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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类别的文物艺术品

第一节 竹木牙角器

北京馆藏竹木牙角器以明清传世品为主，主要是明清两代皇家的收藏，以故宫博物院、首都

博物馆、中国

国家博物馆等文博展馆收藏最多。按其实际使用情况可分为使用器和陈

设品两大类。工艺技法大体分圆雕，深、浅浮雕和镂雕 3 种，还包括拼

贴、镶嵌等技艺。

①竹雕。主要类别有简、扇、簪、篾盒、竹席、笔杆、笔筒、臂搁、

笔洗、水丞、山子、如意、香筒等。传世品有濮仲谦竹枝竹笔筒、朱三

松山水人物竹笔筒、朱三松饮中八仙竹笔筒、松阴高士竹笔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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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木雕。主要类别有匣盒、文具箱、书式柜、笔筒、花插、臂搁、人物、

动物、杯、盘、碗、杖、模具、木版画模等。传世品有黄杨木雕李铁拐、荷叶

纹木枕、紫檀木雕十八学士长方盒、沉香木雕山水杯等。

③牙雕。主要类别有盒、笔筒、笏、带饰、建筑模型、插屏、盆景、人物、动物、蔬果、文

具等。出土品

有象牙雕夔纹嵌松石杯，传世品有玉玄牙签、牙雕龙纹笔架、牙雕染色山水人物笔筒等。

④角雕。明代器形以各种样式的杯盏为多，明晚期，碗、盂、爵、鼎、槎形杯等增多。清代

的犀雕主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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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殷周青铜器的造型和纹样。传世品有犀角雕云龙杯、尤直生犀角山水人物杯、犀角嵌金银

丝夔纹扳指、犀角

雕云龙嵌件等。

⑤匏器。主要类别有壶、碗、瓶、杯、盘、罐、笔筒、盒、鼻烟壶、蝈蝈笼等。清代康熙年

间的匏器制品

最为有名。传世品有匏制蟠云纹撇口碗、康熙款匏制饕餮纹炉、匏制福寿纹桃式盒等。

第二节 漆器

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一般称为“漆器”。生漆

是从漆树上割

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

腐蚀等特殊功能，

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

历经商周直至明

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一）中国古代漆器渊源：

中国现代考古发掘实物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七千年前的浙江

余姚河姆渡原

始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了木胎涂漆（自然生漆）碗。夏、商、西周三代已逐渐从单纯使用天

然漆到使用色料调 漆。人们不断熟悉、了解漆的性能，改造、利用漆所特有的经久耐牢、不

退色、不怕潮湿、鲜亮美观等性能， 为美化自己的生活服务。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在对漆

器胎质的选择、制作，对色漆的调配、使用，对漆器纹

饰的绘制组合等方面，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把漆器制作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工艺，并

达到很高的水平， 形成为中国所特有的漆器工艺。我们的祖先为人类留下了无数精美的漆器

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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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代有专门的皇家漆园，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私

家漆园，赋税为 1/4，高于其它所有生产项目的税收

比例，这可以看出当时漆器生产的红火。有名的道家哲人庄子

作过宋国的漆园吏，秦律有专门管理漆园的条款，这些都说明

漆器生产在上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青铜器用量极大的情况

下，漆不啻为一种调济和补充，而且有铜器不可替代的作用。

铜器刚铸成时金光耀眼，但大件铜器分量重，搬运不便，而漆

器则显得轻便，高贵典雅。从《周礼》一书可知漆器在当时的

使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商周时不仅已用色漆和雕刻来装饰器

物，并以松石、螺钿、蚌泡等作镶嵌花纹，使漆器的天地更为

广阔。

（二）新石器时期的漆器：

浙江余姚河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文化层出土一木碗，造型美

观，内外都有朱红色涂料，色泽鲜艳，它的物理性能与漆相同。

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棕色彩绘陶器，经初步试验棕色物质为漆。在辽宁敖汉

旗大甸子古墓中出

土的觚形薄胎朱漆器，距今约 3400——3600 年。84

（三）商周时期的漆器：

商代中期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有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板印痕，河北藳城台西遗址出

土的漆器残片

中，有的雕花涂色加松石镶嵌。在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发现的漆绘雕花木器中，还有蚌壳、

蚌泡、玉石等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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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商代的漆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战国时期的漆器：

战国的漆工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器物品种及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

技法上均有创

新。出土战国漆器的地区很广，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神怪龙蛇及狩猎乐舞的小瑟，随

州曾候乙墓出土的

鸳鸯盒，江陵楚墓出土的由蛇蚌鸟兽盘结而成的彩绘透雕小座屏，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五）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

西汉漆工艺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风格，但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更大，产地分布更广。出现

了大型器物，

如直径超过 70 厘米的盘，高度接近 60 厘米的钟等。同时能巧妙地把若干小件组装成一器，

如盒内装 6 具顺叠、

1 具反扣的耳杯，薄胎单层或双层的漆奁，内装 5 具、7 具或更多的不同大小及形状的小盒

等。新兴的技法有针

划填金的金，用稠厚物质堆写成花纹的堆漆等。尤其是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

钮，器口器身镶金、

银扣及箍，其间用金或银箔嵌贴镂刻的人物、神怪、鸟兽形象，并以彩绘的云气，山石等作

衬托，更是前所未

有。西汉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漆器的出土，比起前代显

得十分稀少，这与

葬俗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六）唐代的漆器：

唐代漆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有用稠漆堆塑成型的凸起花纹的堆漆；有用贝壳裁切成的物象，

上施线雕，

在漆面上镶嵌成纹的螺钿器；有用金、银花片镶嵌而成的金银平脱器。工艺超越前代，镂刻

錾凿，精妙绝伦，

与漆工艺相结合，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一种工艺品，夹绽造像是南北朝以来脱胎技法的继承

和发展。剔红漆器

在唐代也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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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宋元时期的漆器：

两宋曾被认为是一色漆器的时代，但发掘出土许多有高度纹饰的两宋漆器，改正了过去的认

识。在苏州瑞

光寺塔中发现的真珠舍利经幢，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员是用稠漆退塑的。在元代

漆器中成就最高的

是雕漆，其特点是堆漆肥厚，用藏锋的刀法刻出丰硕圆润的花纹。大貌淳朴浑成，而细部又

极精致，在质感上

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张成造桅子纹剔红盘，杨茂早观瀑图方剔红盘，安徽

省博物馆藏张成造

乌间朱线剔犀盒等。

（八）明清时期的漆器：

明清漆器分为 14 类，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

剔红、剔犀、款

彩、炝金、百宝嵌等。

一色漆是不加任何纹饰的漆器，宫廷用具常用此法。罩漆是在一色漆器或有纹饰的漆器上罩

一层透明漆，

明清宫殿中的宝座、屏风多用罩金髹。描漆包括用漆调色描绘及用油调色描绘的漆器。描金

中最常见的是黑漆

描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万历龙纹药柜。堆漆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黑漆云龙纹大柜为

代表。填漆是用填

陷的色漆，干后磨平的方法来装饰漆器。雕填是自明代以来即广泛使用，指用彩色花纹装饰

漆面，花纹之上还

加炝金，是一种绚丽华美的漆器。它是明清漆器中数量较多的一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

嘉靖龙纹方胜盒。

螺钿器，明清时期厚、薄并存，至 17 世纪时有了进一步发展，镶嵌更加细密如画，还采用

了金、银片，如故宫

博物院藏的婴戏图黑漆箱、黑漆书甲及鱼龙海水长方盒等。犀皮是在漆面做出高低不平的底

子，上面逐层刷不



7

用色漆，最后磨平，形成一圈圈的色漆层次。剔红是明清漆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做法是

在胎骨上用多层朱

漆积累到需要的厚度，再施雕刻。明初承元代肥硕圆润的风格，宣德以后，堆漆渐薄，花纹

渐蔬，至嘉靖时磨

工少而棱角见，至万历时刻工细谨而拘敛。入清以后，日趋纤巧繁琐。剔犀通称“云雕”，

是在胎骨上用两三

种色彩有规律的逐层积累，然后剔刻几何花纹。款彩是在漆面上刻花减地，而后着色，用来

装饰大而平的漆面，

常见的实物是屏风和立柜。宫廷用具多用炝金，明鲁王墓中发现的盖顶云龙纹方箱是明初炝

金的标准实例。百

宝嵌是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珊瑚、玛瑙、琥珀、玉石等做成嵌件，镶成五光十色的凸起花纹图

案，明代开始流行，

清初达到高峰。

（九）甘肃天水漆器：甘肃天水名产有雕填、镶填、镶银、描金等品种,其中以雕填最为著名。

天水漆器已有近百年历史,在清代

主要有木胎、皮胎,髹饰技法仅雕填一种,生产木碗、手杖等日用品。建国以来,天水雕填漆器

有很大提高,在设

计、雕刻、填彩、研磨等方面都超过历史水平。主要产品有花瓶、盘、套盒、烟具、茶具以

及各种柜、围屏、

沙发桌等近百个花色品种,特别是满堂嵌螺钿围屏、折叠沙发桌等产品,造型优美,制作精工,

纹饰典丽,富有独特

的地方风貌。

天水漆雕工艺历史悠久，考古资料证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全国漆器行业中占据着重要

地位。《诗经，

秦风》“阪有漆、隰有栗”，为秦地产漆最早记载。可见天水盛产生漆，早已闻名于世。延

续至今，天水仍为

全国重点产漆地区之一，天水所产生漆除供本地销外，畅销国内各地。

特色：天水雕漆，业内人士用“繁工珍材”四字概括它特色。所谓“繁工”指工艺复杂，工

序繁多。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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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漆产品要经过木工、漆工、配石、石刻、镶嵌、粘贴、描金等上百道工序，费时少则三四

个月，多则需要一

年。所谓珍材，指天水雕漆产品全部采用珍贵的纯天然材料。一般采用桃红松、椴木等优质

木材作胎，以当地

小陇山盛产的优质天然漆为原料，以福建寿山石、浙江青田石、萧山红石、山东绿冻石、北

京黄石、太湖蚌皮

和珊瑚玛瑙、珍珠、象牙(现以牛骨代替)、玉石、贝壳等为装饰材料，并经常要用镶金、贴

银等装饰方法，可

谓极尽“奢华”，“贵”不可言。

（十）扬州镶嵌漆器：

清康乾时期，著名漆艺师卢映之、王国琛、卢葵生、夏漆工等把雕漆和百宝镶嵌结合起来，

形成了扬州独

特的雕漆嵌玉名贵品种。卢映之还恢复宋代失传的漆砂砚工艺。

现代老艺人：梁国海、王国治

当代工艺大师：张宇、赵如柏、池家俊、朱德隆等

扬州漆器现有装饰工艺“雕漆”、“雕漆嵌玉”、“点螺”、“刻漆”、“骨石镶嵌”、“平

磨螺钿”、

“彩绘”、“雕填”、“磨漆画”、“木雕镶嵌”等十大类，生产各种屏风、地屏、橱柜、

桌椅、几凳、瓶盘、

台屏、茶具、餐具、烟具、文房用品，各类礼品，旅游纪念品，漆艺装饰壁画以及成套漆器

家具等两千多个花

式品种，产品具有欣赏性和适用性，远销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国内旅游城市和地

区的宾馆、酒店、

涉外商场、各大商店经销旅游纪念品、礼品、壁画装饰、家具、酒店用具等漆艺品，也为国

内外新建、改建的

重要接待、会议、餐饮、娱乐、办公等室内而承担大型装饰壁画和高档阵列品的制作，以及

家居装饰品的制作，

扬州漆器已成为内外销、全方位的大市场，深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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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漆器厂“漆花”和“七彩”牌漆器工艺品，久负盛名，多次荣获国际、国内的金质、银

质奖，漆艺精

品历年来多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以及作为国家珍品收藏，曾为国家

重要场所特制了高

档陈列品。

（十一）平遥县的推光漆器：

历史悠久，在唐朝（公元 618 年－907 年），推光漆工艺基本形成地方特色，到明清时已具

相当规模，开始

出口到英、俄等国。

推光漆器是一种工艺性质的高级油漆器具，以手掌推出光泽而得名。山西著名工艺品平遥推

光漆器外观古

朴雅致、闪光发亮，绘饰金碧辉煌，手感细腻滑润，耐热防潮，经久耐用，诚为漆器中之精

品。平遥推光漆器

现有品种多为高档屏风、挂屏、电视柜、大小衣柜、角柜、酒柜、陈列柜、首饰匣等。底漆

多以墨黑、霞红、

杏黄、绿紫为主，上面绘以具有民族风格的图案，如古典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人物、古代神

话、传说中的故事

人物等等，或描金彩绘，或刀刻雕垫，或堆鼓镶嵌，线条流畅，色调和谐，富丽堂皇

（十二）波阳漆器

波阳漆器历史悠久，制作精巧，以造型新颖，漆面光

泽，内壁光滑见长，始于汉代，明清以后，享誉江南，20

世纪 60-80 年代，远销东南亚，欧美和日本，产量跃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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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二。1915 年，艺人张席珍制作的刻漆填金黑退光帽

筒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多次获国家轻工部优秀产品

奖，全国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和制作设计奖；多次参与人民

大会堂髹漆工程，制作了多幅漆器字画，条屏，器具等，

参加了南昌滕王阁，西山万寿宫等名胜的修缮和装饰，漆

画《江南四月》《踏清》《姜夔》《渔鹰》等，被中国美术

馆收藏。中央电视台多次报道波阳脱胎漆。

85（十三）宜春脱胎漆器：

中国漆器历史久远，早在 2000 多年前，漆器的制作已达到惊人的高超技艺。由日本 奈良招

提寺长老森本

孝顺等一行僧侣护送回中国探亲的鉴真和尚造像，就是用脱胎漆制成的。

宜春漆器创始于东汉时期,距今至少也有 1700 多年历史。 宜春位于江西省西部，自古以来

以盛产夏布、花

爆、漆器而闻名。宜春脱胎漆器造型美观，轻巧玲珑，色泽明丽，光亮如镜，不怕水浸；耐

温、耐酸、耐碱、

耐腐蚀；使用时间愈久，光泽愈发光亮。

宜春脱胎漆器的生产纯属手工操作，先制成模型，再以棉布、绸布、夏布裱在模型上，涂上

调配好的液漆，

待阴干后脱下内胎，然后填灰、上漆，再进行打磨、推光、装饰，前后要经过数十道工序才

能制成。现在，宜

春市漆器厂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将漆器、瓷器、铜器、银器、玉器、景泰蓝等

制作工艺熔于一炉，

并采用金银镶嵌、刻漆、雕填、彩金花、磨漆画、“赤宝沙”、“绿宝沙”等多种加工技法，

生产出的脱胎漆

器各呈异彩，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清代，宜春漆器曾在“南洋赛会”荣获一等奖。

福州脱胎漆器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珍品，与北京的景泰蓝、江西的景

德镇瓷器并称

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享誉国内外。

（十四）描金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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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金漆器的做法是，在漆地子上先用金胶漆描绘花纹，趁它还没有完全干透时，把金箔或者

是金粉粘着上

去。另外还可以同时饰云母螺钿、砂金、碾金、泥金、细金等等。

这种描漆又叫做描彩漆或者是彩漆。描金还通常与描漆相结合，在单色一般是较深的黑、褐

色底漆上，用

各种颜色描绘出花纹图案，这种漆器上的绘画有较强的装饰和表现效

果。另外《髹饰录》描饰门中还有一种“描金罩漆”，归入罩漆类。

（十五）河姆渡漆器：

中国新石器时代漆器。1978 年在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浙江省余

姚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中发现一件朱漆碗，是中国现知最早的漆

器。口径 10.6× 9.2 厘米，高 5.7 厘米，底径 7.6×7.2 厘米。碗木

胎，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造型美观，内外有薄层朱红色涂料，

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用微量容积进行热裂收集试验，确认木碗上的

涂料为生漆。朱漆碗的发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认识了漆的性能并调配颜色，用

以制器。

（十六）上海漆器：

漆器工艺古称髹，是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术，历史悠久。清末民初，上海漆器雕刻已有一定规

模，民国 15～

25 年（1926～1936 年）是上海漆器雕刻生产兴盛时期。上海镶嵌漆器，分骨石镶嵌、玉石

镶嵌和手磨螺甸三种。

艺人们利用象牙、牙板骨、青田石、寿山石、蒙古石、云母、蚌壳或翡翠、白玉、珊瑚、绿

檀、金星石等不同

色彩的天然材料，根据画稿上人物、花鸟的神情形态，加工细刻，然后拼装，镶嵌在各种漆

器上，再辅之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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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刻成图案背景，加以衬托，使画面色彩鲜艳，并富有立体感，如骨石镶嵌《祝您长寿》

挂屏，作品画面

构思富有情趣，整幅画面巧妙地选用 20 多种色彩，突出了“老寿星”的特有形态，脸的表

情，手的动作，形象

逼真，寿星和小孩的衣纹，用彩色螺甸描金修饰，画面古朴端庄，刻漆是以刀代笔，在磨光

后的漆器上，根据

设计的画稿，用刀刻去漆皮，填上各种绚丽古雅的色彩，表现出各种美丽的画面。上海刻漆

具有刀法流畅，线

条优美的特点。它以精刻楼阁亭台和古装人物见长，并以准确地复制中国古典名画和创作设

计古典文学故事情

节而享有盛誉。如屏门《清明上河图》就是刻漆作品的优秀代表，它复制北宋著名画家张择

端存世作品《清明

上河图》中最精彩的部分，基本上保持了原作品画风工细、朴实，人物、山水、建筑神形逼

真的特点。上海的

刻漆，还有一种叫断纹工艺术，它是继承传统刻漆手法，在漆坯上用针划出断纹，更显更显

得质朴大方，古趣

盎然。

（十七）扬州漆器：

从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扬州远、近郊区许多汉代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及其残片，多达万件。

器物中有碗、

盘、壶、勺、耳杯等饮食用具，奁、案、几、箱、枕、尺、梳、篦、魁、笥等日常用品，有

琴、俑、砚、盒、

弓背、剑鞘、箭服等文房、器械用品，还有漆棺、椁、面罩等丧葬用具，器形繁多，体现了

广泛的用途。其装

饰工艺则有彩绘、针刻、贴金、金银嵌等类别。其胎骨以木制为最多，故有关学者称扬州为

我国木胎漆器的发

源地。也有不少以干漆夹为胎的，世称脱胎漆，尚有少量竹胎、铜胎、皮胎制器。据《酉阳

杂俎》、《杨太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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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等书记载，唐玄宗和杨贵妃曾多次将扬州所贡金银平脱等名贵漆器赐给安禄山和其他臣

僚。唐僖宗时，高

骈任扬州盐铁史，为献媚朝廷，曾一次向长安运送扬州漆器逾万件。至元代，扬州已成全国

漆器制作中心。雕

漆尤为精美。元末明初时，“点螺”工艺出现。明清时代是扬州漆器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名

家荟萃，诸品具备。

清代后期，扬州漆器出口外贸已较兴盛，远销欧美等国。新中国建立以来，扬州的老中青三

代漆器艺人继承传

统技艺并有创新发展。今天的扬州漆器分为雕漆嵌玉、平磨螺钿、骨石镶嵌、点螺、刻漆、

彩绘钩刀、漆砂砚

7 个类别。产品有屏风、地屏、挂屏、台屏、衣柜、酒柜、电视柜，及各式桌、椅、几、凳、

瓶、盘、筒、盒

等家具和陈设用品 300 多种。扬州漆器造型稳固雅致，做工细腻精巧，色彩和谐匀称，光泽

柔和腴润。其装饰

艺术，既具有传统工艺富丽沉静的民族特色。60 年代初制作的雕漆嵌玉《和平颂》、《喜鹊

登梅》大挂屏，陈设

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内。70 年代初期创作平磨螺钿《南京长江大桥》大地屏，反映社会主义建

设成就，受到过毛

主席的赞扬。1979 年春，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朝鲜，将点螺《锦绣成年春》台

屏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金日成主席 1987 年 9 月，点螺木雕《泰山览胜》漆砂

砚在东京、大阪专柜展出，受到各界人士赞美，后以 400 万元人民币售出。1988

年 2 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件柔性可卷漆器《烟花三月》，其质地刚柔相济、可舒

可卷、体积轻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的巧妙结合，1989

年 4 月在香港展出，各界人士视为奇观。扬州现有市、县属 3 家漆器工业企业

即扬州漆器厂、漆器二厂、江都特种工艺厂，产品销售至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发展对外贸易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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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桐木漆器：

郑州的桐木漆器由来已久，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它是以桐木作底胎，以中国大漆作

涂料，沿用传统

的民间技艺，制作出的各种工艺性很强的装饰品。 其特点是：不变形、不崩裂、耐酸碱、耐

腐蚀、耐热性能高。

中国古代所用漆，是漆树分泌的一种汁液，经日晒脱水后，即成为可作涂料的熟漆。同时常

在漆中加入桐

油一类干性植物油。作漆器时，以木、竹蔑、麻布等为胎骨，然后以漆涂其外表，干燥后即

可使用。也可在漆

中调色，以便涂饰花纹，绘制图案。涂漆既可保护器物，经久耐用，又可使其美观。中国制

造漆器的历史悠久，

《韩非子·十过》载，虞舜以木作食器，“流漆墨其上”。

第三节 织绣

织绣是用棉、麻、丝、毛等纺织材料进行织造、编结或绣制的工艺。中国织绣工艺品种繁多，

绚丽多彩。

主要有刺绣、织锦、缂丝、抽纱、花边、绒绣、机绣、绣衣、绣鞋、珠绣、地毯、手工编结

等。

中国养蚕织丝起源很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已有桑麻的种植，到商代丝织工艺亦有

广泛的发展。汉唐

时期，家家户户大多种植桑麻，能纺能织也能绣。一般人的衣着多是葛麻织品，高级的丝织

品除供贵族享用外，

还销往朝鲜、印度、蒙古，远及波斯、罗马。从中国通向中亚、欧洲的商路，被誉为“丝绸

之路”，人们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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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丝国”。此外，宋代的缂丝，元代的棉纺．明代的织锦，都有较高成就。清代的刺绣工

艺则由于地区的不同

与技艺的演变，形成了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叫四大名绣，更具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中国织绣工艺品的分布有：刺绣、织锦、缂丝工艺主要产在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四川

等地；地毯工

艺主要产在新疆、宁夏、青海、西藏、天津、北京等地；抽纱、花边、绒绣工艺主要产在烟

台、上海、潮州、

汕头、萧山等地。中国织绣工艺，在国外享响很高声誉，尤其是手工绣品，手工编结和手工

地毯，对中外经济

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古代织绣品：

中国是丝绸发明大国，织绣品历史悠久。收藏织绣品，首先要从鉴赏入手，要学会判断织绣

品的价值和价

格，即年代、品种、艺术性、品相、尺寸及市场等。

清朝织绣石青缎绣金龙棉朝褂

宫庭织绣：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织绸印染和刺绣的国家。特别是锦、绢、绣、帛、缣等

产品，远销世

界各地。汉唐以来，经过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国内生产的织绣品远销波斯、罗马，对东西

方文化交流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宋代，不但能织锦、缂丝、刺绣，还由单纯实用范围，发展到生产一些专供欣

赏的艺术品。明代

成化、弘治以后，丝纺织业又有了改进，发展到在绫绢上提织各色花纹。明末，苏州市场上

有绫、绢、沙、绸、

罗、布六种织机作为商品贩卖，所织成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

清代丝织品在继承历代成果的基础上达到顶峰时期。以江南地区的江苏、浙江两地生产最盛，

民间丝织品

作坊发展到上千台织机，生产规模和数量都超过了官营织造，丝织品也随之遍及全国。供皇

室王公大臣享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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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丝织绣品是由清廷内务府在江宁(南京)、苏州、杭州设置的“织造衙门”组织当地招工

巧匠负责内廷“供 88

奉”。每年按广储司缎库、茶库拟定的花样、颜色和数量进行生产。宫廷内务府设有染作、

衣作，皮作，满足

皇室日常消费，同时还提供大量的丝织品赏赐给少数民族首领。

清宫御用的彩织锦缎源于江宁(南京)织造。苏州以织造宫廷赏赐品为主，还

织“上用”和“官用”两类。上用专供帝后用；官用，是为赏赐官府、王公所用。

杭州织造除织造御用袍服外，也为皇室供奉丝、绫、杭绸等。少数民族首领来觐

见皇帝时，为表示尊敬也将本民族生产的棉织品和丝织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

总的来说，欣赏品要高于实用品，服装要高于匹料。缂为织绣品种中特别受

青睐之物。服装中，袍胜于裙袄，龙袍等宫廷之物和官服又胜于民间服装。装饰

品中，补子最受欢迎，价格居高不下。佩携品中，又以扇套、荷包惹人喜爱。此

外，手工提花的丝毯亦自成一珍贵品种。

织绣品的艺术性，可因其艺术风格之不同，而分别以不同的审美标准来对待。

宫廷风格：材料优良，配色构图复杂，制作精到，富丽堂皇，有龙袍、霞帔

等。

民间风格：雅拙有趣，想像丰富，立意新鲜，不入俗套。

文人风格：多以名人书画为粉本，或缂丝或绒绣或发绣，以多书卷气为贵。

闺阁风格：封建时代女子养在深闺寂寞难遣，又心比天高身怀绝技，则尽在织绣中一吐为快。

物以稀为贵。明清武官补子中品级低的海马、犀牛反而贵重于品级高的狮虎，就是这个道理。

荷包品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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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中圆荷包、鸡心荷包和褡裢荷包颇多精巧可爱者，但因传世数量大故不甚珍贵，而葫

芦包较为难觅身价 较高。某一品种喜爱的人多、收藏的人多，其价格也高。例如补子，在海

外有一批非常稳定的藏家，故其价格 几十年来一直稳中有升。

发展史：

中国的丝织物是何时出现的呢？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始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

化。此后，经

过殷商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织绣工艺，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春秋战国

1982 年，曾在湖北江陵马山发掘了一座楚墓，出土了大批丝织品、编结和刺绣等。丝织品的

品种有绢、罗、 纱、锦等。花纹有几何纹、菱形纹、S 形纹等，几何纹中还饰有龙凤、麒麟

和人物。在大批的刺绣中，有绣衣、

绣裤、绣袍等，绣地多用绢，用辫针绣出龙、凤、虎、三头鸟，以及草叶、枝蔓和花朵，线

条流畅，技术高超。

秦汉

秦汉的织绣工艺，尤其是汉代，在继承战国传统的基础上，有着飞跃的发展。丝织品种更为

丰富，有锦、

绫、绮、罗、纱、绢、缟、纨等。汉代丝织的花纹，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云气纹、动物纹、

花卉纹、吉祥文字、

各种几何纹。汉代丝织的制作工艺已非常精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一件素纱禅

衣，衣长 128 厘米，

通袖长 190 厘米，只重 49 克，不到一两重，可见极为精巧。汉代刺绣的针法，主要是辫绣，

也称锁子绣，其特

点是针路整齐，绣线牢固。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了大量刺绣实物，品种丰富，制作优美。

三国两晋南北朝

六朝时期的织锦，以四川生产的蜀锦为著名，《丹阳记》：“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

故三国时魏则市 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始乃有之。”可见蜀锦是三国时魏国、吴国所争求

的一种高级丝织品。六朝时期的织绣

纹样，在继承汉代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它改变了汉代云气纹高低起伏的不规则变

化的格式，构成了 有规则的波状骨架，形成几何分割线，而更加样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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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

唐代的织绣工艺十分发达。封建中央设有织染署专门管理生产，分工很细。民间的织绣生产

几乎遍及全国，

而且产量很大。唐代织绣工艺努力追求华丽的色彩效果。丝织的品种很多，而以织锦最著名，

一般称为“唐锦”。 它是用纬线起花，用二层或三层经线夹纬的织法，形成一种经纬纹组织。

因此，区别于唐代以前汉魏六朝运用

经线起花的传统织法，称汉锦为“经锦”，称唐锦为“纬锦”。纬锦的优点是能织出复杂的

装饰花纹和华丽的色 彩效果，加以唐锦在传统的图案花纹基础上又吸收了外来的装饰纹样，

所以它具有清新、华美、富丽的艺术风 格。唐锦的装饰花纹有：联珠纹、团窠纹、对称纹、

散花等。在男耕女织的社会制度下，千千万万的女孩子都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

如此，那些住在深宅大院的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刺绣便成为她们消遣、养性和

从事精神创造的唯一活动，渐渐形成了“闺绣”。

宋

宋代的丝织，在唐代的传统生产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宋代的织锦具有时代特色，称为宋

锦。其特点是：

采用小朵花，规矩纹，有变化多样的八达晕、龟背纹、锁子纹、万字流水等，组织规则严整，

色调沉静典雅。

宋锦除作为服饰、赏赐及经济贸易外，还作为装裱书画的特用材料，为书画家所乐用。在丝

织物中，缂丝是一

种新兴的丝织品。有多种名称，如刻丝、克丝、兢丝等。缂丝主要是织作绘画或书法，反映

丝织工艺由实用向

欣赏方面分化。宋代缂丝的主要产地：北宋时在河北定州；南宋时以云间(松江)为中心，名

家辈出。

宋代的刺绣针法精细，用色典雅；它也和缂丝一样，向欣赏品发展，成为后来的画绣。宋代

刺绣由绣院组

织生产管理，民间刺绣亦较发达，并可作为商品出售。

元

元代的织绣工艺，丝织、毛织、棉织都得到一定的发展。丝织中以织金为有特色。织金在元

代称为“纳石



19

失”或“纳失失”等。元代统治者喜欢用金，所以织金成为生活所需的一种时尚。金锦的花

纹有团龙、团凤、 宝相花、龟背纹、回纹等；毛织在元代得到特殊发展，这是由于适应蒙古

游牧民族的生活需要，多作为地毯、

床褥、马鞍、鞋帽等，毛织以宁夏与和林为主要产地；棉织是在元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工

艺。我国古代棉， 称为“吉贝”，最早只种植在西北和西南一带，元代在我国广大地区得到

推广，棉纺织工艺家黄道婆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当时松江一带的“乌泥泾被”，成为大江南北的著名产品。

明

明代的织绣工艺，丝织得到了较大发展。全国有江南、山西、四川、闽广等四个丝织产区，

而以江南为主

要产地。织锦具有时代特色，被称为明锦。明锦有三类主要品种，即库缎、织金银、妆花。

库缎系本色花，具 有光柔的特点；织金银则是在织锦中织进金线或银线，高雅华贵；而最精

巧的则是妆花，它用过管的织法，即 每一花朵均用不同的色线，边织边绕，色彩多，花朵大，

具有富丽辉煌的艺术效果。明锦的图案组织有团花、 折枝、缠枝、几何纹等，明锦花纹丰富

多彩，有：云龙凤鹤、花草鸟蝶、吉祥锦纹等，其造型敦朴大方，富于

程式化的装饰美。刺绣工艺中以“顾绣”为有名。顾绣是一种画绣，所绣花卉、人物、翎毛、

山水，“劈丝细 过于发，针如毫”，以制作欣赏品为主，加以文人雅士的评赏和赞美，故当

时影响很大，成为刺绣工艺的代表。

清

清代织绣品主要产自清宫内务府管辖的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大

织造（统称江南三织造），它利用江南盛产的上等好丝及熟练的技工，在内

务府织造局精心的设计和监督下，织造出成各种供皇帝和后妃享用的织绣

品。此外，全国各地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织绣珍品也源源不断地贡进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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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织绣品代表了当时绣品工艺的最高水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织绣文物

无论在数量、品种、花色、艺术上都是无以伦比的，为研究我国的织绣历

史、工艺和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第四节 收藏与鉴赏

中国古代织绣品的收藏，首先要从鉴赏入手。这里所谓的鉴赏，一是判断其文物价值和艺术

价值，依赖的

是眼光，史识和审美；二是对其市场价格的估算，靠的是经验和信息。

鉴赏

鉴赏织绣品首先要判断织绣品的价值和价格，即年代、品种、艺术性、是否为名家作品、尺

寸、品相、珍

罕程度、市场大小等。

（

1）年代

对收藏者来说，年代愈早的织绣品价值越高。但是，高年份的织绣品一般品相极差，多为残

片，难入鉴赏

家的法眼。所以，对待年代问题，要有一个辩证的观点。收藏家虽然也搜集早期织绣品，但

并不放弃对品相的 90

要求。

其次，年代与品种的关系密不可分。早期代表作和盛期的经典之作是最好的搜集目标，如战

国的楚绣、汉

代的吉语锦、唐代的联珠纹锦、宋代的领先达晕锦、宋代的书画缂丝、明代补子等等。唐代

虽已有缂丝，但多

为腰带等实用品，纹样配色都很简单，与宋代朱克柔的作品相去何止千里！ 最后，年代判定

有时也极为关

键。宋代是缂丝艺术之高峰，明代尚能继其风流余绪，清代则显出颓势。所以，一磐则言，

宋代缂丝锭胜明代

缂丝；明代缂丝又远胜清代缂丝；清代康、雍、乾三朝作品又远胜清后期作品。就年份而言，

清乾隆以后织绣

中可以说极少有珍品。同样一件清代龙袍，乾隆朝的可以是咸丰朝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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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品种

品种本身当然也影响其价值价格。总的来说，欣赏品要高于实用品，服装要高于匹料，缂为

织绣品种是特

别受青睐之物；服装中，袍胜于裙袄，龙袍等宫廷之物和官服又胜于民间服装平；装饰品中，

补子最受欢迎，

本世纪上半叶起在欧美也形成稳定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乾隆以前的补子一副价格都在 5000

美金以上；佩携品

中，又以扇套、荷包惹人喜爱。扇套因书画折扇的走俏而价格一直在上涨；荷包则因其花样

繁多制作精巧而被

人看好。此外，手工提花的丝毯亦自成一珍贵品种。

品种几乎可以无限细分。例如，补子可分男补女补、方补圆补、文补武补。男补贵于女补；

武补少于文补，

因此较为珍罕。男补较女补尽寸为大；武补为兽纹，文补为鸟纹。文补中以品级较高者如仙

鹤为贵；武补中品

级较低者如犀牛、海马反而最为珍罕，几乎难以寻觅。此外，明代鸟补中有双鸟一俯一仰者

较多但更典型；单

只鸟者较少，较前者价低。

艺术品的收藏，当以其艺术性之高低为主要鉴赏标准。织绣的收藏也是这样。织绣品的艺术

性，可因其艺

术风格之不同而分别以不同的审美标准来对待。

一类为宫廷风格。其特征为富丽堂皇严谨精细。具体品种有龙袍、霞帔、御用丝毯服饰等。

二类为文人风格或书画风格。这类织绣多以名人书画为粉本，或缂丝或绒

绣或发绣，以多书卷气为贵。

三类为闺阁风格。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绝少有读书和从事艺

术创造的机会。养在深闺寂莫难遣，又心比天高身怀绝技，则尽数在织绣中

一吐为快。这是女性艺术的精华。或表现为书一绣，或作裙襦，或为巾帕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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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一针一线俱凝情思。

艺术性之表现既与品种相关，更受时代影响。明代的妆花粗放饱满概括，

清代早期的妆花精细优美，清代晚期的则流于琐碎恶俗。缂鸶峭绣表现的自

由度较大，织锦则受工艺限制较多。凡此种种，也应予注意。

（3）名家作品

织绣也有名家，虽不如书画篆刻，但也有详细记载。唐代有窦师纶，多

创锦花样，世称“陵阳公样”，但年代久远，甚是渺茫，至今并无实物可以印证。有款之作

更值得珍惜，曾在

上海有一小拍卖行见一明未清初之刺绣中堂，画绣结合，画款为文微明之曾孙女赵文，绣款

为休这十一月氏。 此件制作既精，品相又佳，可惜索价太高，结果流标（底价三万不算太高，

大拍卖行或许就能成交）。

（4）尽寸

中国书画出售论尺，织绣的尺寸没有这样重要。荷包绦带之类，难以以大小区分高低；扇套

以一尺或近一

尺的尺寸为好，小扇套用于女扇，因女扇价低而扇套亦被拖累；补子以明代尺寸为最大，男

补大于女补，而以

戏补为最小，所以补子以大为贵，可视作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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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品相

织绣的品相至关重要，因为织绣易于褪色损坏而难以修复。残破织绣品的外

观与其当初的外观相去太远。当然，商周汉唐的纺织品残片，依然被珍惜地收藏

于各大博物馆。这些藏品，其用于研究的文物价值，大大超出了其作为艺术品或

工艺品的审美价值。所以，一般的私人收藏家对此兴趣不大。清代乃至民国的织

绣品，如果残破其价值就会大大打折，特别是衣物饰品等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

（

6）珍罕程度

物以稀为贵，织绣收藏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明清武官补子中品级低的海马、

犀牛反而贵重胜于狮虎，就是这个道理；荷包品种极多，其中圆荷包、鸡心荷包

和褡裢荷包颇多精巧可爱者，但传世数量大故不甚珍贵，而葫芦包较为难觅故身

价较高；缂线身价高于刺绣（

7）市场大小

某一品种喜爱的人多、收藏的人多，求大于供的程度高，亦即市场大，其价格也高。例如，

补子在海外有

一批非常稳定的藏家，故其价格几十年来稳中有升。金莲鞋或小脚鞋的收藏者人数众多，但

近年赝品出现也多，

影响了其价格上升，但并没有下降。织绣品的收藏者总的来说较少，大家对此要有较清醒的

认识。

综上所述，织绣鉴赏是一个需从多个角度全面考虑的问题，而修养见识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节 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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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印，《释名》解释为：“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

验也。亦言因

也，封物相因付”。先秦前，玺、印是一物。秦始皇后，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官吏及

一般人称“印”。

印有官印和私印，作为官府书信往来和私人交往的凭证。汉代印又称“章”和“印信”，唐

以后又将印称“记”

或“朱记”，明清又称“关防”，但通称仍称“印”。古印有钮，可以系绶，印钮形式有覆

斗钮、鼻钮、龟钮、

蛇钮、虎豹钮等。印文有阳文和阴文，字体依时代变化。先秦时代是六国古文；秦汉至魏晋

南北朝是篆字；隋

唐以后多隶书、楷书。

汉代也有诸侯王、王太后称为“玺”的，唐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

是与“息”同

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汉将军印称“章”。之后，印章根

据历代人民的习惯有：

“印章”、“印信”、“记”、“朱记”、“合同”、“关防”、“图章”、“符”、“契”、

“押”、“戳子”等各种称呼。

秦汉魏晋皆有统一印制，南北朝因之。皇帝专用玉质，称玺，余者用铜，称印。这段时间之

印章有大小方

圆、长方等等形式，印体日渐厚重，以鼻纽、龟纽居多。印文形式：秦代刻阴文小篆，有界

格，两汉魏晋的入

印篆书方圆俱备，被作为典范，称为谬篆。此外，有鸟虫书及与其相类之文字，印文外加装

饰及有形印皆为东

汉所常见，南北朝印章继承魏晋之作，饶有古趣。

隋唐以后印体增大，鼻纽变成小长方形把手，直至增高成上小下宽之柱形柄。官印文字皆作

阳文，由细笔

微曲之唐篆变化为九叠篆，还有以西晋文、蒙文、满文和满汉篆书合文入印者，印边日渐增

阔，布局日趋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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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划与空白日趋均匀。清宫的二十五宝玺为乾隆十一年（1746 年）所完成，是专用于国事的

传国宝，除一金一 檀木外余皆玉质，体积硕大，作各式龙纽，为前世所无，玺文有满文、满

汉篆书合文。其它大小宝玺多为石质， 乃御笔和赏鉴所用，其性质属私印闲章，惟石料、制

纽皆极精美，具庄重珍贵的特点。

明清私印以石料所作为多，有少量牙角竹木之作，取代了铜质印章。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

提刀，或由治

印家镌刻，他们皆以秦汉六朝古印为宗，创造出个人风格，如：明文何，清浙徽派诸家，晚

清赵之谦、吴昌硕 都是名声显赫的大家，他们不仅为中国玺印的历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而

对东方邻国篆刻艺术的发展亦产生了 良好的影响。

知名人物：

昌乐阎氏刻铜艺术，源于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十五年进士、皇太子讲官阎世绳（1633——1706

年）与王士

祯等文化名流共同研究刻铜艺术。阎世绳精心刻制的铜制品倍受康熙皇帝珍爱，康熙皇帝曾

多次将阎世绳刻制 的文玩作为奖品赏赐给大臣，许多高官学者也以得到阎世绳刻制的文玩为

荣。阎世绳之子阎愉（康熙三十九年

年羹尧同榜进士、工部主事）之孙阎廷佶（雍正二年进士，广西宾州知州）曾孙阎循琦（乾

隆七年进士，太子

太保工部尚书）玄孙阎学淳（1760——1834 年）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宁国府徐州府等六府知

府）五代进士皆为 篆刻名家（阎氏五代七进士），之后近百年刻铜工艺曾一度失传，直至清

末，阎志超整理阎氏遗著，重新发现了 阎氏刻铜艺术的文献资料，阎氏刻铜工艺方幸续传承。

阎志超（后改名阎少璞 1903—1941 年）昌乐县城西门里人，清末民初篆刻家、书画家，中

共地下党员。他 =出生在文化艺术经商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创新思想启蒙，所创作

的仿古铜工艺作品独树一帜，别有风 味。后不幸被日寇逮捕入狱，在狱中有幸结识了北京前

门外著名刻章老字号七县馆的老艺人，两人共研篆学， 相见恨晚。阎少璞因祸得福，篆技大

增，在狱中将毕生制印技术整理成书，秘传给长子阎光崇。阎光崇继承父 业，70 年如一日

深入研究，改进了传统的砂模铸造工艺，将北京篆艺与古代

阎氏铸刻铜艺的方法结合起来取得成功并将其毕生技艺全部授之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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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掌门传人阎小平（1958 年生人）自年幼便跟随其父习

文练字，十 一岁时已熟练掌握铜印的所有制作流程。承祖艺之基，习名师精华，得国外

专家指点而悟得黄铜落款绝技。曾与著名的山东大学刘乐一教授联手攻关，

多次为中国领导人铸刻铜印玺，并为韩国总统金泳三，孔子嫡传后裔，台湾

著名学者孔德成等诸多港澳台及大陆名流铸刻过铜印。其作品之于各界名流

中收藏五千余方，乃以求者所需为本，定做各类金银之印，因经济实惠，求

印以铜质居多，世人皆称其作品精美非凡。随着社会发展，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思想精神和

内容，阎氏工艺在

精进的同时不断创作出“龟”“兔”“母子情”，“中华魂”“华人万岁”“无与伦比”等

京字印系列，情侣

印系列，十二生肖印系列，瑞兽系列，祝福语系列，成语印，人名印等无不使新一代年轻人

深感好奇与喜爱。

清后期社会皆用石质印章，铜印制法从此失传。阎氏刻铜艺术三百年历史，锦华无数，其续

传为之家幸，

更亦为国幸。自此中国金属印制法在“石章时代”不但幸运的保存下来，而且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时代。

品种：

汉私印

汉私印即为汉代的私人用印，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不仅形状各异，朱

白皆备，更有

朱白合为一印，或加四灵等图案作为装饰的，进而有多面印、套印（子母印）、带钩印等。

印文除了姓名之外，

往往还加上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信印”等辅助文字，钮制极为多

样，充分显示了汉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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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的巧思，两汉私印仍以白文为多，西汉以凿印为主，东汉则有铸有凿。

汉玉印

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佩玉”在古代也是名公贵卿和士大夫的一种高

雅风尚，一般玉

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婉转，粗看笔划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由于玉质坚硬，

不易受刀，也就产

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又由于玉质不易腐蚀受损，使

传世下印得以比较好

地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

官印

官方所用的印章，先秦时用印通称“玺”。秦统一六国后，始有“玺”（帝、王专用）与“印”

（官、私均用）

之分。历代官印，各有制度，以别官阶和显示爵秩，一般比私印大，谨严稳重，多四方形，

有鼻钮，印文布局

自然舒展不乱。秦多用斯篆入印，字数不定为纤细白文，以田字日字为界格，疏密有致，自

然生动。承秦制，

帝、后及诸侯王所用称“玺”，列侯、承相、太尉、前后左右将军、乡亭侯，将军部属、郡

邑令长等所用皆称“印”，

将军所用称“章”。武则天嫌玺音不祥遂改称“宝”，宋元明清多沿用；印大逾 4 寸，印钮

改为直柄，从长寸许

至长约一握，居印当中，所谓“印把子”，以示权力。元用蒙文入印。明沿用九迭篆入印，

又有关防、长方形官

印，多润边粗朱文。清多合用篆文、满文。

魏晋南北朝印的官私印形式和钮制都沿袭汉代，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传世的给兄弟民族

的官印，文字

较多，用刀如刻如凿，书法风格表现为舒放自然，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篆刻风格的代表。南北

朝各国传世印章不

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凿款比较草率，官印未见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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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印到了隋唐时代，印面开始加大。随着纸的普遍应用，朱文逐渐替了白文。许多官印印背

上开始有年号

凿款。在文字上隋印多用小篆，并开始运用屈曲的“九迭文”入印以便填满印面。唐宋时代

开始以隶楷入印，

清代官印满文，汉文两体兼用，同刻于一印之中。

宋元圆朱文印

魏晋以来，纸帛逐渐代替竹木简札，到了隋唐，印章的使用已直接用印色钤盖于纸帛；到文

人画全盛时期

的元代，由文人篆写，印工携刻的印章已诗文书画合为一体，起到了鲜艳的点缀作用，为书

画家所喜爱。在这

个阶段，首先是宋末元初的书画家赵孟頫对篆刻艺术大力提倡，由于书法上受李阳冰篆书的

影响，印文笔势流

畅，婉转流丽，产生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圆朱文”的印，为后世的篆刻家所取法。

宋以来的兄弟民族

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曾依据汉字书法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把他们的文字仿效汉字篆体

用于官印，传世较

少，所见的印文有金国（女真）书和元代八思巴文及西夏文篆书，其中有许多文字还不认识。

半通印

印章形式之一。秦汉时期下级官员所用之印，其形为直长方，约为正方官印即之半，故名。

私印亦有长方

形的。

封泥

中国古代公私简牍大都写在竹简、木札上，封癸时用绳缚，在绳端或交叉处加以检木，封以

黏土，上盖印

92章，作为信验，以防私拆现象。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

——盖有古代印章的干

燥坚硬的泥团。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

宽边。封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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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战国直至汉魏，直到晋以后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书信的来往，才有可能不使用封

泥。后世的篆刻家

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

私印

私印是官印以外印章的总称。体制繁杂，以形制而言，有一面印、二面印（即穿带 印、子母

印、带钩印、

六面印、套印等；以文字而言，有姓名印、臣妾印、斋堂馆阁印、诗词印、收藏印、吉语印、

花押印、象形印、

回文印朱白相间印等。

吉语印

吉语印既以吉祥的词语为印文的印章。常以大利、大幸、长荣、长富、宜千金、宜子孙一类

的言语入印。

秦有小玺作：“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也有姓名上下加附吉语的，多见于汉代的两面印

中。

穿带印，印体左右有孔，可以穿带，故名。印的上下两面都刻有印文，大都一面刻姓名，一

面刻字号，故

又称"两面印"，盛行于汉代。

子母印

子母印又称“玺印”，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印文多作朱文，始于东汉，盛

于魏晋六朝。一 般铸有兽、龟等钮，外大印为母，钮作母兽，内小印为子，钮作子兽，可套

入大印内，合成母抱子状，因称“子 母印”。有母印钮作兽身，子印钮作兽首，套合成为完

整兽形者，故也称“套印”。有一母一子的套印、一母三

子的二套印等。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

可见。套印是由大 小数印套合而成的印章，汉代之“子母印”即套印之一。套印分若干层，

有多至五六层者，每层（即被套的每

方印）五面都可刻印，最末一层为小方印，可刻六面，明清以后，为便于携带，套印多以铜、

石、牙等制成。

象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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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图案印”、“肖形印”，是刻有图案印章的统称。古代象形印，一般刻铸有人物、动

物等图像，取材宽 广，浑厚古朴，简练生动。多白文，一为纯图画，一为图画中附有文字，

今所见者以汉代居多。

图案印

图画入印自战国到汉魏都有，以汉代为最多，又称肖形印或象形印。形式多样，简练生动，

除了人物、鸟

兽、车骑、吉羊、鱼雁等图案外，常见以吉祥的四灵（龙、虎、雀、凤）入印的，这类印又

称为“四灵印”。

凿印

又名“急就章”。

一般凿印是指刻印的一种方法--在预制的金属印胚上凿刻印文；也指用此法刻成的印章。其

印纹文字错落

有致，大都为将军印和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流行于汉魏晋南北朝。相传其起源是因军中

官职往往急于任命， 印信大都仓促凿成，故别称“急就章”。此法为后世篆刻家所仿效。

铸印

制作金属印章的方法。通常先刻蜡模，用黏土作范于模之四周，熔金属浇注入泥范而成，故

也有将铸印称

为“拨蜡”的。古代铸印，有只铸印胚，后刻凿印文的；有印胚印文同时浇铸的。印文精巧

工整，别具一格， 为后世篆刻家所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