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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质上乘 年代确切
1956年，苏联援建洛阳矿山机器厂项目在涧西搞

基建时，考古专家发掘了一座古代墓葬。随着发掘工作
的展开，墓道、前甬道、前堂、耳室、后甬道、后室逐一显
现。在墓葬前室，一个沾满泥土的杯子引起考古人员的
注意，当考古人员将泥土清理干净后，一件通体光亮的
白玉杯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白玉杯高11.7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4厘米，背
身呈直口筒状，底部是圆盘状矮足，大小类似于我们现
在使用的小酒杯。整个玉杯光滑平整、线条流畅，没有
任何纹饰，但雕工精美，口沿、筒身、底部转角处，无一
不圆润明晰。洛阳博物馆副馆长高西省说，杯子是用新
疆上等和田白玉雕琢而成的，玉质莹润细腻，虽历经千
年却毫无残缺，是难得的精品。

除了白玉杯，随葬物品中还有一件器物让考古人
员惊喜万分，那就是雕刻有“正始八年八月”铭文的铁
帏帐钩。正始八年即公元247年，以此可确定该墓葬为
三国魏王曹芳时期的墓葬，这也是洛阳地区目前所见
的唯一有确切纪年的曹魏墓葬。

实用器皿 薄葬例证
中国古代玉文化历史悠久，迄今为止出土了许多

精美的玉器。但有一个时期的玉器出土量稀少，那就是
三国曹魏时期。高西省说，这件白玉杯的出现，对研究
曹魏时期玉文化和丧葬文化提供了实物例证。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贵族陪葬的玉器数量众多，被
称为“丧葬玉”。然而，这个贵族墓葬的“丧葬玉”却仅是
一件实用器皿白玉杯。

这是因为曹操改革汉朝厚葬礼制，推行薄葬。高西
省说，经过汉末大动乱及群雄混战，社会经济凋敝，统
治集团无力花费巨资经营丧事。另外，是怕陵墓被盗，
自古至今，国家兴衰交替，亡国之后，陵墓往往被盗挖，
墓里放的财宝越多，越容易被盗，所以不如薄葬。没有
任何花纹与雕刻的白玉杯，就是曹魏时期推行薄葬的
有力见证。

白玉杯：
素朴优雅美天成
见证曹魏薄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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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忆熊耳满山漆
——洛阳漆文化一瞥 □郑贞富

2 三代王都重漆器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五彩漆器照洛都漆科木本植物漆树是我国重要的特用经济林树种之
一。漆树可取蜡，籽可榨油，木材坚实，生长迅速，为天然涂
料、油料和木材兼用树种。漆液是漆树的分泌物，经化学
变化能在器物表面形成薄膜，具有保护和美化器物的作
用，是天然树脂涂料，素有“涂料之王”的美誉。漆的使用
以我国为最早。洛阳是漆树的原产地之一，洛阳漆器历史
上长期在国内独领风骚。

古代洛阳多野生漆树。《山海
经·中山经》说：“熊耳之山，其上多
漆，其下多棕。”熊耳山在洛阳西南
部。《山海经·中山经》又说：“翼望之
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
阳多赤金，其阴多珉。”翼望山，今洛
阳与南阳交界处，属伏牛山系。

《韩非子·十过篇》载：“尧禅天
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
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
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
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
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
画其内。”

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尧舜禹时
代漆器之珍贵，即使是尧舜那样的
贵族首领用为食器，还是太奢侈，
说明漆器制作工艺尚未普及，但无

疑这还是推进了漆器竞相比美之
风的盛行，开启了崇尚漆器奢华之
门，促进了漆器艺术的发展；漆器
主要用作食器和祭器，表明其实用
功能；漆器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和红
色，用红色画花纹，突出器物的美
感。这几点同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发
现基本相符合。

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漆器的种
类和数量的增多情况来看，当时的
漆器产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而且应
有专业化分工，还应有专门的设计
人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手工业阶
层和产业群体。尧舜禹活动的中心
均在河洛地区。由此可见，中国漆文
化的根基深植于河洛地区，正是在
这里迎来了漆器艺术发展的曙光，
敲响了漆时代即将来临的晨钟。

洛阳是夏、商、周三代王都，漆
器的制作技术已经成熟并不断进步。

在夏代时，漆器装饰艺术已
经开始在祭器、礼乐器上广泛使
用，漆器种类渐多。偃师二里头遗
址是夏朝的都城，在这里发掘了
朱漆髹（xiū）饰的棺、漆盒、漆觚、
漆钵、漆鼓等一批漆器。

在商代，漆器制造业初具规
模，形成了特有的体系，漆器数量
和种类不断增多，色彩和图案越来
越丰富。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都
城，在这里出土了朱、黑彩漆相间
髹饰的具有饕餮、龙虎、云雷纹的
漆器，再现商代漆器威严狰狞的彩
饰风格，揭示出漆器与青铜器在形
制和图案上的渊源。

西周时期，在漆器上除了前代
已使用的彩绘、贴金片、镶绿松石
等装饰技法外，还运用了嵌蚌泡这
一全新的髹漆工艺，如在洛阳邙山庞
家沟西周墓发现的瓷豆，豆外套有嵌
镶蚌泡的漆器托残片。

东周建都洛阳时期，漆器被广
泛用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出土的漆器门类众多。如饮食用品
中的杯、盘、豆、勺、俎、壶等，日常
生活用的奁（lián）、盒、几、床、衣
箱，武器类的漆弓、漆盾、甲胄及各
种兵器的杆、柄、鞘等，乐器中的
琴、瑟、鼓、笙，葬具中的棺、椁以及
镇墓兽。此外，还出现了纯艺术形
态的漆器工艺品，如漆鹿、虎座凤
鸟、礼器中的漆簋（guǐ）等。王亲国
卿、宫廷贵族竞相使用漆器而代替
青铜器，在上层社会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出土漆器千姿百
态，其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制作之
精、分布之广，远远超过了前代。当
时漆器已和丝一样成为一种主要
的流通商品，而漆器手工业的发
展，也进一步刺激了漆树种植的发
展。东周时期，漆树的栽培受到官
府重视，并设有官营漆林，由专门
官员管理。这时民间已有较多的漆
园，周王室开始对漆园征税。

战国时期，生漆和桐油的混用是我国
漆工艺史上一项最杰出的创举，胶漆相投
使漆器装饰艺术的表现力实现了历史性
的突破。西汉的经济中心、东汉的都城洛
阳，迎来了漆器工艺千文万华、色彩缤纷、
兴盛繁荣的新时代。

两汉洛阳墓葬中出土漆器众多。如
在烧沟东汉墓群的一个墓中随葬有漆奁
5件、漆盒2件、漆罐2件。汉代，在口沿
上饰以铜扣的漆器被称为扣器，是一种非
常贵重的工艺品。《盐铁论·散不足》说，富
者才用银口黄耳的扣器。这种贵重的漆
器，只能由官营手工工场生产。

这些出土漆器的用色也非常丰富，
有鲜红、暗红、浅黄、黄、褐、绿、蓝、白、金
等9种颜色，花纹精美生动。

西汉时贫寒者多穿木屐，到东汉时
则毋论贵贱均穿漆木屐，妇女出嫁亦穿
五彩漆画的木屐。这说明，这时漆画水
平已很高，经过漆画的木屐，显得美观时
尚，因此成为洛阳人的最爱。

4 皇宫门户皆朱漆

从东汉始，洛阳皇宫、皇家园林、皇家
寺庙的门窗、殿柱皆用朱漆装饰。

永宁寺是北魏洛阳规模最大、景观最为
奇丽的皇家寺院。《洛阳伽蓝记》说，永宁寺

“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
上阳宫是唐代洛阳的离宫。李赓《东

都赋》说：“上阳别宫，丹粉多状，鸯瓦鳞
翠，虹梁叠状。”从诗赋的描写中，我们可
以想见上阳宫里那些有琉璃瓦和红油漆
殿柱的建筑的高大宏丽。

北宋末年，宋徽宗曾对西京（洛阳）皇
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垣扩大到16里，超过

了前代。《宋史》记载，这次创修大内，“合屋
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
赀”。髹漆之时，“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
价日增，一升至数千”。洛阳城外四郊20里
内之墓冢，“悉被发掘，取人骨为灰矣”。

宋徽宗为髹漆装饰宫殿，要求用骨灰
打粉底，导致疯狂的掘墓取骨烧灰活动。
如此昏君，不亡国才是怪事！

在唐宋时，洛阳贵族之家也用朱漆装饰
房屋。如白居易在履道里修葺新居，油漆朱
色门窗，并造池上桥，植花草树木，此工程由
当时的河南尹王起负责。

相关链接▶▶

文物名称：白玉杯
文物年代：曹魏
出土时间：1956年
出土地点：涧西区曹魏正始八年墓

它，通体洁白温
润，线条流畅优美，素
朴中透着优雅。这就是
在洛阳博物馆珍宝馆
内静静安放的“镇馆之
宝”——白玉杯。它虽
然没有任何装饰，却给
人天然之美的强烈感
受，是曹魏时期玉器由
等级化向世俗化转变
以及厚葬向薄葬转变
的重要见证。

核心提示

中国使用随葬品的习俗在原始社会已经出
现。最早的随葬品多是生活用品，如陶器等。人们
认为死者虽死犹生，死后还要像活人一样生活，因
此应该带去生活必需品。

后来，人们认为要把死者供养起来，不让他们
劳作，随葬品由生活必需品渐渐变成了奢侈品，如
金银玉器、布帛绸缎、书画玩器、货币等，而平民则
以竹木、陶土、布帛等材料制成模型随葬。到了宋
代，纸做的明器逐渐流行，如花圈、纸马匹、纸房
等。由于实物模型明器费工、费时、费料，并且不比
纸货好看，所以现代农村依然流行纸制明器。

随葬品的演变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在洛宁县小界乡有个王沟村。相传
很早以前，王沟村并非此名，而被称为上
皇姑村；与该村相照应，在东宋镇还有个
下皇姑村，即如今的下王沟村。

相传，上皇姑村与下皇姑村的村名
来历都与刘秀的三女儿皇三姑有关。

据说，当年刘秀被王莽追杀，他的妻
儿四散逃亡，三女儿皇三姑流落到了现在
的王沟村和下王沟村一带。有一天，皇三
姑在讨饭时被村里的一对好心夫妇收留，

并认作干女儿。不久，夫妇俩相继去世，家
中的哥嫂将皇三姑视为累赘，冷眼相待。

皇三姑经常忍饥挨饿，不仅头上生有
脓疮，头发还开始脱落，相貌变得十分丑
陋，哥嫂因此更加厌恶，将她赶出了家门。
皇三姑四处流浪，常因相貌丑陋被人嘲笑。

一天，她一路向东乞讨，黄昏时来到
一个村庄。一位老人见她可怜，便给了她
一碗黑豆面稀饭，饥肠辘辘的她一饮而
尽。晚上，她和老人挤在磨房中睡了一

夜。第二天醒来后，皇三姑惊奇地发现，
头上竟重新长出了黑色的秀发。她到小
河边梳洗，发现脸上、身上的脓疮也奇迹
般地痊愈了。

后来，皇三姑为了感谢那位老人，就
留在了老人身边。她将老人视为自己的
母亲，精心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老人也
将皇三姑视为女儿，对她爱护有加。

数年后，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派人到
豫西地区寻找女儿。当来人找到皇三姑

时，她已奄奄一息，还没等太医赶到，她
就离开了人世。刘秀心痛不已，下旨厚葬
女儿。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皇三姑，便将
她住过的两个村子分别命名为上皇姑村
和下皇姑村。 （赵佳）

上皇姑、下皇姑：公主流落乡间 幸得村民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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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制作各种器物的需要，漆器
胎骨至战国而大备，木胎之外还有夹
纻（zhù）胎、陶胎、金属胎、丝麻、皮胎和竹
胎等多种，仅就木胎来说，就有斫木胎、旋
木胎、卷木胎，还有通过雕刻成型的胎体，
特别是丝帛上髹漆的品种。

夹纻干漆造像，是武则天时期洛阳漆匠
和雕塑家的一大发明。虽然夹纻胎漆器出现
得很早，但用夹纻干漆造像在武周之前并未
有文献记载。武则天任命薛怀义为白马寺方
丈，并命他督造一尊大佛。这尊大佛高九百
尺，仅鼻子中就可容纳几十人，其制作工艺
是用纻麻做胎，然后再反复油漆。遗憾的是，
大佛后来被薛怀义放火焚烧了。

唐代官营工场的工匠，其职业是世袭
的，不能随便改业。所用的工匠，不仅有严
格的管理，在劳作前都由少府监负责，进
行技术培训。据《新唐书》记载，漆工的培
训期是一年，这样保证了每个工匠都是熟
练工匠。

今白马寺中有十八尊夹纻干漆罗汉
像，是元代文物，这是南宋灭亡后，由俘虏
的一批南宋官营工场的工匠制作的。

洛阳漆器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其工艺
历代传承，至今并未完全失传。但该工艺
目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我们有必要
重新叫响“洛阳漆器”，做大做强这个文化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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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夹纻干漆佛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