩散。

官田遗址约有 1800 年历

史。2015 年，官田遗址首次

发掘 550 平方米，发现存在生

铁铸造活动。2020 年至 2022
年，为配合地方建设，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

学、北京大学再次进行发掘，

揭露面积 3500 平方米。本次

发掘新发现了多种类型的加

工炉遗迹、加工作坊遗迹，还

发现铸范、炉渣、坩埚、铁屑、

陶权等一系列冶铸遗物。

通常的遗址发掘，发现

房址、墓葬后，即可较为准确

地判断其遗迹功能结构。但

在冶金考古中，面对残缺的

遗迹，要获知其具体性质，还

需要专业的冶金知识以及多

学科检验手段。“边发掘、边

检测、边探讨、边实验”的理

念，在此次冶金考古中得到

很好的贯彻。

官 田 遗 址 出 土 了 大 量

铁 器 ，有 铁 刀 、铁 锸 、铁 斧 、

铁条等，保存程度不一。我

们 挑 选 了 部 分 残 碎 铁 器 送

往四川大学进行检测，发现

绝 大 部 分 铁 器 都 经 历 过 生

铁脱碳工艺。这说明，遗址

出 土 的“ 铁 刀 ”已 经 是 钢 制

品 了 ，它 们 实 际 上 是“ 钢

刀 ”。 铁 器 实 为 钢 器 ，暗 示

遗 址 上 或 许 存 在 将 生 铁 变

为钢材的退火脱碳工艺。

为 进 一 步 判 断 遗 址 的

性质和内涵，我们先后挑选

了 铁 器 、炉 渣 、石 料 等 各 类

标本寄往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南文物保护重点

实验室等多个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炉渣均经

过熔炼，并发现了熔炼用的坩埚材料，但没有发现经过

冶炼的炉渣和铁矿石。据此可以判断，遗址应存在熔

炼、铸造生产工艺，但并不存在冶炼工艺。

碳 14 的测年数据显示，遗址的主要存续年代为东

汉至三国两晋时期，与遗址中出土的陶瓷器年代相对

应。通过对遗址中植物遗存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当时人

们的粮食以小米为主，其次是水稻；当时利用的树种有多

种，如竹类、榆木、椎木等。这些信息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了当时的生产、生活环境。

“现场模拟实验”，是官田遗址考古发掘的一大特

色。发掘过程中，我们随时通过实验对新发现进行验

证。遗址发现的长方形地穴加工炉，我们猜测其为生铁

熔化的加工炉。为“复刻”生铁熔化的过程，我们决定砌

筑一个竖炉，特意邀请拥有 20 余年冶炼经验的当地老工

匠主持实验。从竖炉的高度和空间设计、砌筑材料的选

择到燃料的投放、鼓风、温度控制，都严格遵循本地传统

工艺要求。竖炉确实将生铁块熔化成铁水了。然而，由

于熔炉容积过大，筑炉材料不佳，火力过猛导致炉壁破

裂，温度无法再加高，铁水熔化量不足。后来我们吸取教

训，将炉型改为一种小的圆形熔炉，通过鼓风机鼓风，将

温度提高到 1300 摄氏度以上。持续 20 分钟后，坩埚内的

生铁块顺利熔化成液态。随后，我们用铁钳夹出坩埚，将

铁水倒在事先准备好的范具之中，铸成铁器。实验过程

中，一些小铁珠滴落在浇铸现场，这与遗址上采集的小铁

珠形状、大小都接近，由此证明，遗址上确实存在着铸造

工艺。

此 外 ，我 们 还 做 了 锻 打 、熔 炼 、烧 制 木 炭 、石 块 破

碎、退火脱碳等一系列模拟实验，这对于判断各种遗迹

的性质、提高对冶金工艺流程的认识，都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官田遗址的发掘，不仅解决了汉晋时期武陵山区铁

工业技术、作坊布局、产品类型等具体问题的考古，更

为认识汉晋时期南方地区郡县乃至乡亭冶铁手工业生

产提供了宝贵资料。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也对研究古

代钢铁技术传播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具有

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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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气候变化对农业造成严重影响，

农民需要面对农作物病虫害加剧、气候变暖、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严峻挑战。2010 年，联

合国粮农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需

要 发 展“ 气 候 智 慧 型 ”农 业 ，以 应 对 日 益 变

暖的世界并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中国是农

业大国，同时也是遭受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

之一。早在 2014 年，中国就启动了第一个气

候智慧型农业项目。

实际上，农业不仅深受气候变化影响，其

本身也是影响气候的重要因素。气候智慧型

农业具有提高农业生产可持续性、对气候变化

适应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显著特点。在我

国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着适应气候、调节气

候、防御气象灾害的丰富经验，能够助力气候

智慧型农业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加上复杂的地形地貌，形

成了复杂多样的气候类型。在上万年的农业

发展历程中，人类依赖当时当地的气候条件，

并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各具特

色、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技术、传统知识和品

种资源。这些技术、知识和品种资源，正是构

成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核心要素。

依据气候资源布局产业

甘肃迭部扎尕那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地处高山峡谷之中，山势奇峻、云雾缭绕，宛如

仙境。这片区域有着不同的海拔高度和山地

坡向，气候条件也大不相同。当地人充分利用

这种资源差异，或在山下的田间种庄稼，或到

半山的草场牧牛羊，间或进入山林采集。多种

生产活动，构成了一个空间布局合理、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农林牧复合系统。农耕主要种

植青稞和蔬菜，并形成了合理的轮作制度；牧

业供给肉和奶类；森林既能提供建筑房屋所需

的木材，也生长菌菇和药材。

2017 年，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被列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是依据地理气候

条件合理布局产业的典型代表。

2022 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则是通过空

间迁徙适应草原气候资源。当地气候干旱少

雨，降雨集中，草场植被自我恢复能力相对脆

弱。根据这样的气候和生态特点，草原民族发

展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式生产生活方式，依

据气候影响下的牧草生长情况，将草场划分出

夏牧场和冬牧场，在不同牧场间迁徙，从而实

现了草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从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先民适应

气候资源空间分布的传统智慧。

主动调节局地气候条件

除了被动适应，人们还通过植被、景观结

构 的 改 造 ，主 动 调 节 局 部 地 区 的 气 候 条 件 。

在这方面，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堪称

典范。

哈尼人生活在地形起伏的哀牢山区，村寨

坐落于半山腰，村寨下方是梯田，上方至山顶

是茂密的森林。高山森林土壤是涵养水源的

宝库，水源形成溪流、山泉流经村寨，再经人工

开凿的沟渠流入梯田，而层层梯田能够很好地

防止水土流失，整个梯田系统布局科学，水分

利用效率高，具有旱涝保收的能力。水流最后

汇入山谷的河流中，河水蒸腾形成水汽又降落

到山上，形成了立体的水循环。

山顶高耸的树木就像成片的“冷凝塔”，路

过的空气冷凝成水汽，再加上山谷河流蒸腾而

上的水汽，使冬春之际的哀牢山区置身于茫茫

云雾中，不仅成为当地一景，还大大增加了降雨

的频率。即使其他地区雨水稀少，哀牢山区也

能凭借着茂密植被、缭绕云雾获得充沛降水。

良 好 的 局 地 小 气 候 有 效 保 障 了 农 业 生

产。2009 年秋到 2010 年春，我国西南地区遭

遇严重干旱，但哈尼梯田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这就是它合理的景观结构对局地小气候的调

节在发挥作用。

多样化防御气象灾害

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优良品种，向来是抵御

气象灾害的宝贵资源。

传统农业中，各地先民都会从当年收获的

作物中挑选颗粒最饱满的植株种子用于来年

耕种。相比于外来优质品种，这种通过自然选

育留下的品种，或许不具备产量高、生长周期

短等优势，但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和最适应

当地环境、种植方式的基因特性，能够有效地

抵御当地常见的气象灾害。

同时，人们还有意识地选育并保留多样性

品种，以适应气象条件的变化。比如河北涉县

王金庄旱作石堰梯田，就有 74 种作物、180 个

老品种，当地依此建立了“种子银行”。

生产技术和模式的多样化，也是人们抵

御气象灾害的选择。一整套田间管理技术是

农田保墒的重要措施。在涉县，人们为应对

干旱搭建了集雨蓄水设施，保证石堰梯田的

供水，并在梯田实行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套种、

不同生长期的作物间作、经济作物和粮食作

物混种等模式，增加梯田生物多样性，以应对

气象变化。

在内蒙古敖汉旗，全年降水有限，为了充

分利用每一次雨水，当地农户总结出一套根据

不同降雨情形调整种植方案的经验：5 月前降

雨，可以种生育期稍长的谷子、高粱；6 月才降

雨，可以种黍子；如果直到 7 月才降雨，可以种

生长周期很短的荞麦，以避免饥荒。

由于这些传统智慧的突出价值，内蒙古敖

汉旱作农业系统和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

统分别于 2012 年和 2022 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

此外，固碳减排也是气候智慧型农业的一

个显著特点与发展要求。而利用生物共生减

少投入与排放的发展理念，在我国的诸多农业

文化遗产中都有体现。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浙江湖州

桑基鱼塘系统等，都是其中典范。稻、鱼、鸭共

生的模式，“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

泥壅桑”的生态循环，能有效降低化肥等制剂

的使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更加环保。

气候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业文化

遗产作为历经千百年仍然活跃的生产系统，可

以说经过了气象的“千锤百炼”。它所积累的

丰富经验和智慧，必将为当代农业发展做出重

要贡献。

农业文化遗农业文化遗产产——

应对气候变化的智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慧
闵闵庆文庆文 梅梅 艳艳

官田遗址出土的称量铁器的陶权。 莫林恒供图

官田遗址的发掘，不仅解决了汉晋时期
武陵山区铁工业技术、作坊布局、产品类型
等具体问题的考古，更为认识汉晋时期南方
地区郡县乃至乡亭冶铁手工业生产提供了
宝贵资料

气候智慧型农业具有提高

农业生产可持续性、对气候变化

适应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显

著特点。在我国农业文化遗产

中，蕴含着适应气候、调节气候、

防御气象灾害的丰富经验，能够

助力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

在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历程

中，人类依赖当时当地的气候条

件，并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逐

渐形成了各具特色、因地制宜的

农业生产技术、传统知识和品种

资源。这些技术、知识和品种资

源，正是构成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的核心要素。

核心阅读

剔犀三层漆盒。

福州市博物馆供图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 张 斌摄（人民视觉）

河北涉县王金庄旱作石堰梯田。 于永乐摄（影像中国）

77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23年 4月 1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