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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多的彝族物质文化遗产中 ,漆器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从造型、色彩和纹饰方面研究凉山地区的彝族漆

器 ,归纳其造型特点 ,分析其色彩和纹饰的含义及装饰法则 ,揭示出了彝族漆器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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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漆器距今有近 1700多年的历史。[ 1 ]1漆器

既是彝族传统的生活用品 ,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彝

族漆器工艺伴随着彝族社会的发展 ,经历了漫长的

岁月 ,不断丰富提高 ,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艺术特点。

一 　彝族漆器的造型特点

彝族漆器的种类繁多 ,造型也极为丰富。彝族

漆器按胎骨类分共有 6种 ,即木胎、皮胎、竹胎、角

胎、竹木胎、皮木胎。其中 ,木皮胎较多 ,角胎次之 ,

竹胎较少。按用途分类 ,主要有餐具、酒具、兵器、马

具、毕摩用具等。此外还有茶筒、花瓶等日常生活用

具 ,精致的法器也有着漆的。[ 2 ]3

在众多的彝族漆器中 ,餐具和酒具的造型尤具

特色。彝族的餐具造型颇为别致 ,以钵、盆、盘、木

盔、勺、碗、餐桌 7种为基本造型 (见图 1) ,不同器形

用途不同 : [ 3 ] (1)餐桌 :彝族的餐桌为木胎 ,桌面下

有近圆柱形桌脚 ,桌身矮小 (桌高仅 10余厘米 ) ,敦

实可爱 ,像一个大盘子。 (2)木盘 :又称“申品 ”。矮

足 ,盛肉用。 (3)木盔 :又称“库祖 ”。敛口 ,深腹 ,盛

汤用。 (4)木钵 :又称“库不 ”。 ( 5)木碗 :又称“朱

窄 ”。敞口 ,无底座 ,圆底。也有皮胎。 (6)木勺 :又

称“义尺 ”。柄修长 ,与战国时的“匕 ”相近 ,汤饭皆

用。 (7)饭盆 :又称“梯梯 ”。器足较高 ,盛饭用。

酒具因其质地和造型的变化 ,又可分为圆形酒

壶、扁圆形酒壶、鸟形 (斑鸠 )酒壶、高足木酒杯、鹰

爪杯、单耳酒碗、角酒杯、酒舀子等。 (1)圆形酒壶 :

又称“撒勒博 ”。高足吸酒壶 ,腹部圆饼状。 (2)扁

图 1　彝族部分漆彩绘餐具 [ 4 ]192, 193

圆酒壶 :又称“莫耶 ”,扁腹高足酒壶 ,原理与圆形酒

壶同。 (3)木酒杯 :又称“罢珠 ”。高足小酒杯 ,个人

饮酒用 ,类似古代的豆。 ( 4 )斑鸠酒壶 :又称“黑

沙 ”。从腹部倒酒 ,由鸟嘴吸出。 (5)酒舀子 :长柄 ,

底部腹腔圆鼓状 ,有孔 ,用于取酒。 ( 6)酒碗 :扁平

状的皮酒碗或单耳的酒碗。 ( 7)角酒杯 :牛、羊角水

煮后洗净血肉髹漆而成。以牦牛角为最高等 ,黄牛

角和水牛角次之 ,再次为羚羊和绵羊角的酒杯。

(8)猪脚酒杯 :以野猪蹄为材料 ,早期作为使用者身

份和实力的象征。 (9)鹰爪酒杯 :杯身为木胎或皮

胎漆绘 ,杯座为鹰爪。同猪脚酒杯一样 ,象征着使用

者的高贵身份和强盛势力。酒壶是漆器中十分独特

的器物 ,无论圆形或扁形 ,其原理一致 (见图 2)。底

部喇叭形高圈足 ,足底中心有一孔 ,插一竹管入腹

内 ,直至腹顶 ,为进酒管。腹上部斜插一管直至腹底

端 ,作吸酒管。这个构造十分巧妙 ,注酒后 ,酒既不

易露 ,又不易挥发 ,且能将壶内的酒吸尽 (见图 3)。

纵观彝族漆器的酒器和餐具 ,其造型具有如下

特点 :

(1)具有适用性。除平底碗外 ,钵、盆、盘、木

盔、酒壶大多为高圈足 ,勺子和酒舀子的柄较长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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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彝族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的席地而坐的进食习俗有

关。彝族最初是游牧民族 ,用餐席地而坐 ,一般无桌

凳 ,餐具放在地上 ,餐具的造型也与这种生活习惯相

适应。高圈足和长柄使进餐者省去弯腰躬背的不

便 ,且圈足使盛器不直接接触地面 ,饭菜不易变冷。

(2)具有实用性。彝族餐具里的“子母钵 ”造型

很巧妙 :扣合为一体钵 ,揭开则可以作为两个盘使

用。且上下部各有圈足 ,做上盖时则可当作手柄实

用美观。木盔口小而腹深 ,专用来盛汤 ,汤菜置其中

不易冷却。

(3)具有民族特色。彝族的很多酒具结构 ,如

上所述 ,十分独特 (见图 3)。这种独特的造型与彝

族先民的游牧生活相适应 ,不怕远途跋涉和骑马的

颠簸 ,当凉山彝族从事农耕后 ,酒壶的适应性和优越

性同样体现出来。

彝族先民使用漆器与以前凉山地区的生产方式

和森林资密不可分 ,有十分明显的生态原因和社会

文化原因。彝族漆器至今仍深受彝族人民的喜爱并

广为使用 ,正是由于漆器造型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

适用性 ,故得以继承 ,显现出民族特色。

二 　彝族漆器的色彩特点

彝族漆器装饰有黑、红、黄三色 ,由于其色彩极

具特色 ,被称作彝族“三色文化 ”。漆器上用黑、红、

黄三种颜色有其文化渊源。

彝族崇尚黑色 ,以黑为贵。黑色象征高贵、庄

重 ,包含着深、广、高、大、多、密、强等意义。[ 3 ]3彝族

自称中的“尼 ”、“诺 ”、“纳 ”都是“黑 ”的意思 ,“彝

族 ”自称按照字面直译就是“黑人 ”或“黑族 ”的意

思。金沙江和雅砻江彝族称作“诺矣 ”,意为黑水 ,

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 》中的支格阿龙是黑鹰的

儿子 ,彝族口传史诗《梅葛 》有虎创世的传说 ,因此

彝族自称“虎族 ”,并以黑虎为贵 ,彝族奴隶社会中

的统治阶级为“黑彝 ”,《景泰云南志 》卷二载 :“爨有

黑白之分 ,黑爨贵 ,白爨贱。”凡此标明 ,彝族尚黑、

尊黑。出于对黑色的崇尚 ,祭司毕摩的法器均为黑

色 ,男女衣饰也均以黑色作为基本色彩。彝族结婚

和过年节 ,常常用松枝搭起屋棚 ,因为青色近于黑。

彝族青年结婚建的新房 ,要用烟熏黑后方可居住。

彝族还喜欢把吃苦耐劳、塌实肯干的人称为“阿诺

阿懂 ”的人 ,即“进入黑色的人 ”。彝族漆器的底色

一般绘为黑色 ,说明器物高雅和庄重。

红色象征着彝族对太阳和火的崇拜。彝族的古

籍和文献中 ,均有对太阳的敬畏和崇拜的记载 ,彝族

许多传说也与火有关。火还是彝族的祭祀对象 ,彝

族火把节即是祭火节。对彝族人来说 ,红色蕴含喜

气。彝人认为做梦见血红则预示得财 ,过年杀猪以

猪流出的红色血液为农作物丰收的征兆。彝族认为

红色还有镇鬼护祖灵的作用 ,凉山甘洛等地过年常

挂红纸灯 ,以此照明祖先神灵回来的道路 ,照出鬼怪

原形。红色又是勇敢的象征 ,据说彝族先民作战时 ,

敢死队员全身披红以显示自己的勇猛。正是因为红

色象征勇猛 ,彝人死时忌用红布盖尸 ,认为用之 ,则

死者的灵魂就会变为恶魔。[ 5 ]806漆器上用红色象征

着勇敢和热烈。

在彝族人民心中 ,黄色是吉祥、美丽、幸福、光

明、繁荣的象征。在彝族的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中 ,都

有许多对黄色的褒扬。在描写美丽善良的女性时喜

欢用黄色 ,在一些生活的物品中 ,喜欢用黄色词语修

饰 ,寓意吉祥。彝族长诗《我的幺表妹 》里 ,赞美幺

表妹“周身亮堂堂 ,像菜花一样一片金黄。”[ 5 ]806彝

族视黄色为吉祥色 ,一方面是因为彝族与炎黄同源

于古氐羌 ,故色彩上受其影响。[ 6 ]另一方面黄色也

来自彝族人民从荞麦、油菜花盛开和丰收季节中对

大自然的概括 ,漆器上的黄色象征着吉庆。

漆器上色彩的应用 ,还与器物的形状有关 :大型

器物常以红或黄为主色 ,再用另一种颜色加以烘托 ,

显得单纯、豪放 ;小型器物则以红、黄色错综使用 ,互

相渲染 ,显得精美艳丽。彝族漆器的黑、红、黄三色

纯度较高 ,冷暖色的对比和中性色彩的搭配交互烘

托 ,使漆器光泽艳丽 ,形成一定的空间感及和谐的视

觉美感 ,独具民族韵味。

三 　彝族漆器的纹饰艺术

彝族漆器的纹饰特点是自然写实 ,纹饰来自生

活 ,源于自然。漆器纹样的种类大致可分为 :自认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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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生活纹样、生产纹样等 (见

图 4)。其中动物纹样居首 ,植物纹样次之。[ 2 ]4

图 4 彝族漆器纹饰种类

这些纹样看似简单 ,实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

彝族是山的民族 ,许多寨子都在山中 ,故彝族对山崇

拜 ,特别重视对山神的祭祀 ,漆器中山形的纹饰 ,正

源自于这种原始崇拜 ;彝族还崇拜星辰日月 ,祭星是

一些彝族山寨的重要活动。传说远古时人烟稀少 ,

辛苦劳作后的彝族先民 ,苦于寂寞单调 ,当夜幕降临

时 ,常临空而哭泣 ,打动天上的星神 ,遂变为美女下

凡与他们荡秋千 ,为他们带来了欢乐的时光。这种

崇拜使许多漆器以日月星辰为纹饰 ;在彝族的图腾

崇拜中有对虎的崇拜 ,所居住的山、村及溪有以虎为

名的 ,人名、族称中冠以虎字 ,是认为人死后灵魂会

还原为虎。有的彝族在祭祖活动中绘制黑虎 ,表示

祭虎祖 ;还有的以马樱花为图腾 ,认为马樱花与自己

有血缘关系 ,祭祀了马樱花就会子孙兴旺 ;等等。这

些动物和花卉等图腾物象在漆器纹饰中形成了别具

特色的美学内容 ,即图腾信仰与祖先崇拜与彝族历

史和文化的发展的相互关系 ,通过漆器艺术展现出

来 ,使得漆器的纹饰不仅具有审美价值 ,而且有着深

厚的文化内涵 ,反映出彝族人民的生活情感和精神

气质。[ 5 ]

彝族图案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象形性。在漆

器图案中 ,除了具象图案 ,有抽象的图案符号 ,这些

符号将模仿对象通过抽象变形和打散重构来实现

的 ,如水波纹象征水 ,月牙表示月亮等。也是基于图

案符号的象形性 ,有的图纹会产生多义 ,如既表示星

星又表示为菜籽的圆点符号 ,既像鱼刺又像蕨的叶

子 ,既可看作火镰又像鸡肠的图案等。制作漆器的

工匠通过对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飞鸟走兽、花鸟植物

等形态的模仿 ,逐步抽象提炼使之规则化 ,故彝族漆

器的纹饰更加异彩纷呈。

彝族漆器纹饰的绘制也很讲究章法。如器物的

单方块图案上 ,以一个圆为中心 ,由中心向四周延

伸。不论纹饰繁简 ,均以一心控制全图 ,均匀不乱。

若两方连续图案 ,则等距离勾绘 ,给人以美感。[ 2 ]图

案的绘制还根据器形变化和调整 ,器皿中心部位以

单个纹样为单位进行连接和组合 ,形成带纹或中心

图案 ,大面积的图案则用组合的单元纹样做装饰。

精心的绘制和高超的技艺使绚丽的纹饰和优美的造

型浑然一体 ,充分表现出彝族漆器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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