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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螺钿史研究情况与课题———以亚洲螺钿史建设为目标


小林公治

（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福冈县　太宰府市　８１８０１００）

摘　要：１）殷周时代螺钿器的涂膜以及断面构造研究；２）唐代螺钿的成立和编年谱系；３）从唐、五代型螺钿到宋、
元型螺钿的变化；４）贝片彩色技术的开始和其影响；５）唐代以来木地螺钿史的实态解析；６）中国的木地、树脂地螺钿
和东南亚、南亚螺钿的关系。

关键词：螺钿史；亚洲；历史；技术；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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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导言———螺钿的用语定义和亚洲螺
钿简史

１．１　“螺钿”的定义
螺钿是利用贝类的珍珠光泽装饰器物表面的技

术体系的总称。就字义而言，螺是螺旋状贝壳的意

思，钿是金属装饰的意思。英语中使用“Ｍｏｔｈｅｒ－ｏｆ
－ＰｅａｒｌＩｎｌａｙ”一词。Ｍｏｔｈｅｒ－ｏｆ－Ｐｅａｒｌ表示具有珍
珠光泽的贝，Ｉｎｌａｙ是镶嵌的意思。可是，世界各地制
作的螺钿器物的含义超出了这两个词的范围。这里

举例说明，例如：螺钿器物不仅使用螺旋状贝壳，也

大量使用淡水产的两枚贝；技法上不仅有镶嵌技法，

也广泛采用粘贴的方法。由此可见，汉语、日语及韩

语里常用的螺钿一词并不能准确地概括实际被我们

称作螺钿的器物。笔者将对有着悠久历史并被广泛

固定使用的螺钿一词，采用开头下的定义。

如上所述，螺钿的基本装饰技法包括以贝片为

对象面的雕刻镶嵌法和粘贴法（泽口 １９３３，６７４）两
种，特别是前者还被广泛用于木片（木画）和骨角器

（骨镶嵌）等贝以外的材料制成的器物的镶嵌装饰

上，因此，笔者想在一开始指出螺钿，字面意义是指

贝类装饰镶嵌技术，但是很容易被借用到使用其它

素材的各种各样的器物装饰上。

１．２　亚洲螺钿简史
在阐述本稿的主题《以中国螺钿史研究为课题》

前，先对亚洲螺钿史做简要叙述，这将有助于对相关

问题的理解。

亚洲是世界上螺钿技术最为盛行的地区，也是

螺钿深为人们所喜好的地区。迄今为止根据各种研

究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螺钿器物是公元前３，０００年
左右古代东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留存的遗物。亚洲

东部（东亚、东南亚）最早的螺钿器是公元前１，０００
多年的中国商代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出土的镶嵌琉

璃和玉石螺钿漆器（张２０１０）。大概这些中国文物是
世界上最早的螺钿器群，也可以说是世界史上螺钿

的早期代表。

这之后的螺钿史的研究，在亚洲，主要以日中韩

三国螺钿为中心开展。中国古代的螺钿最为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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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代传入日本东大寺正仓院的螺钿器。除了种类

繁多，有木地螺钿、漆地螺钿、树脂地螺钿、玳瑁地螺

钿，几乎囊括了亚洲各地的螺钿种类，更为重要的是

质量和技术都比商周时代的螺钿技艺要高超得多，

其后，到元代、明代大量的螺钿器得以传承，主要在

工艺美术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发展。及至清代，多样

化的螺钿器在中国国内各地被制造，遗憾的是这段

时期的研究进展成果有限，不明点非常多。

在日本本土，从前面谈到的正仓院留下的唐代

螺钿器开始，有了独自的螺钿工艺发展史，历史悠

久、内容多样。从奈良平安时代开始，到中世，螺钿

漆器结合日本独有的莳绘技法，开始流行具有高超

技艺和美感的豪华绚烂的螺钿器。其后安土桃山时

代至江户时代初期，螺钿器引起远航而来日本列岛

的欧美人的高度关注，被称为南蛮样式。具有符合

欧美社会需求的器形和图案的螺钿漆器在京都被大

量制造，并出口到欧美。江户前期，被称为“琳派”的

多才艺术家本阿弥光悦和尾形光琳制作出了独具个

性的螺钿艺术精品。在美术作品螺钿器被制造的同

时，１８世纪以后，由于日本闭关锁国，欧美窗口只有
长崎，京都和长崎制造的以鲍贝材料为主，兼具实用

性的“长崎螺钿”经由长崎大量出口到欧美。再后来

从１９世纪江户时代后期开始，高冈的
!

田细工代表

了新的螺钿制作技法的出现，目前该传统仍在延续。

冲绳本岛大概通过１７世纪左右和中国大陆开
始了螺钿制作的文化交流。包括冲绳在内的西南诸

岛是夜光贝的产地，奈良平安时代夜光贝就曾被运

到中国大陆和日本本土。另外冲绳制造的螺钿样式

多样，大约是由于从中国直接引进了技艺的缘故，和

中国明清时代的作品难以区分。琉球的螺钿制作技

术的要点是“煮贝”技术。该技术起源于中国，目的

是获取极薄的贝片，琉球恐怕是除中国外唯一使用

此技术的地区。

朝鲜半岛，从高丽时代１２世纪、朝鲜时代及至
现代都盛行螺钿漆器制造。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的

螺钿器样式差别很大，两者均不同于中国及日本的

作品。特别是朝鲜时代制造了很多使用金属閃线装

饰和割贝技法的个性作品。

越南至少是在１９世纪以后以北部为中心开始
螺钿制作的（小林２０１１）。这里有木地螺钿和漆地螺
钿两种，被巧妙雕刻出纤细纹样的用于镶嵌的木底

螺钿现在仍作为传统工艺得以传承。越南的螺钿制

作工艺中的木地螺钿和漆地螺钿均受中国影响而开

始制作的可能性很大，其具体的谱系和年代目前尚

不十分清楚。

１８世纪以后漆地螺钿器技艺传入泰国，技法和
后面叙述的唐代树脂地螺钿技艺相似。近年在泰国

也出现了木地螺钿制作，但传统技艺仅有漆地螺钿

制作，主要装饰图案是具象纹样和细腻的几何纹构

成的装饰图案。对安达曼海采集的夜光贝片进行研

磨，制成厚贝片，以此为素材，装饰在佛教寺院的门

扉、窗、经典的收纳器、佛教用器以及王公贵族富裕

阶层的家具上。

关于印度的螺钿，笔者调查中还有很多不清楚

的地方，莫卧儿帝国时代之后的文物多见于欧美。

现在的螺钿器有两种制作方法，一是在木地等对象

物上雕出贝纹样形再镶嵌的技法，还有一种是把较

厚的贝片贴在器面上，用树脂等充填贝表面和器表

面高差的技法。

以上是对印度以东的亚洲地区螺钿的概述，该

地区螺钿盛行的区域有日本、朝鲜半岛、冲绳、越南、

泰国等各地，据推测中国螺钿具有最久远的历史，对

各地的螺钿技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螺钿生产地，笔者的调查和研究有

限。今后，需要进一步增加制作地的翔实资料，这也

是后述的从亚洲整体视点来研究螺钿史必须要做的

工作。

２　中国螺钿史的研究课题
２．１　殷周时代螺钿器的涂膜以及断面构造研究

有研究指出中国发现的最早螺钿器是殷周时代

的器物，有用贝片装饰的木胎漆器和用贝片镶嵌的

木器（高桥１９９３；９８１－９８２）。众所周知，漆树是亚洲
的固有植物，世界上最早的螺钿器是作为漆器装饰

技术被采用的。这一事实是得出中国就是螺钿技艺

创始地之一推测的重要依据。

这里，为进一步探讨这一可能性，须指出两点。

首先是“漆”自身的问题。按照时间顺序，从中国战

国到宋代出土漆器的涂膜断面分析结果，可以判断

出使用的是黑色土、漆 ＋骨粉 ＋土、漆 ＋油烟类、漆
＋辰砂等各种质地。（冈田１９９５）殷周时代的螺钿器
是如何使用漆的，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我们期待今

后，通过对涂膜断面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最早时期螺

钿漆器的涂装方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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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关于螺钿断面的构造问题。唐五代时

代的螺钿一般是１ｍｍ以上的厚度，可以推测出殷周
时代的螺钿器也是这种厚度。假如把这样的贝片贴

在器胎上，器胎和贝片会产生高低差，而消除这个短

差很费工夫，光用漆就要厚厚地反复涂多次。为了

消除高低差，可能会在胎身上刻出贝的厚度，再把贝

填进去，使得贝面与胎面一致，或者对高低差不做任

何处理。确认这种断层构造肉眼观察和Ｘ射线是有
效手段，今后期待着这方面的观察和分析。

准确把握中国最早的螺钿构造，对研究其与美

索不达米亚螺钿器的关系及之后的螺钿器物的编年

谱系是必不可少的，希望今后能就此进行详细研究。

２．２　唐代螺钿的成立和编年谱系
中国的螺钿技艺在春秋以后发展状况不明，经

过１０００年的空白，螺钿到唐代突然再度现身。《资
治通鉴》有南北朝末期的永定三年（５５９年），隋武帝
的宴席上使用螺钿器（蚌盘）的记载（傅２００７；１２０），
大约唐之前若干年螺钿已经存在。然而战国至汉代

大量的发掘调查和出土的漆器中并没有发现螺钿器

的事实是否说明当时螺钿制作很萧条呢？唐代的螺

钿器以日本东大寺正仓院传世品为主，呈现出与以

往截然不同的高超技艺以及简练纹样，并有树脂地

螺钿、木地螺钿、漆地螺钿、玳瑁螺钿四种类型。高

桥隆博氏认为唐代的螺钿“在殷周以来的漆器以及

木器的镶嵌技法的基础上，受西方和南方新引进的

玉石镶嵌法和寄木镶嵌法影响而发展演变起来。”

（高桥１９９３；９８５；高桥２００２；８５）
历经一千多年的漫长空白期，唐代高超的螺钿

技艺突然出现的具体缘由为何？考察该问题前，我

们先假设三种可能性：１、完全秉承中国传统技艺；２、
完全来自国外；３、中国传统和外国技艺的结合。高
桥氏认为唐以前已出现类似的螺钿器物装饰法，或

者唐代螺钿器使用了西方传来的材质，属于中西技

艺融合的产物。我认为这种关于大的发展趋向的观

点还是比较妥当的。如上所述螺钿按技艺分为四

种，我认为有必要分别把每种技艺的螺钿放在上面

假设的１、２、３、……中可能性里进行研究。
目前尚不清楚从中国出土的唐代木地螺钿器的

例子。但是却发现了与著名的正仓院中的采用木片

镶嵌技术木画双六局非常相似的双六棋盘。该文物

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阿斯塔娜古墓

２０６墓（张雄夫妇墓）的双六棋局，合葬夫人埋入的下

限时代是 ６８８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
１９７５），所以吐鲁番的双六棋盘的年代应该比８世纪
正仓院双六局早几十年，可认为该作品的产地是唐

代木地螺钿制作地之一。

关于树脂地螺钿，考察中国各地出土的螺钿铜

镜（成
"

２００９）的制作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关于其
生产地有多种说法。中国国内的螺钿镜出土集中在

河南洛阳和陕西西安，因此在这周边生产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另外，据文献史料记载，可能这时铜镜的

生产地更多是扬州、太原、桂州等地。需要补充说明

的是从正仓院螺钿铜镜的紫外线照射分析的萤光色

来看，这些铜镜不是用漆，而是使用虫胶（Ｓｈｅｌｌａｃ）这
样的自然树脂。中国类似螺钿镜充填涂料是否为漆

也是研究唐代螺钿镜样式和技术谱系时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需尽快探讨。

关于其他的漆地螺钿、玳瑁地螺钿，高桥氏认为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该时代的实物资料十分有限，还

有很多问题，至今仍为迷团。

一般根据正仓院螺钿宝物中数量的多寡认定唐

代木地螺钿为其主流。暂且不提唐代螺钿是否关联

到殷周螺钿系谱问题，回顾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南北

朝占绝大多数的漆器文化的传统和五代以后漆地螺

钿主体的历史，唐代木地螺钿比漆地螺钿多的观点

还有待斟酌。还有，就正仓院螺钿宝物数量而言，树

脂地螺钿铜镜有９面，比木地螺钿器的数目８件要
多。还有，加上可能被考古报告误报为漆地螺钿的

树脂地螺钿铜镜的出土事例（成
"

２００９），如果不限
定器类，树脂地螺钿数量居多，由此可以推断树脂地

螺钿在唐代居多。其实现存的唐代螺钿作品是在特

殊遗存和特殊历史状况下传世和出土的，由此考虑，

利用现存作品谈到唐代螺钿主体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现在可能还是在管中窥豹，应慎下结论。

唐代的螺钿在从亚洲螺钿技艺发展史上位置的

问题包含了古代东西文化关系史的重大问题，有详

细研究的必要。

２．３　从唐、五代型螺钿到宋、元型螺钿的变化
从唐代（８世纪）到五代（１０世纪），中国螺钿器

的实物资料几乎还未被确认，具体情形仍然不太清

晰。苏州和湖州出土了２件五代时期的螺钿器，分
别使用了１ｍｍ厚度（东１９９８）和０．５～１ｍｍ以上（湖
州市飞英塔文物保管所１９９４）夜光贝片。虽在器形
和器类上和唐代不同，但在技艺上和唐代的漆地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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钿属于相同的谱系。

到了宋代（１１－１３世纪），螺钿技艺的实态再度
不明（根津美术馆２００４）。众所周知的１１世纪后半，
方勺所写的《泊宅编》里面有“螺填器本出倭国，物像

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这样的记述，

表明各种螺钿器物从日本传入中国。还有是 １１２３
年派遣高丽的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面写到

“骑兵所
#

鞍鞯极精巧，螺钿
$

鞍”，“用漆作不甚工，

而螺钿之工，细密可贵”，可见这一时期高丽的螺钿

器也获得了很高评价，明确了螺钿器也从朝鲜半岛

传入中国的事实（王２００４）。可是，另一方面台湾故
宫博物院所藏的著名的传苏汉臣（公元１１世纪末 －
１２世纪中叶）所画的‘秋庭戏婴图’里面有极为写实
的精致唐草纹样黑漆地螺钿圆形椅子。唐、五代所

用的是厚手贝，而这个绘画描述的是使用薄贝的纤

细螺钿器，应该是以前没有的。这个螺钿椅子可能

并非画家的想象，而是以实物螺钿器为素材画的。

遗憾的是这个时代的螺钿实物例证目前非常欠缺。

从这个绘画可以推测，宋代中叶到元代制作的大概

是同种类型的螺钿作品。从元代开始，很多传世品

在日本等地被留存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这时的

具体情况。器皿种类以食笼、盒子、盘子等为主，大

都是将磨制细薄的贝片贴到器面上形成楼阁人物纹

样等黑漆地螺钿器（冈田１９７８）。
比较唐五代和宋元时代的螺钿作品，技术层面

的最大不同是贝片厚度的变化。准确的厚度数据虽

然还不知道，大概是从１ｍｍ到０．１ｍｍ这样明显的变
化。这个变化不是单纯的贝片变薄，可能是从原贝

上取得作为螺钿素材的贝片的加工法有了大幅改

良，然后把有纹样的贝片贴在器胎上的技术也有了

变化等等。这应该是螺钿制作工艺流程发生根本性

变化的划时代时期。

古代螺钿贝素材制作的技术基本程序是从贝表

壳提取贝片进行研磨加工。这个工艺程序在没有电

动工具的时代是很复杂，需要技艺和时间，因此笔者

认为五代以前螺钿素材采用较厚贝片作为螺钿素

材。

为何这个时期有了从厚贝片到薄贝片的变化

呢？很有必要分析其产生理由。笔者推测，是由于

发明了新的薄贝片剥取方法代替了从前仅有的研磨

技法。如果这个时期没有新开发的技术的话，如以

同样的研磨技术将贝片磨薄，与之前作品相比需要

耗费更多的劳力和时间，这很难说明这个时代出现

的样式上的变化。另如后所述，从１０世纪以后到清
代，厚的平磨贝片较少使用也为该推测提供了一个

参考。

可是，遗憾的是并没有明确的中国国内的记载

来证明目前推测出的这种新技术。除研磨法以外，

现知历史贝片剥取技术是１６９０年琉球人大见武凭
武在杭州学到的“煮贝（煮螺）”法（荒川、

%

川

１９７７）。这个技术是把夜光贝放在海水中煮，从贝的
成长层单位剥出真珠层的技法（

&

城２００１）。

图１　唐代的螺钿（木地螺钿五弦琵琶部分）

研磨技法制贝因为要磨去几年乃至十几年间形

成的成长层单位，虽能获得比较大的贝片素材但表

里面会出现成长线。另外因光的漫反射作用发出七

彩色，不能发出特定颜色，并在表面会产生细微的研

磨痕迹。与此相对的煮贝技法因为是剥取与壳口平

行层级的成长层单位，这样虽不能获取大块的贝片，

但没有研磨的擦痕，贝片表里层能反射出蓝、红单色

光。（室
"

·
&

城１９９９）。同理，由于这个差别，研磨
贝片的贝色区分及突出色调差的纹样表现比较困

难，而由煮贝法获得的薄贝片总体较小，根据颜色需

求便于挑选，制作纹样也比较容易。这样，根据研磨

法和煮贝法贝片的特征分别来看唐代和元代的螺

钿，前者的螺钿是用研磨法将夜光贝制成比较大的

厚贝片（图１），后者是使用一块块贝色不同的小贝片
表现纹样①（图２）。小池富雄先生认为这是划时代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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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革新，这种通过煮贝法进行的极薄贝片的制

作是从明代后期开始的（小池１９９９，１０９）这样的判断
需要今后详细观察更多实例来取得实证，综合目前

的研究成果和诸多资料，本稿认为煮贝技术发明的

年代应该追溯到宋元时代。

图２　元代的螺钿（龙涛螺钿棱花盆）

２．４　贝片彩色技术的开始和其影响
现代中国的漆地螺钿分为使用彩色厚贝的硬螺

钿（平磨螺钿）和应用贝色各异的细薄贝片表现纹样

的软螺钿（点螺）两大类。根据长北（张燕）教授

（２００７ｂ）和傅举有先生（２００７）的大致归类，硬螺钿是
使用厚贝的彩色漆地螺钿，软螺钿是用小型薄贝的

漆地螺钿。他们两位先生分别把明代后期（１６世纪
后半）黄成写成的《髹饰录》和现代螺钿制作技术进

行了对比，认为硬螺钿“界郭、理、皴皆以刻文计划”，

纹样基本型为“点、抹、钩、条”，而软螺钿“分截壳色，

随彩而施缀”，“精细密致”。

大量使用和现代的软螺钿共同点较多的极薄贝

片制成精致螺钿，如上所述是宋代至现代中国螺钿

的主流，许多遗物都体现了该变迁。与之相对的是

硬螺钿在《髹饰录》（王１９８３）上纪录并不明确，明代
以后保存下来的实物资料也比较少，历史实态不明

点还很多。硬螺钿的特征之一是彩色（伏彩色），关

于这一点《髹饰录》的坤集填嵌第七、一四条有“衬

色甸嵌，即色底螺钿也。其文宜花鸟、草虫、各色莹

彻，然如
'

朗嵌。又加金银衬者，俨似嵌金银片子、

琴
(

用之亦好矣。”的记载，据此我们知道这个时代

流行装饰彩色贝片和金银箔。可是上彩贝片在中国

制螺钿器的遗存例证仅见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清代

中期的黑漆嵌螺钿圆盘②（图３），所以其技艺历史实

态我们仍然不是十分清楚。

另一方面，在日本本土近代以来，开始使用薄鲍

贝片制造漆地螺钿，１７世纪后半期的南蛮样式螺钿
的一部分，以及１８－１９世纪出口到欧洲的被称为长
崎样式的螺钿（日高２００２、中尾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等）彩色
贝片成为流行被大量使用。其技术特征是在被研磨

到厚度０．１ｍｍ左右鲍贝的大型贝片里加上多种彩色
和箔打磨形成的纹样。经自然科学分析，彩色是由

染料或颜料染成，也有使用银箔或锡箔加工的。（日

高、小
")

２００３）色调，最初只有红色，１９世纪开始
有黄·绿·?脂等色，以后加入青色和紫色。遗憾

的是１９１３年长崎螺钿最后的工匠去世后，这个技术
没有传承，现在其具体技法已经不清楚了。

荒川浩和先生（１９８５；３００）、日高
*

教授（２００２）
认为，和髹饰录的衬色甸嵌等类似的技法，可以举出

唐代、高丽、朝鲜王朝螺钿的玳瑁以及琥珀的内彩

色、金箔贴、玻璃绘等。日高氏认为近代日本螺钿彩

色贝片也是受中国螺钿彩色技术影响开始制作的。

笔者也认为，两者时代相近③，素材具有同一性，跟上

面谈到的清代中期彩色螺钿（图３）类似度很高④，还

有根据１７世纪前半期长崎螺钿工匠，“从支那人那
里获得长兵卫技艺”使用青贝（风俗

+,-

书刊行会

编１９２４，４）的记载，所以日高教授的考察认识可信度
很高。

图３　清代螺钿盘的贝壳彩色（朱·夏１９９３
!

１８８转载）

可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关于中国现存螺钿技艺

的详细调查报告，另外长崎螺钿的贝片彩色技术已

经失传，所以要对比两者的技艺是比较困难的。期

望今后中国有更多的遗存遗物例证出现，并通过调

查现存技术来明确其传承关系。这里，在１９３３年刊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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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泽口悟一著书《日本漆工艺研究》中简洁记录有

贝的着色和染色法。这些技术是泽口在何时何地调

查知晓的已经不太清楚，只能说它是２０世纪前半期
对日本传统技术的唯一纪录，作为今后比较研究的

资料是非常重要的⑤。

着色法

《贝的着色以及染色法》泽口悟一著《日本漆工

艺研究》１９３３年
（１）把颜料或染料涂布着色在贝里，然后贴金

箔。

（２）贴在漆器面待干燥后继续涂布研磨。
（３）着色法对薄贝有效，不适用于厚贝。

染色法

（１）将贝放置在酒精４００ｍｌ和碘５ｇ的溶液里面
１－２昼夜。

（２）任意染料１０ｇ溶入５００ｍｌ水中，８０～９０℃加
热２～５ｈ，蒸发部分用热水补足。不加热亦可。

（３）把贝浸入（２）的溶液中，如不加热需浸泡数
日。

染色材料

牡丹色：ｆｕｃｈｓｉｎｅ或ｍａｇｅｎｔａ各种、桃色：Ｒｕｂｉｎ各
种、黄色：ＴｈｉｏｆｌａｖｉｎｅＴ以及 ＴＡ、绿色：ｇｒｅｅｎ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５２５２、青色：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ｂｌｕｅ各种、紫色：Ｍｅｔｈｙｌｖｉｏｌｅｔｔ
各种、桃色、酸性：ＡｚｏＦｕｃｈｓｉｎｅ４Ｇｅｘｔｒａ、黄色、直接：
ＢｅｎｚｏＦｌａｖｉｎ２ＧＣ、

.

色：“コロボリン”（详细不明：

笔者注）

补充事项

（１）碘溶液浸泡贝时能增加有机物凝结，间隙增
加，容易使染色液浸透贝片。

（２）染料能置换成碘促进颜色的固着。
（３）染色浸透度是按贝的成长层平行方向向２～

３ｍｍ，直行方向１～２／１０ｍｍ程度浸透。
（４）黑色染色还有其它的方法。

２．５　唐代以来木地螺钿史的实态解析
如前所述，唐代的遗存例证有木地螺钿，但之后

中国国内的情况不太清楚。五代以来到明代，能见

到漆地螺钿一类，这期间并没有见到木地螺钿。还

有因为不是漆器，《髹饰录》中也没有言及。（长

２００７ａ，１３７），似乎它的存在几乎已被忘却。如果要
简述这个时期的东亚木地螺钿史，只有在日本本土

平安时代，以紫檀为素地的木地螺钿还比较繁盛，这

之后逐渐衰退（荒川１９８５，２７９），朝鲜半岛在高丽、朝

鲜时代也流行漆地螺钿，木地螺钿资料不明，这也是

该地域的特征。

中国在清代，特别是后半期，在以家具类为中心

的生产中，大量使用木地螺钿器，在浙江省、福建省、

广东省等东南沿海开始盛行起来。其作品被广泛收

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中国国内博物

馆，并流传至亚洲各地以及欧洲等。长北教授认为

这里面关于浙江省木地螺钿的镶嵌工艺源于清道光

年间（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年），在宁波逐渐发展成一种民间
工艺。（长２００７ａ）。还有，比较明确的是清代木地螺
钿制作地除浙江省以外，福建省的莆田市和还有以

广州市为中心的广东省。该地区被称为“清代广式”

样式独特的螺钿家具的产区。（蔡１９９３）。
目前虽知道清代木地螺钿的制作地，但我们对

其生产内容和技艺的基本点还不太清楚。形成这样

的状况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学术关注点在漆器方面，

螺钿研究成为了漆器工艺的一部分。而就螺钿史而

言，不仅仅是漆地螺钿，更需要全面了解，对木地螺

钿和其它螺钿的整体把握也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从唐代（８世纪）到清代后半期（１９世纪），
经过１０００多年技艺的断层我们看到两个时代的木
地螺钿是否属于同一谱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从亚

洲史的视点而言，中国的木地螺钿和越南的木地螺

钿的关系也许会涉及到中国木地螺钿和华侨的关系

问题。

越南在１９世纪开始，木地螺钿突然开始盛行。
其主要特征是厚的研磨夜光贝片用曲线锯制出精细

纹样镶嵌在木器里面，从类似的技法、盛行时期以及

和地理距离来考虑，可推测和清代的木地螺钿还是

有着一些联系的（小林２０１１）。可是，清代的木地螺
钿里面，遗存例证最多的样式是“清代广式”家具类

（蔡１９９３），越南作品与此相比，样式上还是有很大差
别，如果要说两者间有直接联系还是有些勉强。还

有，浙江省和福建省的清代木地螺钿的具体情况目

前尚不明确，今后它们两者间的技艺关系的研究必

须建立在清代木地螺钿研究的进展之上。关于近代

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以文献和瓷器为中心的研究虽

然一直在进行，但通过螺钿文物来理解两国文化交

流，这是交流史研究方面要思考的新课题。

制造“清代广式”螺钿家具的广东省，是众所周

知的有代表性的华侨故乡。根据笔者此前的调查，

在神户、长崎、胡志明市、宋卡、槟城等华侨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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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许多此类型的家具都流传了下来，由此可知和华

侨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中国制的螺钿家

具是怎样传入的，还有很多不太明确的地方。虽然

我们认识到华侨和螺钿家具有较密切的联系，但是

华侨为何一直使用这种家具？这些家具是怎样制作

又是怎样在这里传播的？关于这些问题仍有必要具

体调查。虽然有很多关于华侨的研究，但是，华侨和

物品的研究，特别是从与其故乡制造的特定器物之

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也许是目前华侨研究的一个新

视点。

２．６　中国的木地、树脂地螺钿和东南亚、南亚螺钿
的关系

如２．２所述，笔者认为唐代的木地螺钿也许是
受西方的镶嵌技法影响而制成，和后来的清代木地

螺钿有何关系尚不明确，还有在宁波比起贝，以骨角

器为主要素材的骨象镶嵌在清代很发达（王２００１）。
这样的镶嵌装饰在亚洲各地都能看见，因为内陆地

区等要得到珍珠光泽的贝片比较困难，所以螺钿技

艺便利用贝以外的素材来做镶嵌。由此可见，考察

木地螺钿的历史源流时，也许不能光局限于螺钿，有

必要对广义的镶嵌装饰工艺做深入研究。

木地螺钿和木地镶嵌在没有漆树的西亚古代虽

然有盛行的可能性，但实际情况目前还不明确，在南

亚，特别是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和巴基斯坦东

部在１１世纪或１２世纪使用贝装饰品虽被确认，但是
被确认的螺钿制品目前还是在１６世纪以后（Ｌｅｉｄｙ，
２００６，３３）。莫卧儿帝国时代木地螺钿和象牙、骨角
器为素材的木地镶嵌是非常盛行的（Ｄｉｇｂｙ，１９８６）。
虽然现在印度螺钿生产已经和昔日有很大差别，但

笔者在乌代浦调查时除发现木地螺钿外，还发现使

用骆驼骨的木地镶嵌的存在。

一方面，以唐代的螺钿镜为主的树脂地螺钿（充

填性）谱系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如前所述，在中国宋

代以后，不再生产树脂地螺钿，笔者目前认为主要是

由于薄贝片的使用成为螺钿的主流，漆涂布能很容

易补足贝面和器面的高差，再加上厚贝片主要用于

木地螺钿。但是与木地螺钿（镶嵌上）相比树脂地螺

钿技术的分布和源流更是个谜。印度的现代螺钿作

坊在器面贴上贝片和骨片并用合成树脂补足高差的

树脂地螺钿装饰。关于印度古时的螺钿器构造有详

细调查的必要，ＤｅｎｉｓｅＰａｒｔｒｙＬｅｉｄｙ女士（２００６，３３－
３５，６０）认为古吉拉特制造的螺钿是在木胎上贴贝片

并涂上乳香（Ｍａｓｔｉｃ）树脂。泰国的木胎和竹胎是贴
上厚的夜光贝，胎上的高差是用加有炭粉的膏剂状

的漆弥补，这被认为是类似树脂地螺钿的传统制作

技法（Ｂｙａｃｈｒａｎａｎｄａ，２００１、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印刷中）。像这
样，再到东南亚以西，使用厚贝的泰国、印度，树脂地

螺钿（充填型）技法是到留存至今的主要技法之一。

由此可见，木地螺钿（镶嵌型技法）和树脂地螺

钿（充填型技法）是东南亚以西螺钿和器物装饰的主

要制作技法，可以推测随着向西，镶嵌技法的主体素

材也逐渐由贝变为象牙和骨角器的。遗憾的是，我

们现在没有详细的关于西亚技法分别和中国唐代以

及清代的木地螺钿和木地镶嵌法有无关系的问题的

材料。假如唐代和清代的木地螺钿没有谱系上的关

系，清代出现的木地螺钿和骨象镶嵌和西亚的关联

性就比较大了。还有，关于唐代的树脂地螺钿和泰

国、印度以西的关系问题，今后有必要从更广泛的角

度进行研究。

３　综述－以螺钿产业的发展和螺钿史
研究的深入为目标

　　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亚洲史的观点对中国螺钿史
进行研究。以上是笔者在迄今为止进行的调查研究

中发现的几个问题点。当然，其他方面，例如底料研

究等尚未进行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目前的重要课

题。

本稿最后按螺钿史可能出现的不同发展方向，

总结了现代中国螺钿产业的振兴和在现存技术和文

化研究基础上进行螺钿史研究的方法。这些想法仅

凭笔者在中国的调查经验得出，也许还不中肯，请大

家多多包涵。

现在，漆地螺钿（硬螺钿，软螺钿）在扬州（张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和山西稷山（马，马２０１０）制造。这些生
产地技术高度发展，作为传统工艺品远销海内外。

虽然拥有螺钿技艺的扬州漆器制作技术在２００６年
和其他５１７种中国传统文化被指定为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现在由于严禁传统技术对外公

开、被外来者记录观察，所以很难了解到具体的制作

技术。

螺钿的制作工艺首先是对贝做精加工，需要非

常细致的手工作业，还需要漆和高级木材这样的高

价材料，这导致了最后的成品的昂贵。正因为螺钿

这样的特点，使得其自古至今都为皇家贵族或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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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等富裕阶层所有，其生产也是在国家和社会统

治阶层的保护下进行。

可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这几十年急剧的社会变

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各地的螺钿产业迅速

萎缩，比如，在日本本土（长崎、高冈等）、冲绳、韩国、

越南、泰国等地制造的螺钿，在越南和韩国以外已经

很少生产了。韩国和越南两国也省略了传统的技法

和昂贵的素材改用替代品，变成土特产一样的廉价

品充斥市场。从整体来看，今后中国的螺钿产业会

怎样呢？如果对传统技术没有纪录和研究，随着工

匠的去世会导致传统技艺的灭绝，《长崎螺钿》和《琉

球漆器考》（１８８９年）这样的著书在一定程度上记载
了传统的技艺，但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扶持和研究

如果不充分的话，传统技艺就有可能消失。在回顾

琉球螺钿技艺逐步恢复的现状时，我们认为中国一

方面应该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应该通过

研究相关内容，增进对其历史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在

现代社会的传播也很重要。

在此我想就传统文化遗产振兴的相关制度法规

等问题提出如下几点。

１）专利和创意法规的应用
现在在中国的螺钿制作技术，大概不只是过去

的传统技术本身，而是很多工匠多次精心设计，开发

和改良的结晶。这些独特的技术除由地区和机构共

有外，也可能由个人和工艺作坊保有。

由此，现在的传统文化产业技术体系里并存着

古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技术和独自创意开发出的新技

术。这些技术里应该包含有很多可以广泛共享的传

统技艺，即使公开也不会对产业保护产生很大的影

响。因此，公开这些不太会影响产业保护的传统技

术，对螺钿技术史的研究会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

面，应当有相应的保护法规禁止复制有独特创意发

明的特殊技术和特别的纹样设计，以防工匠利益受

到损害。

保护这些技术和纹样设计的有效手段是有期限

的，所以，可考虑能否有效利用法律制度，比如使用

专利获得法、创意法等。对获得专利的技艺，由于使

用该技艺的商品制作被限制，这样具有该企业和工

作室特色的商品生产便可受到保护⑥。

２）通过地域团体商标等确立地域品牌
中国国内的螺钿生产不是新兴产业，产地都有

悠久的历史和很高的知名度。因此进一步提高当地

的品牌价值，并向消费者宣传，应该是和该地区产业

的长期发展密切相关的。

本来，作为高级消费品的螺钿器，在消费低迷

时，会省略制作工艺，使用便宜的合成漆来削减成

本扩大消费，这是常见的情况。这样也许能增加销

量，但是这样会使我们产生对此类工艺品的负面印

象，这类制品可能会损坏人们对整个地区产品的印

象。

根据需求开发价格合理的商品是必要的，但是

应当确定生产程序和品质基准以保证产品一定的水

准。作为一个地区代表性的产品品牌，高品质印象

十分重要，目前正在实施的“稷山螺钿”、“扬州螺

钿”、“扬州平磨螺钿”等名称的注册和产品的密封印

是可采取的实现高品质和品牌形象的战略。

３）ＧＩ（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登录产品地理标志
一说起红葡萄酒，大家会说法国波尔多产的是

极品，这是大众一般的思维定式。其实，这也是对波

尔多的历史、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产地

印象。虽然在波尔多以外还有很多更好的红葡萄

酒，但是，因为对好产地的印象的潜意识的作用，其

竞争力和品牌效力便压倒了其它产地。就历史传统

而言，中国的螺钿产地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能把螺

钿的产地作为产品地理标志登录注册，就完全能确

保其拥有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种注册登

录，能避免侵权，确立含名称在内的工艺保护。扬

州在２００４年，已实施了相关保护制度，其它地区也
有注册登录的可能，我们期待几个地区相互间的竞

争发展，以出现更多的高品质、高知名度的螺钿产

品。

参考日本和欧美的事例，设想了上述的保护措

施。这些当然不是无条件的移植，也并非能立刻生

效。螺钿作为传统产业要生存发展，其价值被社会广

泛认同，保持其商品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韩

国，几乎无人不知螺钿家具的高知名度；在越南，螺

钿家具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随着社会和生活

方式的快速变化，开发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产

品也很重要。在中国，如果螺钿器和漆器的社会价

值能获得广泛认同，有市场需求的话，保持这个传统

产业的稳定发展是值得期待的。

可是纵观走下坡路的亚洲各地的螺钿生产现

状，不仅要进行文物认定和制定产业振兴计划、国家

及各省的财政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被指定为文化

１１

第３０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中国生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ｃｑｕｅｒ
　　　　 　　　　　　　Ｖｏｌ．３０Ｎｏ．３

Ｏｃｔ．２０１１



遗产不仅仅是为了文物认定、产业振兴，更是意味着

国家、省有含财政支援的保护意愿。作为财政支援

的方式之一就是修复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作品，委

托相关艺人修复制作也是必须要考虑的方略。

传统技术有意无意间随经济技术环境的变化也

会发展变化。例如，手工研磨贝片素材属于重体力

劳动，后来被煮贝技法取代；近现代相反电动磨床的

使用使得研磨法比煮贝法操作更为容易。所以，技

术是具有时代性的，研究螺钿史时，对各个时期的技

术和方法进行解析十分重要。促进实施研究、公布

研究成果，能提高螺钿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扩大

螺钿的社会影响力。但披露目前尚未知晓的技术，

不可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目前传统产业的发

展。鉴于目前亚洲各地螺钿产业的衰退状态，笔者

认为总体上继承和发扬传统产业，实有必要大力宣

传其价值和积极意义。

据说现在为了振兴已经衰退的漆树液（生漆）产

业，现在在东亚各国正在推进对漆在医药农药药效

方面和食品方面的开发研究，预计这些研究成果迟

早都会变成商品进入销售流通领域。随着漆液自身

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不能不令人担心生漆价格上涨

反过来会对之前传统产业的保护和发展带来巨大冲

击。虽然大力发展漆树种植和采集业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如何才能把拥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以漆为涂料

的漆传统产业的保护和发展和与种植业采集业均衡

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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盰

① 例如，根据作为元代螺钿的最高杰作之一著名的龙涛

纹螺钿眣花盆（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重要文化遗产指定番号

２４４０）的龙头部贝片（第２图，
%

川美术馆１９９９图６）的实物

观察，这应该是使用煮贝法而得到的贝片作品。

② 关于所载图录是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清代中期黑漆镶

嵌螺钿圆盘，见过同种纹样和器形稍异藏在同博物院的作品，

可能是当时制作有大致规格相当，几个大致相同的作品。

③ 从１５８０年到１８５０年，输出欧美的庞大的日本制漆器

集大成著述是《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ｘｐｏｒｔＬａｃｑｕｅｒ（Ｉｍｐｅｙ＆Ｊｒｇ２００５）》，

据载的螺钿器，通过彩色图版我们可以观察到：彩色贝片流行

是在１７世纪后半期以后。这样，推测贝片彩色技术大概是

１７世纪中叶从中国传进日本本土。

④ 加藤宽、田口义明两先生通过对长崎螺钿器的修理复

原工作经验，能复原贝片彩色技术（加藤？田口２００２）。

⑤ 从图录照片以及展示柜外观察判断，其特征因有乱反

射光，可能使用鲍贝，贝片彩色类似，感觉中国螺钿和长崎螺

钿技术关联性很高。

⑥ 也许是特殊事例，日本传统文化技术的和纸工艺设计

师堀木Ｅｒｉｋｏ女士以传统技术为基础，自己开发出大型立体

和纸的制作技术，并取得了专利。参考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ｒｉｋｏ－

ｈｏｒｉｋｉ．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照片引自

图１　宫内厅正仓院；图２　东京国立博物馆；图３　朱、

夏主编１９９３图１８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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嶋 ′瑚壊野蚕有頭帝劇 ′り、心頭東東野・l和田蜜壷  

。東褒噂虫割増り軸ヰ褒恥辱 ′り学食代品草  

頭割和束這Y′寒桓卓ご醜呵こ 櫨回申牢d鴫軋吏雇∴喧  

誉一喝輔車有感箇畢密寓．野叫輿墳当恵′水頭晶櫨個々  

車零．正博感奮呵倒頭首竿頭櫨回紺野中東寿昭頑食嘩 ′野  

中密有村喀衷 ′讐讐ざ軍東軍密語当感 ′荘将二乗士∴『咄 ′野  

中屈啓増車祁椙 ′℡轡京女幣減車有感櫨回卜ぜ屈味劇痛叫  

。妙味重昭壁品質ゆ ′亨咄コ下車  

食中嘩鴫札束東町藤両 川ヰ密東食呵古層鮮り嘩鹿 川村り藤盛  

年蟹鱒療 ∵や東軍喝思索無暗軋型喪帝劇 川ヰ密東東鴫町立養  

密り長嶋軋藤朝 川ヰ無官貫ヰ悠長強硬安藤 ‖団喋購彗堰璧  

。醇屈昏嶋せ幣頑ヰ車￥輿華雪女藤両  

川屈宙吊り藤顧…壌啓ヰ密冬型呵喀牽軋璃￥頑藤 川屈専ヰ  

車両東鴫軋型契車両晶無塵鹿藤 川東野番卒叩頭東鴫軋衷  

索両帝両 川尿啓ヰ密鹿 ′村J「有 ′鴫町有春寒藤頑 川東恵  

ヰ感電り情宥軍叩頭東ヰ堂．′針褒翠畢軍卑‖彗帯解忘  
。軸  

ヰ車座粛軍帝感 ′り、錬磨磐 ′軍粧食嘩 ′穏昭喘《藤頑  

固紅》 ′箇血ふ誉や悪 ′単車東鴫軋 ′り・粧曝啓ヰ密冬型  

呵喀や軋層半可藤割 ′り、粧ヰ寓専劇 ′嘲ヰ堰安藤 ′倒  

壊春寒有感型鴫軋 ′廟寒査醸さ ′廟屈専ぜヰ春蚕、中森  

戒告喀 れ東軍 ご呵－十｝〉頑罵せ．町野密専制箇 ′畢晶櫨阿寒セ1  

卜常宿雫城野春雷哩螢僻喧東ぢ医磯。軸寓軋割鴫」竹村り鴫藤′頚両  

頭東学当町藤可 ′凶増唯軋頑感割嘩寒東端団長固有鴫音痴貫キ ′瑚ヰ堰  

定座雷鳴刃密事帝車両憩。零馬齢箇替壌《藤頑固粧》 ′り、粧頑控寓車座  

頑固4 〃り、各軍貫歯車車軸廟嘩藤頑粗頑 ′廟草H村藤 ′り、粧屈宥ヰ密冬  

型呵辛頑藤 ′り、粧屈毎春有頭車可藤可 ′り、心ヰ密帝劇褒ト。両省尊貴祁  

喝咄零牒櫨回亜揖○∞巴れ瑞殖ゃヰ零挙国4掛率噂頼れ帝展専有割当柵音  

頭東坤展醇無塵藤可雷醇尋1．争味車両町官回頭蚤屈辱秦食感両種宙  

。醇ヰ  

埴賓藤 川東頚ヰ藤可 ′嶋村り鴎藤 ′噂ヰ藤 川鴫生半点蜜蟹座 川嶋軋藤両  

軍東潔醇藤単軸蠣機中金座 ′藤割欝嘲 ′藤東尊衰 ′藤東棟尊腫金座 ′藤  

両軍磐 ′藤朝 川脊索悪育嘩虫ぜ車中頑憲脊索嘩虫廟軸鰻感念藤 ′空家  

痛蜂金座 ′噂金座 ′車馬東金藤 ′専有ヰ頑車嘩ヰ一座可 ‖娼軋掛川  

肘可相即世辞定額   

唱○？コ ‖会∴恨  

蜜豆車霹 ‖犀た  

韓辞濱《蟹朝阿丁廿》 ‖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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