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漆器是中国人一项伟大的发明。早在 8000 年前的跨

湖桥文化，漆已经被应用于生活，或是涂弓，以保护木质

材料免受腐蚀，或是黏合剂，将破碎的陶器粘起。唐宋时期，

随着中国茶文化的渐趋兴盛，“漆”作为一种优质的天然

涂料，开始被用于茶具的设计与制作。

一、宋元时代：漆茶具的滥觞期

两宋时期，漆茶具已经出现。南宋吴潜《上庙堂书》

中有“漆茶盏托一千副”的记载①，可知当时漆茶具的生

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1998 年，福建邵武南宋黄涣墓还出

土了一件银釦漆兔毫盏（图 1）。口径 10.4、高 5.4、足

径 3.4 厘米。敛口，薄唇，深腹斜收，小圈足。外壁漆面

饰红褐色放射状线纹，以模仿建窑兔毫碗线条状的结晶釉。

外壁髹漆仅及腹下，腹下的盏壁仅覆有薄漆灰和糙漆，圈

足则露出木胎。口沿嵌以银釦，并多细断纹。这种以漆作

仿建窑黑瓷盏的样式，最初见于宋代，当时的漆工已充分

掌握建盏的厚胎、束口、半釉等特征，与后世的仿雕漆作

品形成鲜明的映照。不过，当时大部分漆盏皆为素髹漆器，

明清时代的漆茶具研究

□  晏昕

古器物考

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宋元黑漆盏托（图 2），即是一例。

宋元之际，随着雕漆工艺的日益完善，开始以雕漆工

艺制作茶具。雕漆是漆器工艺中的重要品类之一，其制作

方法是在器胎上层层髹漆，少则二三十道，多达一二百层。

每髹一道，即放入特制的窨箱内，令漆凝结，髹到所需厚

度，始雕刻花纹，故谓之雕漆②。雕漆依据漆色或纹饰特点，

还可以分为剔红、剔黄、剔黑、剔绿、剔彩、剔犀等。

宋元时代，已经出现剔犀茶具。剔犀为雕漆品种之一。

明代《髹饰录》载：“有朱面，有黑面，有透明紫面。或

乌间朱线，或红间黑带，或雕黸等复，或三色更叠。其文

皆疏刻剑环、绦环、重圈、回文、云钩之类。”③

元剔犀如意云纹盏托，直径 15.5、高 7.8 厘米，现藏

于浙江省博物馆（图 3）。盏托由杯形盏、圆盘和高足组成，

漆盏外壁与盏托皆髹朱漆，雕饰如意纹，漆层肥厚，刀口

断面可见黑线，雕琢峻深，线条流畅，光泽而蕴亮。在苏

汉臣款《货郎图》中也可见到此类器物，推车上挂满琳琅

满目的货物，其中左侧悬有一组漆盏。如果此图有原型，

图 2  宋元 黑漆盏托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 1  南京 银釦漆兔毫盏

邵武市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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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还可以推测出当时漆盏的销售方式。

二、明清时代：漆茶具的繁荣期

明清时期，漆器工艺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杨明在《髹饰录》序言中

谈到：“然而今之工法，以唐为古格，以宋元为通法。又

出国朝厂工之始，制者殊多，是为新式。于此千文万华，

纷然不可胜识矣。”④王世襄在《中国古代漆器》中提出，

“纵观我国漆工史，前期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是战国，而

后期则要数明代。其重大发展也表现在髹饰品种的增多和

工艺上的极高成就。”⑤其中，雕漆的发展尤其引人注意，

并成为明清漆茶具的主体。

明清时期的漆茶具以盏托为代表，按照工艺的不同，

又以雕漆为大宗。

（一）雕漆

1. 剔红

剔红，为雕漆品种之一，又名“雕红漆”或“红雕漆”。

宋元时期已渐趋成熟，发展于明清两代。明黄成在《髹饰录》

中写道：“剔红，即雕红漆也。”其法常以木灰、金属为

胎，在胎骨上层层髹红漆，少则八九十层，多达一二百层，

至相当的厚度，待半干时描上画稿，然后再雕刻花纹。一

般以锦纹为地，花纹隐起，华美富丽。

明永乐剔红云凤纹盏托（图 4），高 7.6、口径 9.5、

盘径 16.5、足径 8.3 厘米。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盏

托由圆口、葵瓣形盘和外撇圈足三部分组成。通体以黄漆

为地，上雕红漆花纹。外壁及盘上雕双凤，翱翔于云中盘

外壁及圈足雕朵云纹。托内至足为空心，壁髹赭色漆，足

内一侧针划“大明永乐年制”行书款。值得一提的是，云

凤以盛开的花卉作地，花筋叶脉，禽身羽毛，纤细如丝，

繁简适中。虽然形象概略，但展现出浪漫主义的意境。北

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另一件相似的作品。

明永乐剔红花卉纹盏托（图 5），高 10、口径 12、盘

径 21、足径 11.4 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盏托承

继宋代盏托之形制，而在规制上略有变化。分为圆盏、葵

瓣形盘和外撇圈足三部分。通体以黄漆为地，雕镂花纹。

盏、盘及足部均环雕俯仰相间的花卉，包括牡丹、栀子、

茶花、菊花、石榴等。盏托内至足为空心，髹赭色漆，足

内以针划“大明永乐年制”行书款。整体图案有起伏层次，

在盛开的花卉周围，托着花蕾，枝叶茂密，而局部的花卉，

明显凸起表面，逼真地表现出花叶的饱满丰硕。“有的花

纹上下起伏达三四层，层次丰富，增强了立体感。这是明

代雕漆技艺的新发展。”⑥

这种剔红盏托一直延续到清代，大体形制变化不

大。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剔红盏托大多为清代乾隆时

期的作品。
图 6  明 剔犀漆盏托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 5  明永乐 剔红花卉纹盏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4  明永乐 剔红云凤纹盏托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 3  元 剔犀如意云纹盏托

浙江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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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剔犀

剔犀是雕漆中最早出现的品种之一。早在宋元时期已

经应用于漆茶具制作，明清时代仍在延续。明剔犀云纹盏

托（图 6），高 9.0、口径 9.0、底径 8.0 厘米，现藏于中

国茶叶博物馆。盏托由盏、圆盘和高足组成。通体外髹紫

红色漆，内壁髹黑漆。盏壁、盘内外壁及高足皆刻饰如意

云头纹，刀口断面可见黑线，刀锋犀利，委婉流畅，优美

的线条与流畅的如意纹交相映衬，更显雅致与华贵。北京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剔犀云纹盏托（图 7）与此类似，但

为葵瓣式盘，如意云头纹更为繁缛。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另一件明剔犀云纹盏托（图 8），

直径 19.4、高 7.9 厘米。原配盏已经遗失，仅存盏托。内

沿饰连续云纹，所雕纹饰构图饱满，髹漆肥厚，黝黑峻深

的刀口断面中，显露朱漆数道，正是《髹饰录》中所谓“乌

间朱线”的作法。云纹层次分明，且厚度一致，线条流畅

委婉，为明代剔犀的经典之作。

（二）脱胎

脱胎漆器是以木、泥等塑成胎胚，以大漆为黏合剂，

而后用苎麻布或绸布在胚胎上逐层裱褙。待其阴干后，脱

去原胎，留下外形，再经过上灰底、打磨、髹漆等工序，

最后施以各种装饰纹样。脱胎漆器历史悠久，到清代乾隆

年间，沈绍安以夹苎技法为基础，创制出新奇别致的福州

脱胎漆器。

脱胎朱漆菊瓣式盖碗（图9），口径10.8、通高9.8厘米，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碗呈菊瓣形，敞口，弧腹，平底，

矮圈足。通体髹朱漆，盖内及碗心髹黑漆。此种制式为清

宫饮茶之用。据档案记载，清乾隆四十年二月，命令苏州

织造按照发去的青白玉撇口碗样款大小，照先做过的朱漆

菊瓣盘做法一样成做朱漆菊瓣盖钟一对。同年十一月做得

送京后，交懋勤殿刻“乾隆年制”方款。次年，御制诗《题

朱漆菊花茶杯》写成，再传做菊瓣式钟、碗则要求内底和

盖里务必刻诗。⑦诗曰：“制是菊花式，把比菊花轻。啜

茗合陶句，浥露掇其英。” 

（三）螺钿

螺钿是漆器的重要门类之一，将螺、贝、蚌等软体动

物的体壳加工成薄片，刻划并拼组成花草、人物、鸟兽等

纹样，镶嵌于漆、木等器物表面的装饰技法。早在西周时

期，已经出现镶嵌蚌泡的漆器，被认为是螺钿工艺的滥觞，

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发展出加彩漆、描金、金箔、

金银嵌错和加“沙”（即撒壳屑）等辅助手法，创造出五

色斑斓的效果，所谓“百般文图，点、扶、钩、条，总以

精细密致如画为妙。”

黑漆嵌螺钿云龙纹盖碗（图 10），现藏于北京故宫博

物院。以黑漆为底色，内施金漆，以螺钿嵌出云龙纹图案，
图 10  清 黑漆嵌螺钿云龙纹盖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9  清 脱胎朱漆菊瓣式盖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8  明 剔犀云纹盏托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 7  明 剔犀云纹盏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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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静而优雅。2004 年，在日本冲绳举办的“故宫博物院藏

日本冲绳文物展”，共展出文物 72 件，都为清宫旧藏，

包括琉球漆器贡物 30 件，此件盖碗亦在其中，被认为是

琉球国的贡品。

清代常见的螺钿茶具还有茶盘。如清木嵌螺钿花鸟纹

椭圆形茶盘（图 11），高 3.0、直径 76.0、底径 47.0 厘米，

现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茶盘采用酸枝木为胎，表面以螺

钿镶嵌出花卉、山石、亭台的图案，布局繁而不乱，填嵌精细。

（四）犀皮

犀皮或作西皮、犀毗，也是漆器的重要门类之一。早

在汉魏时期已经出现。其工艺是先“在光底漆胎遍刷黄推

光漆，待漆转稠，将烙出一个个凹陷的竹板模具压印在稠

漆面，待漆实乾，取下压模，对漆面凹凸略事砂磨，髹红

推光漆，入窨待漆实乾，髹黑推光漆，下窨耐心等待干固

后取出，磨显出一圈圈的花纹。”⑧

清犀皮茄形罐（图 12），高 13.0、口径 2.8、底径 1.5

厘米，现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以木为胎，器身仿茄子，

表面髹光亮黑漆，通过重重打磨，呈现出类似片云、松鳞

的纹理，颇具趣味。

三、紫砂漆器与仿雕漆的出现

（一）紫砂漆器

明清时期，宜兴已成为“鬻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走天

下半”的陶都，其作品以茗茶壶具最具代表性，不仅被时人

珍视，还通过定烧、进呈等方式进入宫廷。宜兴紫砂在概念

上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紫砂是以紫砂泥料为胎骨，无

论器表上釉、包锡，还髹漆，皆可称为紫砂器。狭义的紫砂

则专指素面素心即便略加彩饰但仍显现质地的紫砂器⑨。本

文所论为广义的紫砂器，即以漆髹饰紫砂的作品。

明宜兴窑“时大彬”款紫砂胎剔红山水人物图执壶（图

13），通高 13.2、口径 7.6 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壶为紫砂胎，呈方体，圆口，曲流，环柄，壸门足。通体

髹红漆，再剔雕出山水人物纹样。壶体四面开光，内刻回

头天锦和方格“卍”字地锦，四面分别雕刻品茗、高士等

图案。壶盖与肩部皆雕饰吉祥杂宝纹，盖钮作莲花形。壶

柄与流口饰飞鹤流云纹。壶底髹黑漆，书“时大彬造”四

字楷书款。

时大彬，号少山，明末制陶家，宜兴 ( 今江苏宜兴 )

人，为制陶名手时鹏之子。善制壶，对砂壶的泥色、形制、

技法、镌刻等都独具心得。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载

陈其年诗云：“宜兴作者推龚春，同时高手时大彬。碧

山银槎濮谦竹，世间一艺皆通神。”⑩陈贞慧《秋园杂佩》

载：“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其制始于供春，

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后则如陈壶、徐壶、

皆不能仿佛大彬万一矣。”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
图 11  清 木嵌螺钿花鸟纹椭圆形茶盘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 13  明晚期 宜兴窑“时大彬”款紫砂胎剔红山水人物图执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12  清 犀皮茄形罐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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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数件紫砂胎漆器。如清雍正

宜兴窑紫砂黑漆描金彩绘方壶（图 14），高 11.5、口径

12×9、足径 8×9 厘米。壶为直口，略呈长方形。器身方

中见圆。弯流，方柄，壸门足，方亭式钮。壶以紫砂为胎，

外髹黑漆，再以金彩图绘。壶身绘山水楼阁，壶柄和流上

则绘梅花。画面总体构图饱满，黑地金彩更增添了富丽堂

皇的气息。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仅存的雍正朝紫砂胎描金

彩绘壶。

清乾隆宜兴窑紫砂胎黑漆描金菊花图执壶（图 15），

高9、口径8、足径7.5厘米。壶为扁圆腹、短弯流、环形柄、

圈足，宝珠钮。以紫砂作内胎，外髹黑漆，以金彩绘出菊

谈到：“茶壶以砂制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

供春最贵，第形不雅耳，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实佳，

固不必专以受水半升为重也，但取其形式古洁，即可注茶。

惟当试其盖，可随手合上，举之能吸起全壶者，则尤佳矣。

徐印香舍人尝得一壶，乃细土澹墨色，彷彿银沙闪点。”

识者审为大彬手制，非为假托，道出了时大彬制紫砂器

的特点。

陈丽华认为：“以紫砂作漆器胎骨者不多见，而以名

匠时大彬所制紫砂器为漆器胎骨者，仅见这一件。此雕

漆壶款识的发现无疑为这类风格的雕漆提供了断代的参

照依据。”

图 19  钱选（款）十八学士图卷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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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丛，花叶被染为红、绿色，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仔

细观察还会发现，壶上的图案略微凸起，稍高于漆地，花

纹更富立体感。外底以篆体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

在紫砂胎上髹黑漆并绘金彩，在工艺上最难的是漆皮是否

会剥落的问题。此壶似解决了这一难题，展现出技术的精

益求精。

清宜兴窑紫砂金漆竹节壶（图 16），现藏于北京故宫

博物院。以紫砂为胎，通体髹金漆。其形态取自自然界中

的真实竹桩，从竹根到竹节，极具自然之趣。总体设计巧妙，

沉稳古雅，金漆的颜色正如竹子枯黄的颜色。

（二）仿雕漆

如果说宋代的银釦漆兔毫盏是用漆器仿制瓷器，那么

清代的仿雕漆则是以瓷器仿制漆器。清乾隆年间，景德镇

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御窑厂内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能

工巧匠，不惜工本，以瓷器摹仿各种工艺品，如木器、竹器、

漆器、铜器等，摹仿技艺之高，几可乱真。

仿雕漆釉茶船（图 17），高 4.5、长 14.1 厘米，现

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器呈船形，外壁施矾红釉，内壁满

施金彩，但多已脱落。口沿在瓷器表面雕刻出锦地纹及连

续回纹，近足处刻莲瓣纹，底红釉无款。从形制、釉色到

纹样、质感，均酷似漆器。茶船，又名“茶托”或“盏托”，

区别于茶盘，是一种置茶盏的承盘。此件仿生釉作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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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瓷与颜色釉工艺相结合，而以漆器为圭臬，反映出乾隆

时期陶工对釉料的配制、烧成火候及气氛等工艺已能运用

自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仿雕漆釉茶船（图 18）与此

基本一致。

余论

漆茶具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影响到当时的

社会生活。乾隆皇帝对雕漆情有独钟，曾作《咏永乐雕漆

茶盘》云：“细针刻未匠人偷，笻杖伊谁适罢游。咫尺高

轩归咏句，聊因解倦试茶瓯。”又作《咏嘉靖雕漆茶盘》

云：“果园秘制刻雕精，破闷偏宜茗椀擎。何必宣成寻旧

器，越窑新样煮三清。”注曰：“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

佛手、松实啜之，名曰‘三清茶’。记之以诗，并命两江

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茶，致为精雅，

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一件雕漆茶盘引起了乾隆的诗意，

可见漆茶具在其心中的地位。

再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为例，其主

要创作于清代雍正到乾隆时期，其中的部分生活细节被认

为是作者曹雪芹的亲身经历。第六回“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云：“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一个

小小的填漆茶盘，盘内一小盖钟。凤姐儿也不接茶，也不

抬头。”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中也提到：“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

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内放着

旧窑茶杯并十锦小茶盅，面泡着上等名茶。”可看出漆茶

具在官宦世家的使用。以漆茶盘配旧窑茶杯，再配上等茗

茶，自可见漆茶具的珍贵。在同时代的绘画中，也可以看

到漆茶具的形象，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钱选（款）《十八

学士图卷》（图 19），有学士围坐宴会的场面。每人面前

皆有一红漆盏托，上置白瓷盏。画卷中部有一童子正在备茶，

旁边侍从的手中捧着一红漆茶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佚

名《煮茶图》中，士人面前也有一红漆盏托（图 20）。

近代以降，传统的漆器工艺逐步走向式微，品茶也

不再是每家每户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但漆茶具作为中

图 18  仿雕漆釉茶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17  清乾隆 仿雕漆茶船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 16  清 宜兴窑紫砂金漆竹节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15  清乾隆 宜兴窑紫砂胎黑漆描金菊花图执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14  清 宜兴窑紫砂黑漆描金彩绘方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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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漆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重要的物

质文化遗产。2006 年，扬州漆器髤饰技艺和平

遥推光漆器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1 世纪初，在倡导漆艺复兴的时代，

以漆茶具引领漆艺复兴，或许是一条将传统物

质文化与当代生活相结合的可行之路。当然，

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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