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 30 年代，湖南长沙楚漆器

面世后，引发了广泛关注，让世界看

到楚漆器艺术蕴含的文化特色与浪

漫的艺术风格。事实上，楚漆器是中

国悠悠数千年漆工艺史上的一颗璀

璨明珠，它所处的东周时期是中国历

史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中华

文脉传承发展的重要阶段。楚漆器

在诸子争鸣的文化环境中应时而生，

承续着古老传统并赋予新意，造就了

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古代的文化

特色与审美理念。

楚漆器数量大、品种多、造型美、

髹饰精，代表着漆器工艺发展的较高

水平。考古所见楚系墓葬出土漆器

相当普遍，如曾侯乙墓、天星观楚墓、

望山楚墓、包山楚墓、九连墩楚墓、马

山 楚 墓 、信 阳 楚 墓 、杨 家 湾 楚 墓 等 。

目前出土的楚国漆木器实物遗存，主

要来自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份

的楚国中心地域墓葬。从制作方法

和使用范围上看，这些漆木器有一定

的地域范围和时代限定，造型、纹饰、

色彩独具特色、自成一系，是形成我

国漆工艺体系的主要源头。

近日，安徽淮南武王墩墓的考古

成果，吸引了国内外关注的目光，武

王墩一号墓已提取漆木器、青铜器等

编号文物超过千件，其中漆木器的数

量 种 类 繁 多 ，工 艺 精 湛 ，风 格 独 特 。

可以说，武王墩大墓为楚漆器的解读

增添了新的素材。

考古所见楚漆器品
类齐全，包括礼器、乐器、
生活日用品等 60余种

东周时期由于礼制的存在，形成

了漆器的等级格局。与早期楚漆器

中常见的鼎、俎、禁、豆等以礼器为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国中晚期的实

用器具日益增多。许多漆器品类已

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考古所见楚漆器品类齐全，包括

礼 器 、乐 器 、生 活 日 用 品 等 60 余 种 。

比 如 乐 器 有 悬 鼓 、建 鼓 、瑟 、笙 、箫 、

琴、筑等，饮食器类有盛食器、酒器、

水器等，包括无盖豆、杯、勺、案、酒具

盒、食具箱等。

新型器皿不断涌现，成为这个时

期漆器品类变化的一大特点。其中，

武王墩墓出土的酒具盒最具代表性，

其常见于大型楚墓中。此器是盛放

耳杯等酒具的盒子，底部雕有倨伏四

足。据《山海经》记载，这种双头动物

是传说中的神兽“并封”。湖北天星

观二号墓酒具盒纹饰内容很丰富，宴

乐、狩猎等生活场景均有所展现，成

为中国年代最早的连环画之一。从

这些漆器我们可以看到，楚国贵胄生

前使用的漆木器等生活用具制作精

巧，寓意丰富。

乐 器 是 礼 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楚地出土乐器繁多，八音齐全。出土

于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虎座凤鸟架鼓

多达 30 余件，武王墩墓亦见虎座凤鸟

架鼓，这是楚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器

物之一。虎座凤鸟架鼓是悬鼓的一

种形式。悬鼓是与编钟编磬配合使

用的重要乐器，“钟鼓齐”“鼓乐大作”

中的鼓具有突出作用。虎座凤鸟架

鼓的底座以伏卧的双虎为支撑，虎背

上站立着的两只凤都是单脚，凤与凤

之间的空间处于中心位置，鼓就悬挂

其中，整体造型寓动于静、静中有动。

漆器成为最能展现
楚人浪漫情韵和艺术风
韵的物质载体之一

漆是从天然漆树上割取的液汁，

不能单独成器，将它刷涂在器物上称

之为“漆器”。未经涂过的器物俗称

胎骨，制胎是制漆关键一步。由于良

工利器的使用促使楚国制漆工艺出

现了较大进步，除传统木胎外，出现

了夹纻胎、卷木胎等胎质。

战国中期以来，漆器制作的总趋

势由厚胎向薄胎发展，胎变薄后虽轻

巧但不结实，易开裂。为了耐用，楚人

在薄胎上涂漆液，贴上层层麻布，再刮

灰、打磨、髹饰，使之成为传统意义上

的夹纻胎漆器。比如，湖北包山二号

楚墓彩绘人物纹奁为夹纻胎漆器，其

胎质轻巧、结实耐用，它的出现象征着

漆器制胎史上的一次技术变革。这时

期各种彩绘、金属扣、雕镂镶嵌等新工

艺也不断涌现，表现出楚人对木质材

料的深刻感悟和非凡技艺。

漆器成为最能展现楚人浪漫情韵

和艺术风韵的物质载体之一。比如，

湖北望山一号楚墓的木雕漆座屏，整

器以透雕、圆雕和浮雕相结合手法，刻

画出凤、鹿、蛇、蛙、兽等 55只形态各异

的动物，各类动物交织在一起，琳琅满

目，堪称楚漆器艺术的瑰宝。

东周时期，随着社会发展，艺术

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老庄

“顺物自然”的工艺思想、屈子夸张想

象的浪漫情怀等，都对楚人的思想观

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求自然美、奇

巧美成为楚漆器艺术的主要表现

形式，孕育出楚漆器飘逸生动

的造型图案。这其中，尤以

凤鸟纹最具特色，成为楚

漆 器 的 代 表 性 纹 样 。 凤

鸟纹常介于具象与抽象

之 间 ，春 秋 晚 期 出 现 了

具象和抽象凤鸟纹交替

现象。战国中期之后，具

象的凤纹尤为精致，相关细

节要素一应俱全，表现出生机

勃勃的活力。

对祖先崇拜的传统风俗，奠定了

楚漆器尚赤崇黑的鲜丽主调。战国

中 期 以 来 ，楚 漆 器 还 发 展 为 青 、黄 、

白 、绿 、灰 、金 和 银 等 多 彩 作 画 。 比

如 ，包 山 二 号 楚 墓 人 物 车 马 奁 用 平

涂、堆彩等多种方法和多种颜料彩绘

人 物 、车 马 、树 木 、飞 禽 走 兽 等 50 多

种，是先秦时代漆画中艺术珍品。

今年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 50
周年，回顾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

量漆器，无论在制作还是功能上，都

可以看出它和楚文化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承袭关系，两汉时期长沙一地的

民俗、思想观念深受故楚之地传统文

化的影响。考古发掘成果使我们获

得了对“藏”于墓中漆木器的深层次

理解，特别是当我们开始思考其创作

意图时，不难发现这些审美对象不仅

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有更为丰富

的功能和文化意义。

楚漆器艺术的面世，瑰丽纷呈，

折射出传承发展的艺术风格，映照出

这个时期漆工艺制作取得的辉煌成

就。楚漆器艺术品为解读中国传统

艺术和视觉文化在东周时期的传承

发展以及民俗观念的变化，提供了鲜

活的形象史料。

历史，可以如此鲜活；历史，原本

是五彩斑斓。

（作者为湖南博物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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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安徽省桐城中

学、湖北省荆江分洪闸、陕西

省西安和平电影院、浙江省

嘉业堂藏书楼、天津市第三

棉纺厂旧址、哈尔滨北方大

厦、福建省寿宁县廊桥群等

为 代 表 的 第 九 批 中 国 20 世

纪 建 筑 遗 产 项 目 公 布 ，共

102 个。这其中，既有 19 世

纪 末 到 20 世 纪 初 的 青 岛 中

山路近代建筑群，也有体现

改革开放精神的蛇口工业大

厦等，体现出建筑遗产的时

空跨度。

自 2016 年至今，已公布

推介 9 批 900 个中国 20 世纪

建筑遗产项目。这些被专家

遴选出的建筑，或反映城市

历史文脉、具有时代特征和

地域文化价值，或与 20 世纪

中 国 历 史 上 的 重 大 事 件 相

关，或项目本身在文化和科

学技术方面具有突出价值，

对中国建筑与城市发展具有

推动作用。900 个建筑遗产

项目，是我们探寻中国建筑

遗产新类型的文化样本，是

城市微更新中需要保护的建

筑遗产，更是见证文化遗产

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大 量 留 存 至 今 的 20 世

纪城市建筑遗产，一方面展

示 建 筑 艺 术 设 计 百 年 历 程

中 不 断 变 化 的 创 作 风 格 与

审美趋势，另一方面反映 20
世纪建筑业对新技术、新材

料、新设备的吸纳融合。重

要的历史变革、科学文化的

发展成果，都较为鲜明地折

射 在 20 世 纪 建 筑 遗 产 上 。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宛如

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处于变

化 发 展 的 过 程 。 一 个 城 市

历史的叠加越丰富，人们越

能 够 感 受 到 城 市 景 观 内 涵

的 丰 富 。 品 读 优 秀 的 中 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思考它们

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工程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不同于古建筑，20 世纪建筑遗产就是人们生活中的建

筑。人们现在工作的场所、居住的社区，很可能就是需要保

护的建筑遗产。相比于传统的木结构古建筑，工业遗产利

用范围更为广泛。比如，北京首钢园区曾是钢铁生产基地，

如今成为工业遗产的园区。很多大型的文化、旅游、体育活

动都在首钢园区展开，其功能正在不断拓展，改造后的首钢

园已进入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只有真正走进并

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建筑才能拥有其生命力；只有坚持对建

筑的有效利用和有序保护，建筑才能保持其活力。

保护建筑遗产，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需要更多人认

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意义，由此，

这些建筑遗产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的现实生活和文化生

活。比如，安庆市的“前言后记”新华书店，前身是安庆劝业

场，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0 年始建的安庆书局。如今，

这座建筑重新修缮对市民开放，33 个房间分为 22 个主题书

房，成为人们读书休闲的打卡地，书香四溢。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

20 世纪建筑遗产是近现代百余年历史的载体之一，这

些建筑遗产在城市微更新中更能凸显城市的文化，贴近社

会生活的潮流，其功能更容易延续并实现创新转化。我们

也要看到，20 世纪建筑老化速度相对较快、材料性能寿命

较短，抢救工作仍具紧迫性。让 20 世纪建筑遗产更好融入

当代城市，关键要在“活化利用”中探索文旅融合，使建筑遗

产更好地推动城市文化发展，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进一步保护利用传承好建筑遗产，才能让更多人拥有

“阅读”城市中不同年轮的建筑的机会。20 世纪的建筑遗

产不仅是一首凝固的诗，也是一条流动的精神之河。保护

20 世纪建筑遗产，不仅仅是保存其物质构成，更是保护其

精神内涵。将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所承载的精神价值顺顺

利利地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是保护建筑遗产的真正

目的。

（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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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星 村 是 三 星 堆 遗 址 所 在 村 。 1980
年 考 古 工 作 者 开 始 对 三 星 堆 进 行 发 掘 时 ，

三 星 堆 遗 址 所 在 的 中 兴 公 社 改 名 为 南 兴

乡 三 星 村 。 2021 年 底 ，全 村 总 人 口 6242
人 ，其 中 近 5000 人 生 活 在 三 星 堆 遗 址 核 心

保 护 区 约 3 平 方 公 里 以 内 。 近 年 来 ，地 方

政 府 牵 头 成 立 了 一 支 80 余 人 的 文 保 综 治

志 愿 者 巡 防 队 ，保 护 文 物 安 全 。 特 别 是 三

星 堆 遗 址 考 古 再 启 动 后 ，新 发 现 的 6 个 祭

祀坑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

如 何 通 过 文 化 遗 产 资 源 的 有 效 合 理 利 用 ，

让 文 化 遗 址 保 护 和 乡 村 发 展 实 现 共 赢 ？

2021 年 底 ，三 星 村 改 造 利 用 了 一 处 废 置 的

水 上 乐 园 ，投 资 成 立 了 以 三 星 堆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考 古 探 索 基 地 。 三 星 村 考 古 探 索 基

地 位 于 三 星 堆 古 城 内 ，距 三 星 堆“ 祭 祀 坑 ”

遗 址 仅 200 米 ，距 三 星 堆 博 物 馆 1.5 公 里 ，

有 较 充 分 的 条 件 开 展 研 学 活 动 。

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设有三大体验场

景，分别是考古现场、制作工坊、古蜀村落，

对应三星堆遗址考古遗存、工艺技术、社会

生活三大内涵，也为三大类主题课程“考古

发 掘 、制 作 建 造 、古 蜀 生 活 ”服 务 。 在 模 拟

的 考 古 现 场 ，学 生 们 听 老 师 讲 解 三 星 堆 重

要遗迹 F1 房屋遗址、灰坑、二号坑。老师讲

完操作步骤后，学生们再拿上考古工具，按

照 正 确 的 方 法 进 行 操 作 ，发 掘 预 先 埋 葬 的

模拟青铜人头像、象牙。当一次古蜀工匠，

体 验 制 模 、制 范 、浇 铸 、修 整 的 过 程 ，学 生

们也能制作出令人惊艳的模拟青铜器。走

进 古 蜀 村 落 ，体 验 古 蜀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像

古 蜀 人 一 样 获 取 食 物 、加 工 粮 食 、缫 丝 纺

织 …… 虽 然 是 简 化 的 考 古 发 掘 流 程 ，但 可

以 传 递“ 科 学 发 掘 ”“ 合 法 发 掘 ”“ 聚 落 考

古”等理念。

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运营以来，基地的

工作人员多次去外地寻求有益经验。通过

到 河 南 大 河 村 、殷 墟 等 重 要 遗 址 和 博 物 馆

参 观 学 习 ，与 对 方 达 成 加 强 合 作 的 初 步 意

向 ，共 同 推 进 考 古 研 学 的 健 康 发 展 。 三 星

村 考 古 探 索 基 地 采 用 国 内 创 新 的 合 作 模

式，由遗址所在村集体主导，遗址管理方指

导 支 持 ，第 三 方 专 业 团 队 运 营 。 考 古 遗 产

资源如何创新转化为研学教育资源是重要

的 工 作 ，由“ 做 一 天 考 古 学 家 ”项 目 的 专 业

团 队 实 施 。“ 做 一 天 考 古 学 家 ”是 一 项 创 新

公 众 考 古 项 目 ，由 一 批 年 轻 的 考 古 学 者 组

成专家团队。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公众考

古 学 硕 士 毕 业 ，曾 任 职 于 北 京 大 学 公 众 考

古 与 艺 术 中 心 ，负 责 组 织 实 施 北 京 大 学 全

国 中 学 生 考 古 夏 令 营 等 考 古 研 学 活 动 ，并

组 建 了 全 国 近 百 家 中 小 学 考 古 文 博 社 团 ，

建 立 考 古 社 团 联 盟 ，在 公 众 考 古 领 域 拥 有

丰富的经验。

由广汉市教育局、广汉市关工委指导，

三星堆镇政府支持，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负

责执行的“传承古蜀文化，做文保小卫士”三

星堆文化进校园公益活动全面启动。每月

至少一次针对中小学生开展公益讲座，为中

小学生介绍三星堆和古蜀文化。三星村考

古 探 索 基 地 志 愿 服 务 队 常 年 开 展 公 共 服

务。基地还与三星村合作开办村民大讲堂，

让村民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理解

保护三星堆遗址的意义。

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的有益实践，被列

入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案例，入

选 2023 年 度 文 旅 融 合 创 新 发 展 示 范 项 目 。

以考古为主体的研学旅行，将成为文旅产业

蓬勃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三星村考古探索基

地的实践也将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初见成效
刘庆华 罗绪福

20世纪的建筑遗产不仅是一首凝
固的诗，也是一条流动的精神之河。保
护 20 世纪建筑遗产，不仅仅是保存其
物质构成，更是保护其精神内涵

核心阅读

楚漆器在诸子争鸣
的文化环境中应时而生，
承续着古老传统并赋予
新意，造就了独特的艺术
风格，体现了古代的文化
特色和审美理念。

近日，安徽淮南武王
墩墓的考古成果，吸引了
国内外关注的目光，武王
墩一号墓已提取漆木器、
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过
千件，其中漆木器的数量
种类繁多，工艺精湛，风
格独特。可以说，武王墩
大墓为楚漆器的解读增
添了新的素材。

▼

学
生
在
三
星
村
考
古
探
索
基
地
体
验
古
蜀

人
日
常
生
活
。

刘
庆
华
供
图

图图①①、、图图②②：：安 徽安 徽

武 王 墩 一 号 墓 出 土 的武 王 墩 一 号 墓 出 土 的

漆器漆器。。

图图③③：：湖北江陵楚湖北江陵楚

墓出土的彩绘鸳鸯纹木墓出土的彩绘鸳鸯纹木

雕漆豆复原图雕漆豆复原图。。

图图④④：：湖南临澧九湖南临澧九

里楚墓出土的虎座凤鸟里楚墓出土的虎座凤鸟

架鼓架鼓（（复制品复制品）。）。

图图⑤⑤：：湖 北 枣 阳 九湖 北 枣 阳 九

连墩二号墓出土的彩绘连墩二号墓出土的彩绘

云纹漆鼎云纹漆鼎。。

图图⑥⑥：：湖北当阳赵湖北当阳赵

巷 四 号 春 秋 墓 出 土 的巷 四 号 春 秋 墓 出 土 的

漆俎漆俎。。

以 上 图 片 均 为以 上 图 片 均 为 聂聂

菲菲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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