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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平遥作为我国漆艺重镇之一，漆艺传承已逾千年。近年平遥旅 

游业的繁荣促进了漆艺市场的大发展，但也有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以次充 

好，用化学漆代替天然漆，简化制作工艺，粗制滥造，少有创新。要解决这 

些问题，相关从业人员应切实担负起复兴传统漆艺的使命，勇于创新，注意 

与高校合作，加强科学研究，使设计创新与工艺创新相结合，同时应抵制不 

诚信的生产、销售行为，以促进平遥漆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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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有着悠久的漆器生产和销售历史， 

是我国漆器主产区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平遥漆 

器已具雏形，唐代开元年间即闻名遐迩，明清两 

代由于晋商的崛起，推光漆器有了长足的进步， 

开始出口到美、俄、新加坡等国。新中国成立后， 

平遥推光漆器厂建立，老艺人乔泉玉、任茂林等 

献艺授徒，推光漆器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平遥 

推光漆器于是成为我国著名的漆艺品种之一，产 

品销往28个国家和地区，一些精品为人民大会 

堂和中国美术馆所珍藏。⋯基于这样的历史传承 

和积淀，平遥漆艺从业人数日益增多，漆器商铺 

比比皆是，拥有高超技艺的漆工不胜枚举。但遗 

憾的是，目前放眼古城商铺中销售的漆器、漆画， 

几乎千店一面，多为设计简单、用料低劣、制作粗 

糙的商品，很难称为工艺品，离艺术品的要求更 

是相去甚远。如何合理地保护、传承、发展传统 

漆工艺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通过 

考察平遥漆艺现状检讨其现存问题，并提出解决 

方案，以期为业内人士提供参考。 

一

、平遥漆艺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 2 700多年历史的文 

化名城，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古城为我们展现 

了一幅非同寻常的经济、社会、文化及宗教发展 

的历史画卷。国内外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多是为 

了一睹古城 的风采，部分则是冲着平遥漆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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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热浪带来的是当地漆器市场的繁荣，漆 

器成了平遥乃至山西省最具地方特色和艺术价 

值的旅游纪念品，作为当地对外文化交流、艺术 

传播的重要载体被带到四面八方。旅游热带来 

了漆器销售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走 

旅游路线，势必要求商品价格低、资金周转快，这 

使得很多投机商片面地追求低成本、高回报，这 

种“短、平、快”路线把平遥漆器 的发展带入了 

歧途。 
一 是一些商家在制作原料上舍弃大漆改用 

化学漆。现今，平遥古城虽然大小商铺都做漆 

器，却很少有人用大漆。目前出售的漆器主要有 

3类：推光漆器、螺钿镶嵌漆器和云雕漆器。传 

统的漆器制作都是用大漆，而现在大漆被舍弃不 

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平遥老街所售的多是化学 

漆加工的漆器。制作者为了获得短期效益，已经 

失去了对大漆漫长制作周期等待的耐性。推光 

漆器的图案大部分为丙烯颜料或透明化学漆调 

色绘制，其上用透明化学漆厚涂罩面；螺钿镶嵌 

漆器表面的透明化学漆涂层也清晰可见；各色云 

雕漆器多用腰果漆加工制作而成，制作工艺虽模 

仿大漆，但成色不如大漆含蓄，有腰果漆的刺鼻 

气味而没有大漆的漆香，手感也不像大漆制品那 

样具有质感。 

二是制作工艺简单。推光本为漆器生产制 

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打磨以后需要用 

手掌醮植物油和细瓦灰(或钛白粉 )在器物的漆 

面上反复摩擦，使漆面呈现温润、光洁的效果。 

平遥漆器以推光冠名，就是缘于其对推光工艺步 

骤的特别注重。经查，在平遥传统漆器制作工艺 

中，需要用砂纸、木炭、头发、砖灰、麻油等将其逐 

次推光，使漆器光亮如镜，可见推光工艺的考究。 

除了推光工序外，制胎、髹漆、阴干、打磨等各道 

工序都有特定的要求。如制胎工序中，木胎需披 

麻挂灰，生漆灰需褙布，猪血灰需披麻，黄土胶则 

需褙纸等。在工具、材料方面也很有地方特色， 

如调漆灰用当地的土籽和黄土：画笔用山猫毛、 

野兔毛、黄狗毛制作等。在工艺技法方面，彩绘、 

镶嵌、镂刻、罩金等更要细致精湛。但如今 ，平遥 

漆器作为旅游工艺品，制作者显然失去了精雕细 

琢的耐心，怎么简单怎么做，怎么快怎么做，质量 

愈来愈低，工艺非常粗糙。就推光漆器而言，人 

物的开脸笔法不再像过去那样力求工细，而是寥 

寥数笔，只将五官逐一填涂，少有虚实、明暗的处 

理，所呈现的效果僵硬、刻板，毫无生气可言。螺 

钿镶嵌漆器以各色手镯和首饰盒居多，图案多是 

铳制好的标；隹化螺钿片零件的简单组合，很多螺 

钿片在打磨的过程中已被磨穿，但照旧摆上柜台 

出售，器物表面的罩平也只是用透明漆厚涂若干 

遍。云雕漆器若使用腰果漆加工，制作周期就可 

以大大缩短(大漆一般一天只能涂～遍漆，而腰 

果漆一天起码可以涂三四遍)。在纹样设计上现 

多选用传统纹饰中较为简单者，甚至对其进一步 

简化处理后使用；图案组合大多不考虑图底关 

系，且器盒顶面纹饰和侧面纹饰之间在设计上没 

有连贯性；顶面纹饰多根据器盒顶面的形状做适 

合纹样的外框，将图案框在顶面既定的范围内， 

这样做可以避免雕刻时刻刀在走正侧面转折线 

时发生失误，从而大大降低了雕刻的难度。再看 

刻工，平遥现出售的云雕漆器多刻痕生硬，怀疑 

为机器雕刻，而打磨也没有到位，而打磨仔细的 

云雕漆器不仅要对面进行打磨还要对刻痕逐一 

打磨，这样才能使刻痕圆润、光滑。 

三是千器一面，创新不够。古城商业街虽然 

漆器店铺林立，但所销售的漆器大多花型图案雷 

同，器型一致，制作手法单一，临摹、抄袭现象严 

重。类似红装新娘、牡丹花等畅销的纹饰几乎每 

家都有。在诸多商铺中，有自主设计和研发能力 

者屈指可数。销售品种的单一势必导致价格上 

的恶性竞争，以致出现“劣币驱逐 良币”现象，质 

劣价低者旺销。 

四是一些商家的不诚信引起消费者认知的 

偏差。在平遥古城购买漆器的消费者多为对漆 

艺并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的游客，商家的口授往往 

是对其漆艺认识的启蒙。漆艺虽为我国国艺，有 

7 00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受现代化学漆和腰果 

漆的冲击，以天然漆为原料的传统漆艺处于濒危 

的状态。在现实中，很多商家受经济利益的驱 

使，往往对消费者隐瞒所售漆器或漆画的实情， 

对其材料、工艺、收藏价值等进行大肆的吹嘘。 

在商家混淆黑白的推荐和介绍下，很多少有机会 

接触漆艺的消费者也许会对漆艺留下无可磨灭 

的认知缺憾，这最终必然影响平遥漆器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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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果漆和各种化学漆的使用，现代人对漆艺的认 

知出现了断代。很多年轻人只知道漆而分不出 

化学漆与天然漆，提到漆就想到装修用的涂料， 

有些甚至谈漆色变。_3 在这样的背景下，漆艺从 

业人员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肩负起 

复兴传统漆艺的使命。平遥推光漆器代表人物 

薛生金大师就多次针对平遥推光漆器生产中天 

然大漆传统工艺面临失传的现状，向全国同行提 

出应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在他的奔走呼吁下， 

国家对平遥漆器工艺加大了关注和保护力度，并 

于2006年 6月2日将平遥推光漆器列入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 1年 4月，中国 

工艺美术协会主办了漆艺高级研修班，将平遥定 

为调查实践基地，同时招收当地漆艺从业人员8 

人进行技术培训，培养年轻人维护传统漆艺的意 

识。这让漆艺从业人员看到了希望。 

只有在制作中使用天然漆，才能谈及传统漆 

艺的种种工艺、技法。作为工艺品，工艺是否精 

湛应是手艺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只追求数量 

而忽视质量，工艺就失去了根基，没有工艺终将 

失去市场。在传承传统工艺上，行业带头人的榜 

样作用非常重要。平遥有自己的特色工艺，例如 

磨推漆面、描金彩画等，技艺高超的老艺人应抛 

弃门第观念，鼓励、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传承、 

发展特色工艺。在当地旅游工艺品的销售中，具 

有当地特色的工艺产品所占的比重应加大。现 

平遥销售的云雕、螺钿镶嵌产品多不在本地生 

产，而从别地进货，产品的质量无法保证，也很容 

易出现雷同现象。与其多而不精，不如把自己的 

特长运用好、发展好。 

平遥古镇销售的漆器、漆画虽多为旅游纪念 

品，求多求快，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设计。只有拥 

有自己的设计风格，同时制作工艺精湛，才能走 

出价格战的恶性循环，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针对 

目前平遥市场上髹漆产品设计和制作水平偏低 

的状况，生产制作方应考虑与高校及艺术家联 

合，以扬长避短。从我国高校科研与漆艺产业的 

关系来看，目前双方尚没有形成优势互补。高校 

漆艺专业设计能力较强但是工艺基础相对薄弱， 

与漆艺产业没有形成密切联系，对漆艺产业结构 

未产生积极影响；而漆艺产业中不乏技艺精湛 

者，但苦于没有科班的专业训练，缺乏高水平的 

设计能力，产品缺乏新意、脱离时代，无法融入现 

代社会生活。只有将高校的创新设计与产业中 

手工艺人纯熟的技艺及生产实际结合起来，才能 

生产出既有新意又符合现代审美观且价格相对 

适中的产品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应努力扭转 

学生对漆器产业的偏见，鼓励他们投身生产第一 

线，为漆器产业输送新鲜的血液；漆器产业要勇 

于尝试新的设计，鼓励年轻人多参加国家或高校 

组织的培训，为产业发展储备创作力量，使生产 

紧跟时代步伐。 

商品销售是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平 

遥漆艺产业链与任何其他工艺产业链一样，艺人 

所做的都是幕后的工作，而商家站在台前。商家 

缺乏诚信无疑对平遥漆艺发展产生恶劣的负面 

影响。商家以商品牟利求生存无可厚非，但应该 

懂得让消费者产生认知偏差会导致消费市场的 

萎缩，最终影响的还是商家自身的利益。旅游纪 

念品受价格 的制 约，商 家对此 必须有 清醒 的认 

识，不能以次充好，而应该正确引导。化学漆和 

腰果漆制品不同于天然漆制品无毒无害，由于其 

本身的毒性而不适合用于放置食品，在室内环境 

中有害物质也会持续析出。在销售的产品中可 

以有非大漆的商品用以满足低价位的需求，但使 

用方面的禁忌要向消费者如实说明。在销售非 

天然漆商品的同时应重点销售材料正宗、工艺讲 

究、设计精美的天然漆制品，让消费者作对比，即 

使受购买力的限制无法购买，人们也会对传统工 

艺有正确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向日本学 

习，日本同样销售非天然漆产品，但在产品原料 

的标注上，只有天然漆制品才会标注为漆，而非 

天然漆产品则标注为涂料。中国消费市场的潜 

力巨大，高端产品同样有很大的消费群体。如山 

西新绛大家云雕工作室基于对传统工艺的执着 ， 

始终 坚 持 大 漆 制 作，手 工 雕 刻，精 心 设 计 

(见图 1)，产品供不应求。此可为平遥漆艺商家 

借鉴。 

三、结语 

平遥漆器要重归正途有很长的路要走。在 

漫漫征途中，带头人的榜样作用非常重要。此 

外，创新意识将是推动平遥漆艺向前发展的重要 

保证，与高校合作会是不错的选择。设计上的创 

新也应结合工艺上的创新。薛生金大师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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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西新绛大家云雕工作室展厅样品 

表率作用，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恢复了平遥漆器 

已经失传的堆鼓罩漆生产，并将推光漆器髹饰工 

艺由过去的3种增加到 20多种，还创造了独具 

特色的“三金三彩”等新工艺，推动了平遥漆器的 

创新发展。最关键的是，平遥漆器从业人员应该 

提高职业道德素养，以传承、弘扬平遥漆艺为己 

任，认真思考现状，避免在恶性竞争中断送我们 

的文化遗产。愿平遥漆艺借着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春风，自信、自省、自律、自强，回归正 

途，不辜负世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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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风格明确，布局明朗大气，层次错落，疏密有 

致，做工精巧，风格简朴，尺度宜人，色调淡雅，加 

之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等，均具有较高的艺术 

价值。河南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与艺术内涵为 

现代建筑设计提供了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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