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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新怡 李蔚

杭州的良渚博物院有

一个临展，这个展不大，室

内的展示空间一共才 700

平方米。

展品还很特别，除了文

物，还有当代艺术作品，彼

此相邻，没有明显的区块分

隔。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

的牵系，要靠观者自己去想

象体味。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展 ，却 有

很多人为它打

CALL，考 古

界人士、文

艺界人士，

还 有 很 多

年 轻 的 文

博爱好者。五

花 八 门 的 分 享 方

式让人大开眼界。

好了，谜底揭晓，

这就是良渚博物院的

【不朽——大漆艺术五

千年】。

漆器，是我国先民的发

明。他们割开漆树，漆液顺

割口流下，经过一番氧化聚

合反应后，这种物质被赋予

了抵抗时光的坚固力量。

自此，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

性材料，更是一种生命形

态。

在【不朽——大漆艺术

五千年】中，我们可以从当

代的先锋艺术作品中，一步

步往上追，从技术层面，从

色彩表达，从精神观念去寻

找与古人的呼应与延续；也

可以顺着自新石器文化而

始的漆艺源流而下，去感受

人类的创造力，一种绵延不

断的文化的力量。大漆的

不朽，也是精神上的不朽，

传承上的不朽。

良渚的这个大漆展很特别良渚的这个大漆展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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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有玉也有漆

三四个脑袋凑在一方小小的展示窗口，端

详着浸在溶液中的一件器物——良渚文化漆

鸟首形器。

窗很小，约一尺见方，犹如小小的佛龛。

为什么做得这么小？良渚博物院院长徐

天进解释，这是希望大家能把视线更加集中在

里面的展品上。

漆器，在中国有 8000 多年的历史，早在河

姆渡之前，跨湖桥遗址曾考古挖掘出一把弓，

是用漆的。余姚井头山遗址，也有漆器的考古

发现，最新的测点应该是距今8300年左右。

不过，良渚漆器在技术上的成熟度远远超

过了跨湖桥、河姆渡。有关良渚漆器考古发掘

的成果好多还没发表，它是良渚文明中一个很

重要的门类。

就看这件漆鸟首，漆已经不是简单的粘接、

防腐、涂髹的作用，鸟的特殊造型，一看就不像

日常生活用的，好像本该镶嵌在某种重要东西

上面，上头的彩绘纹样也类似后来的青铜器。

不只漆鸟首，展览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一共借了 5 件良渚时期的漆器，有两三件还

泡着就展出了，同样有着极富装饰性的纹样。

“这样的纹样用在这种器物上，可能跟礼

仪活动有关。”徐天进院长说，良渚的漆器工艺

已经发展出来有漆绘，有镶嵌，不论器形、工

艺、纹样、色彩上都有极大的丰富，类似青铜

器，“到后来的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存在着

一个漆礼器与青铜礼器共存的系统，如果要

追，可以上追到良渚，这时的漆器已经与礼制

产生了关联性，与玉礼器差不多。”

所以，良渚漆器堪称中国新石器石代髹漆

工艺的巅峰，其形、纹、色都对后世漆艺产生了

重要影响。而这也是展览的名称【不朽——大

漆艺术五千年】的由来，中国虽然有八千年的

漆器历史，但本次展览是五千年，以良渚为原

点，从良渚的漆器说起。

生与死，朽与不朽

展厅里的出土文物中，最大件的要数战国

彩绘漆镇墓兽，2002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

7号楚墓，一出土就被送到荆州。在出土竹木器

修复方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是全国第一流的。

越是大件的器物，脱水修复的时间越长。

从此，大个子镇墓兽在荆州一待就是 20 多年，

而刚脱完水不久，它就被良渚博物院借走了，

连“家”都没来得及回。所以，这次也是它的全

国首展。据说，当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

发掘者来看过它，泪流满面，就像看到出嫁多

年的姑娘一样“舍不得”。

镇墓兽是一种随葬物，常见于楚墓中，带有

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巫术神话色彩。古人

认为，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一种转变和永恒，

漆具有不朽的属性，髹漆后的镇墓兽用于镇压

墓中的邪气，以佑护死者灵魂的安宁。

镇墓兽的一左一右的室友，是与它同为随

葬品的木俑和鹿角。其实这件镇墓兽也有一对

自己的鹿角，因为还未完成脱水就没来。要是

它妆造齐全，虎头虎脑，垂着长舌头，脑袋上还

有一对大大的鹿角，这造型就越发奇谲怪诞了。

这三件随葬品，与两侧展示墙上的当代漆

画共同构成了一个展示空间。两幅漆画是当

代漆艺大师唐明修30年前的作品，有油画一般

的质感，画的是一对藏民夫妇。

10年前看这两幅画时，徐院长说，丈夫的脸

还是黑黝黝的，但漆会随时间的流逝不断氧化，

当下再见这幅画时，漆彩越来越透，“现在看，他

脸上的高原红透出来了，是不是很有力量感。”

漆就是这样一种历千年而不朽，又一直处

于变化中的生命形态。

西汉穿越而来的喵星人

展览上当之无愧的顶流是借展于山西博

物院的北魏司马金龙漆画屏风，这是学美术史

的人绕不开的一件顶级国宝。它与同时展出

的三国名将朱然墓出土的贵族生活图漆盘早

在2002年就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的64件国宝

名单。但是，漆画屏风仅展至 1 月 12 日，撤展

后接档的是来自浙博的北宋识文描金檀木舍

利函，代表了中国漆器工艺的最高水平，至今

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不过，从目前的热度来看，接过这个展顶

流咖位的不是漆盘，也不是舍利函，而是一只

狸花猫。

有人一天里往返沪杭，就为了能跟这只猫

面对面；有人为临摹跑了好几趟，总觉得没描

出神韵；有人哀叹，手机镜头倍数拉到最大，都

觉得看不清晰。

这只“狸猫”借展于湖南博物院，同来的10

多件器物中，只有一件西汉“君幸食”“九升”彩

绘狸纹漆盘上，才趴有这只耳朵尖尖，圆圆滚

滚，尾巴拖得像条酱瓜的狸猫。也许当时的古

人已经开始养猫驱鼠，以为在食具上画只喵星

人，也可以起到吓唬老鼠的用处。

到了汉代，漆器的生产规模之大，质量之

精，所耗之巨，远超前代。而绘制这件盘子的

古人真是天生的灵魂画手，把一只中华田园猫

画得灵动又活泼，抽象又可爱，难怪看展的小

姐姐们想把它描在心爱的本本上，甚至是自制

的环保袋、文具袋上。

具有网红潜力的还有一只西汉彩绘云纹

漆卮，被戏称为西汉马克杯。已经有制陶爱好

者捏出了一个，模样学了个五六成，复刻比拼

仍在进行中。

“中国的大漆艺术，每个小小的单元展开

后，都会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一次展览是承

载不了这样庞大内容的。”徐院长说。在他看

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展览”。不过，不到百

件的精品，各自作为某个时代特征的表现，提

纲契领共同构成了一个脉络，完成了一个轮廓

性的描述。

而一个展览最想达成的目的，是希望观众

能把过去和今天结合起来看待，不要觉得博物

馆里的是遥远的过去，是跟我们没关系的古

代，其实传统就在当下。

就像唐明修的当代作品里，能引发人有关

生命、时间的思考，仍葆有大漆美学的传统表

达；就像良渚时期就奠定的红黑设色，历经战

国、汉代，再到如今的赤黑漆碗，一直延续到今

天，而当下的年轻人依然会被这种凝重而热烈

的设色所吸引，并GET到西汉漆盘上张力十足

的造型、气韵生动的构图，一只来自西汉的喵

星人也因此收服了众多的粉丝。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审美的主体。“一

个人在这个展上所能感受到的取决于他自己，

希望他看到的比我们想告诉他的还要多。”徐

院长说。

【服务区】

地点：良渚博物院

时间：2023年12月27日

至2024年5月5日

（周一闭馆）

提醒：部分展品将提前撤

展，请关注良渚博物

院公众号

镇墓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