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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淑安 蔡缨苏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里，漆器是现代工艺的产物，与中国传统

谈不上多大联系。就在不久前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大漆盒子

被选定为第九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国礼之一，漆器这项

传统工艺再次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站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而在这场

跨国的漆器对话中，使得它又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放眼浙江，在金华武义县，就有这样一位“视漆器如命”的民

间传统漆器工艺大师——钟宏云，默默地用手艺讲述着自己与漆

器不可分割的人生故事。

“武义大漆髹饰技艺”传承人钟宏云

惊艳世界皆于万般磨砺
漆器背后深藏铁汉柔情

打造最佳旅游目的地·匠由心生

兼容并蓄
一如既往的匠心独运

五十多岁的钟宏云身板硬朗，皮肤黝黑，

手臂粗壮，指甲间都是雕琢漆器留下的痕迹，

头发有范儿的向脑后扎成一束，浑身散发着

挡不住的艺术魅力。他少年时代与漆器结

缘，16 岁便拜师学艺，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

拾。初中毕业后，凭借着自己的热爱，钟宏云

选择了学做漆器，“当时学手艺是为了生活，

而自己又比较喜欢绘画”。凭借做事专注、踏

实勤奋的性子，钟宏云很快出师，成为了一名

职业髹漆艺人，当时主要负责家具髹饰工

艺。“那时候人们家里有喜事都会置办手工制

品，我就跟着师傅走街串巷、上门服务，为他

们订做漆器，很苦但是很有趣。”

几年后他便离开武义，带着工具箱出游，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一方面为了谋生，另一方

面学习各地漆器工艺。他走南闯北，历经十

多年的磨练，通过眼观耳听，不断增进自己对

漆器工艺的了解，最终也达到了将各地的漆

器制作手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境界，形成

了自己特有的技艺风格。

八十年代，大量的家具开始规模化、标准

化生产，手工髹漆技艺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

像钟宏云这样上门做工的髹漆艺人生活难以为

继、面临失业，许多手工艺人都再寻出路，唯有

他还咬牙坚持着。凭着一份对髹漆技艺的深厚

情感，1994年，钟宏云回到武义创办“漆香草

堂”，专门从事大漆髹饰技艺的传承、研究，并开

始着手研究已失传的瓷胎漆器工艺。

独挑重担
让瓷胎漆器工艺重见天日

漆器最早起源于中国，并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漆器有着

轻巧耐用的特性，其所用的大漆材料天生具

有保鲜、防腐的功能，哪怕存放千年都不会损

坏，这些优点决定了它的地位之高。

沉迷于漆器的钟宏云一心念着古时候的

漆器制作工艺，然而因工序繁琐多半都已失

传。心有不甘的他走访各地，收集大量资料，

进行无数次实验，最终摸索出一套“瓷胎漆

器”的工艺方法，并结合武义当地婺窑，还原

了大漆瓷器的这项失传已久的技艺，让漆瓷

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武义大漆髹饰技艺一直都是浙江漆艺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代传承中一直强调原

生态材料的使用和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坚守,其

金华八婺特有的“豆腐底”工艺和镶嵌、收金工

艺就是武义大漆技艺的主要工艺类型。

钟宏云的漆香草堂一直以传承传统“大

漆髹饰”技艺为己任，在钟宏云的影响下，钟

宏云的妻子徐德兰、儿子钟奇君，全部投身于

漆艺事业中。经过一家人的共同努力，现已

恢复了兴于“瓷胎”髹饰技艺、犀皮漆工艺、漆

砂砚、镶贝工艺、唐代古琴工艺、金缮工艺等

失传已久的工艺，并使得髹漆技艺进一步发

展。2016 年 10 月，武义大漆髹饰技艺成功

入选“浙江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合作创新
申请国家级非遗传承文化遗产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钟宏云同

浦江竹编手艺非遗传承人叶道荣合作制作竹

胎漆器，同千年婺州窑非遗项目传承人邵文

礼合作制作瓷胎漆器，这些非遗大师间的合

作，让这些传统技艺互相碰撞，在传承和发扬

方面擦出了更为耀眼的火花。

现在的钟宏云在武义有两家漆香草堂，

一家交由儿子钟奇君打理，主要侧重古琴的

制作和金缮技艺修复，另一家自己带着徒弟

打理，完成一些日常的漆器订单制作和研发

接下来打算推广的“红妆系列”漆器工艺品。

目前，漆器产品主要以工艺品类为主，例

如挂屏、瓷瓶、碗、漆画、砚台等，以及部分日

常生活用品，例如果子桶、收拾盒等，装饰题

材以赋予美好寓意的花鸟、山水、人物、吉祥

图案为主。接下来的“红妆系列”，正是迎合

了旧时大户人家嫁女的民情风俗，又一次将

漆器作为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展现的载体，带

到千家万户中。

问及未来的打算，钟宏云眼里放着光侃

侃而谈，他想将“武义大漆髹饰”技艺进一步

申请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让这

项中国传统技艺得以更好的保护。这些年他

培养了很多徒弟，他们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为大漆技艺的发扬默默奉献着，他打算在明

年申请开办培训班，为那些有兴趣的人提供

更多的接触机会，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

项技艺推广给更多的人，让大漆工艺实现“百

姓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人们的心里。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文化为旅游提供丰富的内容产品,旅游

则为文化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武义县旅游

委员会副主任吴晓娟告诉记者，“近年来，武

义县政府和武义旅委充分挖掘历史遗存、民

俗文化、非遗手工艺等文化符号，在政策上和

宣传推广上给予支持鼓励，并把像武义大漆

这样的非遗手工艺与旅游产品、节庆活动有

机结合和包装，突出体验性、参与性，不仅使

文化传承有了生命力，更让旅游增加了体验

感，内容也更加丰富。”

“武义大漆髹饰技艺作为重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具有底蕴深厚的历史价值、丰富多

元的文化价值、美用统一的艺术价值和稳中

求变的创新价值。钟宏云作为传承人 30 多

年来孜孜以求、不忘初心，志在传承弘扬。他

对传统技艺既有传承又有大胆创新，精益求

精、精雕细琢，几十年如一日，正是追求完美、

追求卓越、追求极致的新时代大国工匠精神

的体现。”武义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研究馆

员，地方民俗文化研究者唐恒臻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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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宏云的漆器作品

钟宏云同浦江竹编手艺非遗传承人叶道荣合作制

作竹胎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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