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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生漆制造漆器的国家之一。漆器的考古发现，始于２０世

纪２０、３０年代，至今已经历经１００的历程，与之相关的研究伴随着考古材料的发现

与积累亦不断发展。总体而言，古代漆器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大体可分为以下

几个阶段。

一　初始阶段：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５０年代初

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在湖南长沙地区因盗墓等原因陆续发现数量较多的战国西

汉漆器。１９３４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侯家庄西北

冈王陵区发掘时，于Ｍ１００１中清理出包括豆在内的数件保存较好的商代晚期漆器，

这是中国境内较早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漆器，但相关考古资料的发表时间较晚。〔１〕

除中国境内的发现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今朝鲜平壤 （汉代属乐浪郡）汉墓中出

土一批保存较好的汉代漆器，其中许多为有铭漆器。〔２〕 得益于这些材料的出土，学

者开始注意到漆器这个古代器物中重要的门类。以容庚为代表的学者，对朝鲜平壤

等地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进行了集中考释。〔３〕 郑师许根据传世文献，结合出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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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五官掾王盱の坟墓》，刀江书院，１９３０年版；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京都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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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乐浪遗迹出土之漆器铭文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１９２６年，
第３９—４２页。



物，对汉代漆器，特别是夹
!

胎漆器进行了初步研究。〔１〕 商承祚收集整理了长沙地

区墓葬出土的部分漆器，编写了 《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书中对一些漆器的定名进

行了考释，并重点突出了对纹样的描绘，此书是有关战国秦汉漆器总结研究的最早

尝试。〔２〕 此外，日本学者也对朝鲜平壤出土的中国汉代漆器进行了整理研究，其中

既有对有铭漆器的铭文释读，〔３〕 也包括对特殊漆器纹样内涵意义的考据。〔４〕

总体而言，此阶段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漆器材料数量较有限，有关漆器的研究，

涉及的方面较少，漆器研究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　过渡阶段：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

随着国内正式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此时期漆器的出土数量与出土地域较前一

阶段都有所增加，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遗址出土有商、西周漆器残

片，〔５〕 而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以及湖北江陵等地，都有数量较多的战国秦汉漆器

出土。〔６〕 其中湖南长沙地区发掘的千余座楚墓中，出土较多的漆器，是湖南战国漆

器最主要的发现，但部分材料直至２１世纪才整理公布。〔７〕 学者们根据新出土发表的

考古材料，对战国秦汉漆器进行了更多方面的研究，但主要仍限于对出土漆器的介

绍〔８〕以及漆器图案研究〔９〕，少数涉及美术考古的范畴。〔１０〕 此阶段，出现了有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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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师许：《漆器考》，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
商承祚：《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上海出版公司，１９５５年版。将此著录归入漆器考古与研究的
第一阶段，主要原因是本书收录的漆器，主要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５０年代初作者收集的漆器资
料，基本无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标本，在资料来源方面，更具备第一阶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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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１９５７年第７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湖北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江陵出土虎座鸟架鼓两座楚墓的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６６年第５期；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１９６６年第５期。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

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吴铭生：《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７期；苏北治淮文物工作组：《扬
州凤凰河汉代木椁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７期。
徐则林：《试谈长沙出土战国漆器工艺图案》，《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７期。
杨宗荣：《战国漆器花纹与战国绘画》，《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７期。



代漆器的综合性研究，在陈直所撰 《两汉纺织漆器手工业》一文，以及商承祚所撰

《我国古漆器与广州出土汉代漆器初探》一文中，涵盖了漆器的制作工艺、铭文、纹

饰图案、生产地区和部门等多方面内容，但论述都相对简略。〔１〕

三　发展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

此时期，各地出土漆器数量倍增，几乎每年都有新材料发表，相应研究也不断

推进，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较以往大大发展。

（一）考古发现
先秦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至夏商西周时期的漆器发现较以往有所增加，丰富

了学界以往对东周以前漆器的认识。新石器时代的漆器，主要发现有浙江萧山跨湖

桥遗址出土的漆弓，〔２〕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朱漆瓜棱碗和缠藤篾朱漆筒形器，〔３〕 良

渚文化各遗址中出土的嵌玉漆器、漆觚等器物，〔４〕 浙江遂昌好川墓地出土的漆

觚，〔５〕 以及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的觚、豆、案、俎等漆器。〔６〕 其中，跨湖桥遗址

出土的髹漆木弓，将中国利用生漆制作漆器的历史提前到至今约８０００年。

夏时期的漆器发现相对较少，主要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觚、钵等，〔７〕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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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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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３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１９８１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
古》１９８４年第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１９８４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
座墓葬》，《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４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１９９９—２００６》，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与二里头文化大致相当的内蒙敖汉旗大甸子遗址也出土有两件近似觚形的漆器。〔１〕

商代漆器则发现稍多，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２〕、罗山天湖墓地〔３〕、河北藁城台

西遗址〔４〕、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５〕、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墓地〔６〕等地点，都有漆

器的发现，主要器类有盘、盒、壶、豆等。

西周漆器的发现与前代相比，大大丰富，基本在王畿之地和主要诸侯国都有发

现，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批漆器材料，见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７〕、陕西长安张家坡

墓地〔８〕、宝鸡周原遗址〔９〕、宝鸡 国墓地〔１０〕、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１１〕、洛阳北窑

西周墓地〔１２〕、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１３〕，主要器类有豆、盘、簋、盒、杯、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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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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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Ｍ１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８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
西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呦呦鹿鸣———燕国公主眼里的霸国》，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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觚、、壶、彝、禁等。

春秋时期的漆器，发现也相对较多，其中较重要的发现地点有山东临淄郎家庄

一号墓〔１〕、海阳嘴子前墓地〔２〕、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３〕、莒南大店子一号殉人

墓〔４〕，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５〕、长子县东周墓〔６〕、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７〕，

湖北当阳赵巷四号墓〔８〕等，器类也较为丰富。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发现数量剧增。战国漆器的发现，主要集中于湖北、湖

南、河南、四川等省份。湖北地区有漆器出土的地点非常多，其中较重要的地点包括

随州曾侯乙墓〔９〕，江陵雨台山墓地〔１０〕、九店墓地〔１１〕、望山沙眆墓地〔１２〕、望山桥

Ｍ１〔１３〕、天星观Ｍ１与 Ｍ２〔１４〕、荆门包山楚墓 Ｍ２〔１５〕、马山 Ｍ１〔１６〕，枣阳九连墩 Ｍ１与

Ｍ２〔１７〕、云梦睡虎地秦墓〔１８〕等等。湖南地区重要的漆器发现地点主要包括长沙浏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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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博物馆等：《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７年第１期。
烟台市博物馆、海阳市博物馆：《海阳嘴子前》，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版。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管站：《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４年第
９期。
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２６９、２７０号东周墓》，
《考古学报》１９７４年第２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院：《长治分水岭东
周墓地》，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当阳赵巷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１０期；宜昌地区博
物馆：《当阳赵巷楚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眆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天星观１号楚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文物考古队：《湖北枣阳九连墩 Ｍ１发
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３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
市文物考古队：《湖北枣阳九连墩Ｍ２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
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１期；湖北省博物馆：《１９７８年云梦秦汉墓
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Ｍ１〔１〕、临澧九里楚墓〔２〕、常德德山楚墓〔３〕等，河南地区发现的战国漆器，集中在河

南南部的驻马店、信阳地区，主要地点包括信阳长台关Ｍ７〔４〕，新蔡葛陵楚墓Ｍ１〔５〕，

此外泌阳也出土有战国晚期漆器。〔６〕 四川地区重要的漆器发现地点主要包括成都商业

街船棺墓〔７〕、荥经古城坪墓地〔８〕、曾家沟墓地〔９〕、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地〔１０〕等。此外，

保存较好的战国漆器还偶见于安徽、辽宁、浙江、江苏等地区，主要发现地点包括安

徽舒城秦家桥楚墓〔１１〕、潜山彭岭楚墓〔１２〕、宣州西林楚墓〔１３〕，浙江安吉五福Ｍ１〔１４〕，江

苏扬州西湖镇果园战国墓〔１５〕等。

秦汉时期漆器的发现则更加丰富，漆器出土地域也进一步扩大，除西藏、青海、

宁夏、海南、台湾、天津、上海外，基本全国范围都有漆器出土。其中漆器数量较

多、保存状况较好的地点主要包括：湖北江陵凤凰山墓地〔１６〕、荆州高台秦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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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２年第１期。
湖南省博物馆，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临澧九里楚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３辑，岳
麓书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７—１１１页。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发掘报告》，《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９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 《文物》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９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荥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荥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４辑，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版，第７０—７４页。
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化馆，荥经县文化馆：《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

《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

《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舒城县文物管理所：《舒城县秦家桥战国楚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６辑，黄山书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１３５—１４６页。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潜山彭岭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２００６年
第２期。
宣州市博物馆：《宣州市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１２辑，黄山书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５—
７６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五福楚墓》，《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扬州博物馆：《江苏扬州市西湖镇果园战国墓的清理》，《考古》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凤凰山一六
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１０期。



地〔１〕，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地〔２〕，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３〕、长沙国王陵区墓葬〔４〕，沅

陵虎溪山Ｍ１〔５〕，永州鹞子岭Ｍ２〔６〕，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及其陪葬墓〔７〕，扬州

仪征汉墓〔８〕、邗江胡场汉墓〔９〕、甘泉乡汉墓〔１０〕，山东临沂金雀山、银雀山汉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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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１期；湖北省博物馆：
《１９７８年云梦秦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湖南省
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 墓》，《文物》１９７９年第３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
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
《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２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
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沙 “１２·２９”古墓葬被盗案移交文物报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六辑，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３２９—３６８页；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岳麓书社２０１６年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

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 《考古》

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１０
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３年
第１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Ｍ９、Ｍ１０发掘简报》，《东南
文化》２０１３年第１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北区陪葬
墓》，《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３期；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东
区陪葬墓》，《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南京博物院、盱眙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大云山———西汉江
都王陵１号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南京博物院、仪征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４期；南京
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４期。仪征市博物馆：《江苏仪征刘集联
营１—４号西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文化馆：《扬州邗江县胡场汉墓》，《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扬州博物馆、邗江
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１期。
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１期；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
１０１号汉墓》，《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２期。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１０２号汉墓》，《考古》２０００
年第４期。
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７第１１期；临沂市博物
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１１期；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
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１期；金雀山考古发掘队：《临沂金雀山１９９７年发现的四座
西汉墓》， 《文物》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
《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１１期；银雀山考古发掘队：《山东临沂市银雀山的七座西汉墓》，《考古》１９９９年
第５期；银雀山汉墓发掘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



青岛墩式封土墓〔１〕，日照海曲、大古城汉墓〔２〕，安徽巢湖汉墓〔３〕，阜阳双古堆汉

墓〔４〕，江西南昌海昏侯墓〔５〕，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６〕，绵阳双包山汉墓〔７〕，荥经

汉墓〔８〕等。

（二）研究与探索
伴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先秦两汉漆器的研究工作亦不断推进。由于考古

发现的逐渐增多，学者们开始较多关注新石器时代及商、西周时期的漆器，这也成

为此阶段漆器研究的特点之一。１９８０年代，高炜以陶寺遗址出土彩绘漆木器为主要

材料，总结了陶寺遗址漆木器的形制、功能和制作工艺，并指出其与商周时期同类

漆器之间具有源流关系。〔９〕 殷玮璋根据北京琉璃河遗址等地出土的西周漆器，初步

讨论了西周时期漆礼器的存在，以及西周时期漆器与青铜器纹样的关系，并进一步

提出某些青铜礼器可能是模仿漆器而来，此外还讨论了商周漆器制作中的镶嵌技

术。〔１０〕 王巍则整理了当时所见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漆器材料，并集中讨论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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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 《考古》

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琅琊墩式封土墓》，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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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期漆器的制作工艺、功能，以及漆器与青铜器的组合关系等问题。〔１〕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得益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现与公布，有关新石器时代至西周

时期漆器的讨论更加丰富。赵晔撰文总结了良渚文化时期漆木器的发现，并指出其中部

分精致漆器应具有礼器的功能。〔２〕 方向明、严志斌等分别撰文，梳理了新石器时代及夏

文化时期，漆觚和其配套构件的发现，并从功能角度讨论其与柄形器的关系。〔３〕 卢一通

过对先秦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漆器形制、组合与出土背景的研究，梳理了

先秦漆礼器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其发展历程与先秦礼制社会形成与衰落的关系。〔４〕

此阶段漆器研究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战国秦汉漆器研究的极大丰富与发展，研

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１漆器类型学与分期研究

１９８０年，陈振裕发表 《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一文，文中首先对

战国秦汉时期１２类漆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再选择１２种漆器纹样进行类型学分析，

分别总结出器物形制的基本组合和漆器纹样的基本组合，并将其对应墓葬年代，最

终将战国秦汉时期漆器分为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汉早期、西

汉武帝时期共五期。〔５〕 虽然此文发表时间很早，但后来有关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

期，大抵都遵循了此文建立的基本年代框架。更为重要的是，文中除对漆器器形进

行类型学梳理外，还将漆器纹样的类型学变化纳入分析，从而更准确把握战国秦汉

漆器的年代特征，该文也成为关于漆器类型学与分期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

洪石在 《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中，将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１４种漆器进行分型定式，

结合共存关系，将它们分为十三组六期，并根据六期对应的墓葬年代将六期的年代

定为战国早期偏晚、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至秦代、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和东

汉。〔６〕 聂菲在 《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中，根据湖南地区东周至西汉时期出土漆木

器的墓葬年代，将湖南地区春秋中期至西汉晚期楚汉墓中出土的漆器，分为六期十

段，六期年代分别为春秋中期后段至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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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西汉中晚期。〔１〕 近年，卢一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

研究》中，对战国秦汉时期１１种漆器进行类型学排比，并着重分析了漆器纹样的类

型学变化，结合器型与纹样两方面的特征，对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重新进行了分期，

对汉代特别是西汉早期以后的漆器做了更细致全面的分期。〔２〕

与漆器类型学及分期的综合研究相比，关于单类器物的类型学研究数量很多，

但总体而言，涉及考古类型学分析，特别是 “式别”的梳理，即器物历时性变化的

研究较少。〔３〕 不过，近些年，一些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开始对单类漆器进行跨时段

分析，通过分型定式来考察不同时代器物形制的变化。〔４〕

２漆器分区研究

漆器分区研究主要指对一个区域内出土漆器的综合研究，同时也包括对一定时

期广地域范围内漆器的分区研究。自１９８０年代起至今，学者陆续讨论了两湖、江

南、巴蜀、安徽等地区出土的漆器器类、制作工艺、纹样风格特征，以及漆器生产

管理方式等问题。〔５〕 陈振裕在 《我国东周漆器的分区初探》一文中，将东周漆器分

为齐鲁、三晋、秦和楚四个区，并总结了四个区域内漆器制作、造型、装饰工艺与

纹样的异同，探讨了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此文有关广地域范围内漆器分区研究的

代表之一。〔６〕 此外，李昭和等学者，尝试将战国时期秦国与楚国、巴蜀与楚国的漆

器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战国时期漆器分区研究的尝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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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名物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名物研究，主要是镇墓兽、漆面罩、虎座飞鸟等形制特殊

的器物名称的考释。如高崇文通过梳理墓葬中镇墓兽的形制、出土背景，以及传世

文献中 “重”在丧葬中的使用场景，认为镇墓兽在墓葬中的用法与 “重”有许多相

似之处，并结合铜器铭文，将镇墓兽定名为 “祖重”。〔１〕 对战国秦汉时期日用漆器

的名称考释，则可以洪石 《战国秦汉漆器研究》相关章节为代表，书中将漆器器型、

漆器铭文与墓葬中同出的 “物疏简”相对照，对漆器重新定名，如将耳杯、羽觞统

一定名为 “杯”，圆盒定名为 “盛”、耳杯盒定名为 “具器”等。〔２〕

４漆器制作工艺研究

对制作工艺的研究，是目前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中数量较多，研究也相对最为成熟的

一类，学界对各个时期漆器制作工艺的类型与特点也已基本达成共识：战国秦汉时期，

是漆器制作工艺大发展的时期，与此前相比，漆器的胎骨除木、竹、原始瓷、铜胎外，

新增了夹
!

胎、布胎这两类重要的胎骨类型；髹饰工艺方面，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髹

饰工艺大大发展，包括雕刻、漆绘、油彩、锥画、堆漆、填漆、戗金和描金银等多种工

艺。对漆器工艺的讨论，还包括对一些特定工艺的讨论。如傅举有根据考古出土汉代锥

画漆器材料，总结了锥画工艺与戗金工艺的诞生时间、装饰手法以及纹样题材等。〔３〕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及其在考古领域的应用，使用

多种现代检测手段，对漆器、漆膜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漆器制作工艺的研

究逐渐增多。显微切片观察、Ｘ光投射技术、拉曼光谱 （ＲＡＭＡＮ）、傅立叶红外光

谱 （ＦＴＩＲ）、固态核磁共振光谱 （ＣＰ／ＭＡＳＮＭＲ）、扫描电子显微镜、Ｘ射线衍射

（ＸＲＤ）、Ｘ射线荧光光谱 （ＸＲＦ）等科技分析手段，可以进一步帮助了解漆器胎体

与灰层的制作工艺、漆液加工工艺、髹漆过程、色漆颜料成分等制作工艺的细节。〔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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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漆器纹样研究

对漆器纹样的研究，除简单对纹样进行概括性描述和题材分类外，主要可以分

为以下几类。第一，纹样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前文提及的陈

振裕撰 《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代分期》中纹样分析的部分。卢一将战国秦汉

时期漆器纹样重新进行类型学梳理，将纹样分为主体纹样与附属纹样两类，并对１８
种主体纹样和２３种附属纹样进行了细致的型式分析，为漆器的分期年代研究等提供
了基础，是近年有关漆器纹样研究的新进展。〔１〕 第二，纹样风格的研究，主要是对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纹样风格演变的研究。如陈丽华通过分析湖北出土战国西汉时期

漆器纹样题材的异同，认为湖北地区的漆器纹样风格，经历了从楚国时期巫术色彩

浓厚的神秘、浪漫的风格到西汉较为写实的纹样风格的转变。〔２〕 第三，漆器纹样与

其他材质器物纹样的关系研究，即讨论此时期漆器纹样与丝织品、青铜器、铜镜纹

样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借鉴的关系。〔３〕

６铭文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有铭漆器的材料大大增加，对漆器铭文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涉及

漆器制作工艺工序的特殊铭文的考释，以及对漆器铭文内容的分类分析。“氵丹”，是

汉代漆器上较常见的表示漆器某一制作工序步骤的铭文，对此字的释读长期以来存

在分歧。〔４〕 洪石、任攀等学者，根据对 “氵丹”铭漆器的形制特征、“物疏简”记录

以及相关铜器铭文的综合考察，确定了此字应释为 “氵丹”，意思是为漆器髹涂红漆，

基本解决了这一争议问题。〔５〕 对漆器铭文内容进行分类分析的研究，多为针对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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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９—１８５页。
后德俊：《“氵月”及 “氵月工”初论》，《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２期；陈振裕：《氵舟与 “氵舟工”探析》，

氏著：《楚文化与楚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２０—５２５页；周世荣：《汉代漆器铭
文 “氵月工”考》，《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８１—１８３页；任攀：《〈东汉元和二年
“蜀郡西工造”鎏金银铜舟〉补正———兼说 “氵丹”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３３—６４２页。



墓葬或同一墓地中出土漆器铭文内容的分析，〔１〕 而对战国秦汉时期漆器铭文内容的

综合分类分析，则以 《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为代表，书中对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

秦汉以来漆器的铭文内容进行了整体分类，将其分为与生产机构、时间、地点、制

作工艺等有关的制作标记，以及体现漆器使用者姓名、等级、漆器具体用途等信息

的物主标记两类。〔２〕

７漆器生产、管理的研究

战国秦汉漆器上表明生产地点、生产机构的铭文，为学者讨论漆器生产、管理

等问题提供了绝佳的物证材料。１９７５年，俞伟超、李家浩发表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

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一文，以马王

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的烙印铭文研究为基础，判断墓中许多漆器应为成都市府作坊

的产品，并讨论了成都官营漆器生产机构从市府到工官的变化。〔３〕 与此同时，蒋英

炬发表 《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一文，根据山东临沂银雀山 Ｍ４出土漆

器上的铭文，讨论了漆器的产地、生产机构、所有者等问题。〔４〕 这些利用漆器铭文

判断漆器产地，并对漆器手工业生产、管理等问题展开讨论的早期探索，对后来的

研究影响很大。１９８０年代，宋治民、陈振裕等学者，从传世文献、考古出土材料等

方面，对战国时期及汉代漆器手工业分别进行了总结，讨论漆器手工业体系及生产

技术与工艺等问题。〔５〕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学界对漆器手工业生产、管理等问题更加

关注。如洪石根据蜀郡、广汉郡工官及考工、供工生产的漆器上的铭文，详细讨论

了这些机构的生产工序、管理体系等，并初步涉及了对官营、私营不同漆器生产体

系的讨论。〔６〕 郭永秉在重新辨认释读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铭文的基础上，结合湖南

长沙王陵出土有铭漆器，对湖南及四川成都地区漆器生产机构和产品特点再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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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何旭红：《对望城县风篷岭汉墓发现铭文的初步认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岳麓书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５９—４６７页；聂菲：《海昏侯墓漆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探讨》，《南方文物》２０１８年
第２期。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５—１５９页。
俞伟超、李家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

历史变化》，《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蒋英炬：《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６期。
宋治民：《汉代的漆器制造手工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２年第２期；陈振
裕：《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漆器手工业》，《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０—２１２页。



了讨论。〔１〕 朱学文则总结了秦漆器生产的性质、生产工序、管理和质量监督等。〔２〕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国外学者亦开始关注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生产、管

理的研究，美国学者李安敦 （ＡｎｔｈｏｎｙＪＢａｒｂｉｅｒｉＬｏｗ）从有铭漆器出发，讨论了汉

代蜀郡、广汉郡工官的漆器生产中的 “大规模生产”现象，以及工官作坊生产漆器

产品的器形、纹样特点。〔３〕

８漆器使用等级的研究

有关漆器使用等级的研究，目前并不丰富，学者主要关注战国秦汉时期，不同

等级墓葬出土漆器在漆器类型、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陈振裕在 《战国秦汉漆器群

研究》中，将战国时期、秦和西汉时期的墓葬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分别总结各等级

墓葬中出土漆器种类、纹样及数量特征。〔４〕 卢一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使用等级

特征的历时性考察，认为与战国时期相比，除最高等级与最低等级人群外，中间阶

层人群在漆器使用的数量和质量上差异并不显著，表明秦汉时期漆器使用的普遍性

进一步扩大，来自等级的限制已非常弱化，漆器的使用更多与地域风尚、个人喜好

及经济实力有关。〔５〕

９综合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傅举有为 《中国漆器全集３·汉代》卷撰写了有关汉代漆器的

综论文章，文中较详细地总结了汉代漆器的器型特征、纹样题材、制作工艺，并结

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讨论了漆器生产地域、生产机构及其产品特点以及汉代漆

器的生产工序问题。〔６〕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有多位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选择以战国

秦汉时期漆器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讨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洪石、卢一等人

的博士学位论文。洪石在 《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中，除对战国秦汉漆器进行分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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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秉：《谈马王堆汉墓漆器等有关漆器质地的文字信息及相关问题》，氏著 《古文字与古文献

论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００—３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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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美术综论》，《中国漆器全集３·汉代》，福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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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漆器的制作工艺、铭文内容，并且重点讨论了漆器的生产、使用与流通问题。

卢一在 《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研究》中，除对漆器器型、纹样进行细致的类

型学分析外，讨论长时段内礼制社会产生与消亡、秦汉统一帝国形成等社会变革，

在纹样类型与风格、社会功能及使用与流通方式等方面对漆器产生的影响。〔１〕 此

外，朱学文则对秦漆器的类型、纹样题材、制作工艺、铭文内容等进行了综合讨论，

还兼及了秦漆器与同时期巴蜀漆器、楚漆器的比较研究等。〔２〕

纵观学术史，自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起，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发现与研究，一

直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史不断推进发展。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有关先秦两汉

漆器的基础研究 （如分期年代、纹样演变、制作工艺等）已趋于成熟，而利用考古

出土材料，结合自然科学分析手段，从手工业考古等角度对漆器进行综合分析，并

将漆器置于社会大背景中综合考察，已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取向。漆器研究在深度和

广度上的不断扩展，体现出中国考古学在新时代的发展。

（卢一，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事记

（考古发现一栏仅列举较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漆器发现，研究与探索仅列出最初研究、部分代表性

研究及综合研究）

时间 发现与著录 研究

１９３４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

墟遗址侯家庄Ｍ１００１中发现豆等商代漆木器

１９５５ 商承祚 《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出版

１９５７
《长沙发掘报告》出版，其中发表了部分战

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材料

陈直发表 《两汉纺织漆器手工业》；徐则林

发表 《试谈长沙出土战国漆器工艺图案》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河南信阳楚墓中出土大量战国漆器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中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战国

中期漆器

１９７２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大量保存完好

的西汉早期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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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一：《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２０２０年博士学位论文。
朱学文：《秦漆器研究》，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续表

时间 发现与著录 研究

１９７３
山东临沂银雀山Ｍ４中出土保存较好的西汉早
期漆器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出土保存较好的商代漆器

残片；湖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中出土保

存完好的西汉早期漆器

１９７５
湖北江陵凤凰山Ｍ１６７、Ｍ１６８中出土大量保存
完好的西汉早期漆器

俞伟超、李家浩发表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

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

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蒋英炬发表

《临沂银雀山西汉墓漆器铭文考释》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
湖北云梦睡虎地墓地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战国

晚期至汉代漆器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数量较多的漆木器

１９８０
陈振裕发表 《试论湖北战国秦汉漆器的年

代分期》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保存较好的西周漆

觚、等

１９８２
湖北江陵马山Ｍ１中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战国
晚期漆器

１９８４
殷玮璋发表 《记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

周漆器》

１９８６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反山墓地发掘，部分墓葬中

出土漆器

高炜发表 《陶寺龙山文化木器的初步研究

———兼论北方漆器起源问题》

１９８７ 王巍发表 《关于西周漆器的几个问题》

１９８８
湖北当阳赵巷春秋时期墓葬中出土漆方壶、

豆、簋、俎等

１９９２
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地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西

汉早中期漆器

１９９５
湖南永州鹞子岭Ｍ２中出土较多保存完好的西
汉晚期漆器

１９９７
傅举有发表 《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汉

代漆工艺美术综论》

２００１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目前年代最早的髹漆

器物———弓

李安敦 （ＡｎｔｈｏｎｙＪＢａｒｂｉｅｒｉＬｏｗ）完成博士
学位论文 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２００６ 洪石 《战国秦汉漆器研究》出版

２００７ 陈振裕 《战国秦汉漆器群》出版

２００８ 金普军完成博士论文 《汉代髹漆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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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发现与著录 研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及其陪葬墓中出土保

存较好的西汉早中期漆器

２０１３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 Ｍ２８中出土漆觚、
豆、禁、杯等

聂菲 《湖南楚汉漆木器研究》出版

２０１６ 《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出版

２０１９ 《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整理与研究》出版

９６５１先秦两汉时期漆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