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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漆艺是当代文化的一项资源　　中国不仅是瓷器的母邦，也是丝绸和漆器的故乡。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漆艺在中国经历了漫长时目的演化，早已不是一项单纯的
手工技艺，而是积淀丰富的创造智慧和人文信息的历史文化宝藏。
在中国，有关漆艺的记载，从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到历代的文化典籍不绝于书，更有难以数计的古漆器
或藏于馆室或散落民间，这些历史记载和优秀的古漆器一起反映了华夏民族对生命、自然和人类社会
的独特感悟，显示了他们非凡的艺术创造才华。
　　然而，时过境迁，不只战国至西汉500年漆文化的鼎盛时期已经一去不返，时至今日，漆器几已从
现代人的13常生活中消失，现代漆器只是以工艺品、艺术品或高档家具等奢侈品的方式存在于世。
福州曾是中国近、现代漆文化的重镇，现代社会商品化潮流的猛烈；中击，令其最后的一家国营漆器
厂也未能幸免于难。
随着这家国营漆器厂的倒闭，福州的漆产业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暂时变迁不会中断漆艺的历史发展，这是因为漆艺具有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特征：第一、它深深地植根于地域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中；第二、它可以作为一
种手段表达地域的文化特性和价值；第三、具有进一步开发和发展的可能；第四、对现代的传统具有
独特见证的价值；最后，它在现代化竞争中面临消失的危险，必须给予积极的保护。
　　正因为漆艺深深地植根于地域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中，所以中国历史上虽有魏晋战乱及瓷器兴起导
致的360年漆文化衰落期，却并未中断漆艺在中国的发展。
今天漆艺作为～种手段表达地域文化特性和价值，则使它在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世界多元文化浪潮
中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项宝贵资源。
作为东方特有的古老艺术样式，漆艺与其它东方传统艺术样式一样，面临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
方文化的全面冲击，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急剧变动情况下，在数字化、都市化的浪潮中，一些东方的
漆艺家仍执着地延续着流淌了数千年的漆文化，这令人不得不深思古老的材质与当代人文的剧烈碰撞
，究竟激荡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将会砥砺出怎样的艺术形态？
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冥想与哲思？
呈现了怎样的心境与追求7⋯⋯二、对“漆艺”概念的双重质疑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漆画运动，开启了
中国古老漆文化的现代进程，它不仅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漆工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也在一定程度
上拓展了传统漆艺发展的思路。
尤其是它进一步促使漆画被纳入现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这使传统的漆工艺有可能成为现代艺术教育
的一门学科，因此其意义和功德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然而，80年代中国现代漆画艺术的勃兴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传统漆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
样式或形态的本质性特征，从而导致了其后人们对“漆艺”概念的双重质疑，即在当下作为艺术样式
或形态的“漆艺，，同时受到来自持当代艺术标准者和持传统工艺标准者的质疑。
　　这是因为现代漆画作为独立画种而兴起，正值85美术新潮风起云涌之时，当时除漆画之外的几乎
所有画种都在多种维度上谋求对传统的反思与变革，而惟独新兴的漆画为了登堂入室不断证明自己可
以“像油画、像国画、像版画”而努力向传统绘画规范靠拢。
20世纪有关漆画评论的文献真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年轻的漆画也因此错失了文化更新的历史良机，
缺少形式和观念意义上的真正的现代化洗礼。
于是如一些论者所说：“在具有当代性的艺术展览中，几乎看不到漆画的存在。
⋯⋯随着现代艺术的出现，漆画已经降格为画坛的点缀。
⋯向工艺退缩、向程式退缩、向架上退缩⋯”。
（1）另一方面，由于漆画成为被全国美展接纳的正式画种，又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投身漆画创作的积
极性，这无意中也加剧了美术院校的漆艺教学侧重于漆画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对漆艺形态多样性的忽
略和对“漆艺”概念的狭隘理解。
于是正如工艺美术理论家李砚祖指出的那样：“自第六届美展设漆画一科以来，漆画似乎名正言顺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日韩现代漆艺研究>>

登上了大雅之堂。
⋯⋯1994年9月曾在汉城举办过‘韩中漆艺交流汉城展，，⋯⋯中韩双方参展作品各为80余件，中国以
漆画为主。
从中国的参展作品情况看，一方面是应对方要求，另一方面，也许漆画之外我们也拿不出与韩方相应
的现代漆艺作品，以及与中国传统漆艺和漆工艺文化相应的漆器作品。
⋯⋯从1994年韩中漆艺交流汉城展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漆艺的失落与窘迫，我们已经拿不出现时代真正
有水平高质量的漆艺作品。
”（2）　　由此可见和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一样，漆艺因其历史积淀的丰厚，使得人们在继承
、发展它时完全可以各取所需，甚至因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不同视界。
然而，见仁见智之间，究竟“漆艺’’的本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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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韩现代漆艺研究》介绍了中日韩三国的漆艺，由于漆画成为被全国美展接纳的正式画种，
又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投身漆画创作的积极性，这无意中也加剧了美术院校的漆艺教学侧重于漆画的倾
向，从而导致了对漆艺形态多样性的忽略和对“漆艺”概念的狭隘理解。
于是正如工艺美术理论家李砚祖指出的那样：“自第六届美展设漆画一科以来，漆画似乎名正言顺地
登上了大雅之堂。
　　1994年9月曾在汉城举办过‘韩中漆艺交流汉城展’，中韩双方参展作品各为80余件，中国以漆画
为主。
从中国的参展作品情况看，一方面是应对方要求，另一方面，也许漆画之外我们也拿不出与韩方相应
的现代漆艺作品，以及与中国传统漆艺和漆工艺文化相应的漆器作品。
　　从1994年韩中漆艺交流汉城展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漆艺的失落与窘迫，我们已经拿不出现时代真正
有水平高质量的漆艺作品。
”　　由此可见和任何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一样，漆艺因其历史积淀的丰厚，使得人们在继承、发展
它时完全可以各取所需，甚至因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不同视界。
然而，见仁见智之间，究竟“漆艺”的本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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