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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雕漆描金宝座材料与工艺研究

陈潇俐，万　俐
（南京博物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要：为了了解清雕漆描金宝座的材料和工艺，对胎体制作切片进行了显微镜观察，确定了其种属；采用傅里叶红

外光谱分析法分析了红漆，图谱与桐油很相近，由此可确定调漆工艺中加入了桐油。另外，结合文献，初步复原了

此宝座的髹漆工艺。此研究对宝座以后的保护及清代家具及漆器的制作工艺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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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漆器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发明和创造，是中华民

族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曾出土过河姆渡新石

器时代一件内外有朱红漆髹涂的木碗。进入夏、商，

髹漆工艺已有发展，漆器品种增多。西周、春秋时

期，镶嵌、螺钿、彩绘工艺成熟。战国、秦、汉漆器制

造逐渐走向繁盛时期。魏、晋、南北朝，朱斑漆、平

脱、末金镂形成并发展。时至唐、宋、元时期，各类漆

器逐渐齐备，雕漆工艺则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明、清

时期，漆器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生产漆器场

所遍及全国许多省市。

南京博物院藏清雕漆描金御座即皇帝坐的宝座，

木胎，雕红漆，整体呈长方形，下有底座相连，前面设

一脚踏，椅背方形，上方有一弧起的靠枕（图１）。整
个宝座满雕龙纹、蝠纹、勾连云纹、回纹及贯套纹、石

磐纹等，做工细腻，雕刻精细，富丽堂皇，椅背中心及

背面和两扶手侧面还用黑漆描金勾绘莲纹，该件雕漆

龙福祥云宝座，原存放承德避暑山庄，为热河行宫内皇

帝的御座，系清代晚期江南扬州两淮盐政的贡品［１］。

由于年代较久，又易受各方面影响而老化，宝座

现已有多处病害，急需保护修复。在保护修复之前

进行检测分析、整理研究宝座资料，对研究清代家具

及漆器的制作工艺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对宝

座进行科学的保护修复。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厚度测量

此宝座是在木质胎体上先“做灰”，后髹漆而

成。经测量，木质胎体的厚度为５ｃｍ左右，苎麻“做
灰”层的厚度为０．２ｃｍ左右，雕漆的厚度为０．５ｃｍ
左右。各层厚度分明。

图１　宝座全貌

Ｆｉｇ．１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ｏｎｅ

１．２　胎体材料鉴定
将宝座掉落的胎体残片制作成切片，在 ＯＬＹＭ

ＰＵＳＢＸ ５１研究用显微镜下观察和照相。其宏观
和显微构造特征为鉴定依据。

１．３　漆分析
采用美国Ｎｉｃｏｌｅｔ公司生产的 Ｍａｇｎａ７５０型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将宝座掉落的胎体残片上的红

漆，制成ＫＢｒ压片，作红外分析。

２　研究结果和讨论

２．１　胎体材料
胎体木材黄褐色稍发绿。生长轮明显，轮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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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带，散孔材，管孔具侵填体；导管在横切面上为

单管孔及断径列复管孔具侵填体。轴向薄壁组织油

细胞多木射线非叠生；单列射线少，多列射线通常宽

２～３个细胞，高３～３５个细胞；射线组织异性Ⅲ及
Ⅱ型；射线细胞中充满树胶，油细胞多。射线与导管
间纹孔式为刻痕状与大圆形（图２）。

图２　宝座胎体显微构造三切面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ｓｏｆｔｈｒｏｎｅ＇ｓｗｏｏｄｂｏｄｙ

　　依据所观察的木材构造特征，对照相关资料和
标准图谱［２］，确定宝座胎体为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桢楠
属（Ｐｈｏｅｂｅ）树种，其商品名为楠木。

漆器用木，贵在体轻质坚，耐打磨不起绒，木性

要稳定，以防弯翘、变形、开裂，常以楠木为上等用

料，而楠木以陈旧多年以至上百余年为佳［３］。故此

宝座胎体用料佳。

２．２　红漆
对宝座的胎体进行了傅里叶红外分析。结果与

桐油、大漆的红外分析图进行对比（图３）。

图３　宝座红漆与桐油、大漆的红外分析图比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ｏｎｅｓｒｅｄｌａｃｑｕｅｒ，ｔｕｎｇｏｉｌ

ａｎｄｌａｃｑｕｅｒ

　　由图３可以看出，宝座红漆与桐油的红外图谱
很相近，而大漆的红外图谱可能被桐油的覆盖了，但

可以确定宝座的调漆工艺中加了桐油，这也是传统

的髹漆材料。桐油是经过熬制的植物油，干性慢，光

泽好，兑入漆中，可以调节漆膜的干燥速度，提高漆

膜的光泽度。民间有“漆无水不干，无油不亮”的说

法［４］。

沈福文先生《漆器工艺技法撷要》载：色漆的调

配，一般用半透明漆１００，调银朱１３０～１８０。另一种
调配，是用上等生漆滤净后，加入桐油４０％ ～５０％，
再加入颜料。颜料和漆的比重根据色调的要求而增

减［５］。

２．３　髹漆工艺
２．３．１　描金　宝座的漆面上有用金色描绘华文进
行的装饰，此描金在黑漆地上进行（图４～５）。

《髹饰录》描金条载：“描金，一名泥金画漆，即

纯金花纹也，朱地，黑质共宜焉。”杨明又注曰：“泥

薄金色，有黄，青，赤，错施以为象，谓之彩金象。”描

金工艺过程，沈福文先生《漆器工艺技法撷要》载：

在完成推光的黑色漆面上，用金脚漆描绘花纹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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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绘漆干燥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漆面尚未完全干

固），用丝绵着金箔细粉，轻轻将金粉揩上。漆线完

全干固后，再用丝绵揩除多余的金粉，即成描金花

纹［５］。乾隆十四年《工部则例》卷二十七《泥金作用

料则例》及卷二十八《泥金作用工则例》有关于描金

的条款：“凡漆上开描泥金龙凤花草等项，内务府每

折见方一尺，用金一百八十张。制造库无定例。今

拟每折见方一尺用金十八贴，水胶六分。”“凡漆上

开描泥金龙凤花草等项，内务府每折见方尺四尺，用

匠一工。制造库无定例。今拟每折见方四尺，用描

金匠一工［６］。”

２．３．２　雕漆　宝座上逐层髹漆至数百层，干后用刀剔
刻有层次的花纹（图４～５）。此雕漆为剔红（雕红漆）。

剔红工艺过程，沈福文先生《漆器工艺技法撷

要》载：将漆胎全面刷上一层薄细漆灰，干后打磨顺

滑。在漆灰胎上全面髹涂色漆，待表面干后（实际

未干透），再用同样色漆全面髹涂（约每２４ｈ髹涂２

次），如是办法，连续髹涂，约百次左右，达到所需要

的厚漆层为止。漆胎上的厚色漆层，未完全干硬，质

较软，漆面上黏贴上用薄纸拷贝的花纹稿，依照花纹

浮雕面的要求进行雕镂。全面雕镂完成后，放进烤

房架子上，慢慢烤干透，温度不宜高（二周左右）。

厚漆层干透后，漆层浮雕面低陷部分全面填入极细

的细沙，略为显出的漆面，进行磨平。若不填入打磨

时有发生崩脱的可能。顶面磨后，即将细沙清除、洗

涤干净，刷上抛光油，进行刷出光亮。浮雕全体为朱

红色，叫做剔红［５］。

２．４　纹饰
２．４．１　描金纹饰　宝座上描金的纹饰有蝙蝠纹、折
枝牡丹纹、夔纹、缠枝牡丹等（图６～７）。寓意富贵
吉祥。

２．４．２　剔漆纹饰　宝座上剔漆纹饰有龙纹、玉壶
纹、回纹、卷云纹、草云纹、蝙蝠纹（图６～７）。寓意
祥和如意。

图４　宝座靠背
Ｆｉｇ．４　Ｔｈｒｏｎｅｓｂａｃｋｒｅｓｔ

图５　宝座右扶手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ｏｎｅ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ｒａｉｌ

图６　宝座靠背
Ｆｉｇ．６　Ｔｈｒｏｎｅｓｂａｃｋｒｅｓｔ

图７　宝座右扶手
Ｆｉｇ．７　Ｔｈｒｏｎｅ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ｒａｉｌ

３　结　论

纵观中国髹漆历史，明、清时期，宫廷作品，也专

设作坊、工厂制造，用漆之多，前所未有。为后世的

髹漆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京博物院藏清雕漆描

金宝座各层厚度分明，木质胎体的厚度为 ５ｃ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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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苎麻“做灰”层的厚度为０．２ｃｍ左右，雕漆的厚
度为０．５ｃｍ左右。宝座胎体的材料为樟科桢楠属
树种。在调漆工艺中加了桐油。其髹漆工艺是传统

的清代描金、剔红工艺和纹饰。此研究有利于宝座

之后的科学的保护修复，也对研究清代家具及漆器

的制作工艺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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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ｃｑｕｅｒｗａｒｅ；Ｔｈｒｏｎｅ；Ｗｏｏｄｂｏｄｙ；Ｇｏｌｄｐａｉｎｔｅｄ；Ｃａｒｖｉｎｇｒｅｄｌａｃｑｕｅｒ

（责任编辑　谢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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