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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字的结体规律
□ 潘 灯

楚字风流楚字风流⑤⑤五彩千年韵无边
惊采绝艳耀华天

——楚国漆器探微
□ 张卫平

楚文字的结体，同样离不开各种笔画或构字部件。古今
文字之所以有不同的面貌和书风，主要取决于笔法和构件的
不同。据考，楚文字以形声字为主，其次是会意字，再次是象
形字和指事字。造字状况完全符合汉字的发展规律。楚文
字以上下结构为主，左右结构次之，包围结构最少。现行汉
字是以左右结构为主，上下结构次之。显然，楚文字更倾向
于上下结构，这是因为在狭窄的竹简上，上下结构比左右结
构更便于布白。

楚文字的结体规律，与商周文字形体演变的某些规律是
相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简化，是汉字演变过程中的最主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
的规律。古今汉字都是朝着简化的方向在发展，楚文字也不
例外。简化主要是为了书写便捷，把复杂的文字简单化。通
常是简省笔画和偏旁部首。简省笔画可分单笔简化和多笔
简化。单笔简化如“上、天、孟、斯”，多笔简化如“祟、归、亚、
参”。简省偏旁部首的如“怒、宝、牺、瑶”（图1）。

2.繁化，与简化相反，主要表现是增繁文字的形体笔画或
偏旁。若增加的笔画或偏旁对字的意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
称之为无义繁化；反之，则为有义繁化。无义繁化，或出于字
形的对称，或出于装饰，不对字义产生影响，如“才、相、中、
友”。有义繁化，或增义符，或增声符，或重叠偏旁、字形，增
繁之后，对字的音义会有所提示，方便理解应用，如“命、终、
各、视”。

3.异化,是组成字的笔画、偏旁、结体等发生了变化，但字
的音义未改变。表同一字的一组字，可互称异（别）体字。春
秋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相当普遍。有的楚文字甚至高达二
三十种写法，如“中、慎”便是。楚文字笔画发生变化的如：
金、者；偏旁发生变化的如：好、祷（图2）；结体发生变化的如：
薛、助。

异化，加深了文字的识读与书写难度，是文字未规范、统
一时的一种“乱象”，直到秦推行“书同文”政策，始得“拨乱反
正”。

4.同化，也叫类化，是指文字在书写过程中，受到某些因
素的影响，不同的形体结构写得相同或相似。同化相对异化
而言，同化是把不同构件写得相同或相似，异化是把同一构
件写得不同。同化可分：

字内同化，如“各、赤、受、良”；字外同化，如：“货、持、瑟、
贱”；相似形体的同化，如“鼎、福、英、居”。

同化是一种“近亲繁殖”，有些已约定俗成，如“肉与月”、
“贝与鼎”，直到现在也难分彼此。

5.形声化，汉字最初是以象形为基础来记录语言，因其主
要以形为主，单独成字，后因表意功能越来越受到局限，遂又
出现了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形声字由形符和声符组
成，以其造字简便，使用方便，迅速壮大。据悉，形声字在楚
文字中的占比为74.6%，在小篆和现代汉字中，约占总数的
85%以上。楚文字中的形声字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在已有文
字上加形符，如“矛、升、酉、梁”；二是在已有文字上加声符，
如“鹿、羽、参、军”；三是新造形声字，如“席、鬼、夏、幼”；四是
更换形符或声符，如“造、戟、庙、绅”。

6.合文，即把上下相连的两个或三个字作为一个字进行
书写。合文也可视作一种特殊的简化方式，在古文字中，楚
文字合文最多，计有220余个。它们往往是一个固定词组，
常见于数词、量词、名词、动词等当中。合文多在字的右下角
加"="以示之。如“十五、今日、君子、上帝”（图3）。

楚文字的结体复杂多变，寻其规律，可以加深对楚文字
的认识，方便对楚文字的理解，对研究楚文化大有裨益。（文
中例字图片参见笔者《楚文字汇编》）

图1

图2

图3

七绝八首咏楚国漆器
漆凤鸟羽人

□ 汪业盛

月蟾度罢踏金乌，欲觅青冥际有无。
孕梦千秋成一羽，遨游星海与云途。

彩漆竹扇
□ 李祖春

深埋地下两千年，谁料一朝重见天。
隐隐竹风生扇底，悠悠楚韵沁心田。

大楚漆器
□ 沙永松

云龙饰物锁妖娆，传有思维正畅销。
时合天人今复读，捧回历史接新潮。

虎座凤架悬鼓
□ 欧平

丹凤高昂向楚天，兽王屈伏背相连。
宜将绚丽留春色，鼓韵咚咚催管弦。

漆凤鸟羽人
□ 王学美

堪叹遗雕妙手镌，深埋千载色犹鲜。
荒丘未了飞天梦，喜看今人绕月旋。

虎座飞鸟
□ 黄乐新

深埋墓底几千秋，虎伏翼张犹仰头。
漆彩鲜明形栩栩，耳边仿佛语啾啾。

彩漆楚扇
□ 彭龙

竹扇髹来纤手中，风流摇曳楚王宫。
何凭尺寸彰尊位，消夏应称第一功。

虎座立凤
□ 乔本琳

彩雕虎座展神威，鹿角舒扬凤欲飞。
向往自由歌古楚，祥凝璧合赞奇瑰。

楚式漆艺，是春秋战国时期楚人
制作漆器工艺的制漆、制胎、髹漆等
工艺的总称。东周时期，楚人在荆楚
大地上制作出为数众多的精美漆器，
发展出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漆器制
作工艺，创出了“五彩千年”的楚式漆
艺品牌。

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长河渐渐掩
去了楚国昔日的辉煌。在当年楚国
的核心区域湖北、湖南等地，已不再
是现代漆器产地。曾几何时，灿如云
霞的楚国漆器淡出人世间，只能在博
物馆才能觅寻到其高贵的身影。楚
国漆器怎样弘扬、传承、创新与发展
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荆州从“弘扬”入手，从荆州博物
馆展览大厅的大型漆画“凤凰涅槃”
到荆州城标“金凤腾飞”，几十年的不
懈努力楚国漆器代表性器物“虎座鸟
架悬鼓”成为中国漆器的代表，与罗
马尼亚陶器一起组成《漆器与陶器》
特种邮票，可谓名扬海外。

长期以来，一直为楚国漆器的一
枝独秀而窃喜，但最近在阅读了中
科院“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的《中
国传统工艺全集·漆艺》一书后，却
彻底的无语了。书中在介绍先秦时
期漆艺时倒是引用了荆州博物馆珍
藏的楚镇墓兽、彩绘木雕小座屏、彩
绘木雕蟠蛇漆卮、彩绘神人纹龟盾、
竹扇、黑漆朱绘卧鹿等十多件楚国
漆器，但书中《现代漆器产地》的长
长目录中，不但没有荆州的身影，就
连楚国核心腹地湖北、湖南两省都
没有提及一个字。

难道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
拔郢后，历史形成了断层，将楚国辉
煌的漆文化也打入了废墟之中？

巧夺天工的楚式漆器髹饰技艺
难道也埋藏到文化记忆之中？

“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

就万人之功”，西汉史书《盐铁论》
的记载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制
作漆器需要非常巨大的人力物
力。你瞧，制作一个耳杯，居然要
用上百个工。难怪古人会说“一文
杯得铜杯十”的了。而一个华丽的
屏风，所花费的人力更是罕见的达
到万人之力。

这，也许就是漆器后来被瓷器所
取代的必然，也是荆州虽然有着一批
国家级、省级楚式漆器髹饰技艺传
人，漆器却仍然难以走入寻常百姓家
中的问题之所在。弘扬楚漆文化，答
案只有一个：走向多元！走向交融！
走向市场！

这个世纪难题，因一位教育工作
者的偶遇而抓住了破解的契机。那
是几年前，荆州创业学校校长许小兰
在荆州古城一个破旧的作坊里遇到
邹德香，这位国家级楚式漆器髹饰技
艺传承人正在狭窄逼仄的破旧作坊
里制作楚式漆器。狭小的空间里，竟
然找不出搁放一杯茶水接待来客的
地方。

传承人的窘境，引发了许小兰的
深思，于是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
传承院诞生了，一批技艺高超的楚式
漆器髹饰技艺传承人开始有了自己
的工作室。很快，漆艺主题博物馆办
了起来，馆藏漆器展品达到了700多
件（套），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展
品之珍贵，在全国罕见”。

都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楚民族就是一个极富追新逐异开
拓创新精神的民族。于是，独领风骚
一二十年的“虎座鸟架悬鼓”，最终被
荆州工匠们创作的各式各样的楚式
漆器所替代，飞入寻常百姓的家中。

荆楚问漆，迈开楚漆振兴之路；
产业创新，确立楚漆“江湖地位”；搭
建平台，掌握漆艺“话语权”。厚积薄

发的荆州，依托“非遗”传承平台，力
促楚式漆艺振兴，引领全国大漆产业
创新发展。于是，打造“中国漆艺之
都”开始频频出现在市委、市政府的
文件之中。开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全
国漆艺邀请赛、世界漆艺邀请展，全
国漆艺传承发展联盟、中国非遗协会
的漆艺分会等相继落地荆州。昔日
的世界漆都，如今汇集了全国各漆艺
非遗项目主要代表及知名专家学者，
吸引和聚集了全世界大漆学界、业界
主要代表，在国际漆艺界影响深远。
同时，以大漆为特色项目的“非遗”职
业教育，在全国实现突破，长江艺术
职业学院横空出世，“非遗”传承后继
无人的困局迎刃而解。

仅仅几年的功夫，“楚式漆器髹
饰技艺”就实现了从拥有国家级传承
人，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落户的大跨越。一
个“非遗+科技+设计+漆器制作+文
旅产业+大漆加工产业”的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荆楚非遗传承
院的漆器和文创衍生品创出了自己
的品牌，仅漆艺古琴一个项目年销售
额就达2000万元。而以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优质设计资源为依托的传统
工艺工作站，创立的“荆作·楚生活”
品牌，打造的楚式漆器生活类文创产
品几十元到上万元，从“下里巴人”到

“阳春白雪”，满足了各个层次消费者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荆州的创新，无疑是卓有成效
的。如今，文化积淀深厚的荆州，深
耕“中国漆艺之都”楚文化复兴与楚
式漆艺振兴之伟业，使荆楚文化传承
创新示范区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楚
漆，加入传承楚漆技艺的队伍，古老
的楚漆髹饰技艺焕发出勃勃生机与
无限魅力。

煌煌楚漆韵无边，买椟还珠岂怪然？
五彩千年灵性足，光争日月耀华天。
楚国漆器源远流长，漆文化融入到楚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并以高超的创造力和艺术成就成为楚文化六
大支柱之一。

楚文化学者尹弘兵先生认为，“漆器已渗入到楚
国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遍及楚物质生活精
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楚国的上层社会简直就是一个

‘漆器的社会’”。的确，漆器涵盖了楚人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饮食器方面，有漆耳杯、漆酒具、漆豆、漆盘、
漆勺、漆壶等;在生活用器方面，有漆几、漆箱、漆床等;
在起居艺术品方面，有漆座屏、漆梳、漆匜等;在乐器

方面，有漆鸟架鼓、漆琴、漆竹笛等;在兵器方面，有漆
盾、漆龟盾、漆剑鞘等;在丧葬用器方面，有漆镇墓兽、
漆木俑、漆棺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楚人就是“生死不
离漆”!

考古专家认为，楚国漆器是中国漆器艺术兴盛繁
荣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些漆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纹
饰绚丽，构成了这一时期古代文明的一大特点。春秋
战国时期，是中国漆器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楚国漆器
造型典雅、浪漫，充分采用夸张、变形等手法，赋予器物
以生动形象的艺术感染力。“髹漆考究，图案布局既讲
究严谨与对称，又不失潇洒与自然，色彩鲜艳华丽，色
调柔和。这一时期的漆器艺术足以令举世瞩目”。

“从生活用器的角度来说，在铜
器时代和瓷器时代之间，有一个漆
器时代，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以漆器
为主要生活用器的时代”。 专家学
者认为，“而开创这一时代的，当属
楚国无疑”。

2000年初，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
中出土了一件战国猪形酒具盒，盒里
放有数件耳杯。让考古人员称奇的
是，这个精雕细琢的酒具盒十分罕
见，全器为两只怪兽合体，呈长椭圆
形，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子的两
端，各为一怪兽头，形状相同，浮雕猪
嘴圆眼，角上盘，耳后立，头部有4个
铜环捉手。为了装几个酒杯，居然又
是浮雕，又是铜环捉手，颜色经过精
妙涂饰，其外壁以黑漆为基础，在上
面用红、黄、银灰、棕红等色绘龙纹、
凤纹、云气纹以及乐舞、狩猎场景，内
壁则是髹红漆，非常完美的为几个酒
杯营造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氛围，是
典型的“过度包装”。

说楚国人“过度包装”成风，不仅
有出土文物佐证，还有典籍记载，最
有名的当属成语故事买椟还珠。说
是有个楚人为了将珍珠卖个好价钱，
就找来名贵木料，请手艺高超的匠人
做了一个漂亮的盒子（即椟），盒盖上
精雕细刻了美丽的花纹，镶上漂亮的
金属花边，并用翠鸟羽毛进行装饰。
然后，楚人将珍珠放进盒里，拿到市
场去叫卖。华丽的包装果然很是吸
引眼球，一个郑国人对这个精美的盒
子爱不释手，便出高价买了下来，却
把装在盒子里的珍珠还给了卖珍珠
的楚人。

买椟还珠的本意，或许是嘲笑楚
国人舍本逐末，但华南美术学院教授
皮道坚先生则认为，“楚式的漆盒看
来在当时即以其造型的新奇巧赡和
装饰的美观华丽闻名遐迩”，“‘买椟
还珠’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楚国以生产

美丽华贵的漆盒而著名这一事实”。
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楚人对包装

的重视不仅仅只是工艺品和商品，其
大量的生活用品甚至于兵器，都使用
了奢华的包装。就连盛放衣物的箱
子，也奢华的令人咋舌。比如，1978
年从楚地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长方
体、盖顶拱起的彩绘“二十八宿衣
箱”。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用红
漆书写着二十八宿名称等文字及其
它花纹。盖面正中朱书一个大大的

“斗”字，环绕“斗”字按顺时针方向排
列二十八宿名称。盖顶两端，分别绘
出青龙、白虎。衣箱两端面，一面绘
蟾蜍、星点纹；另一面绘大蘑菇云纹、
星点纹。两侧面，一面绘两兽对峙、
卷云纹、星点纹；另一面无花纹。

这件衣箱是我国迄今发现记有
二十八宿全部名称、并以之与北斗和
四象相配的最早的天文实物资料。
特别是设计者以拱形箱盖象征圆形
的苍穹，长方形箱底象征大地，当人
们站在大地上仰望苍穹，则此二十八
宿就成为逆时针排列。于是，这个绘
有星象图的漆箱，就构成一个以盖面
为天穹、四个侧面为天边，箱底为大
地的一个宇宙完整的模型。

之所以如此详尽的叙述这件衣
箱的种种细节，正是想说明，楚人对
制作漆器的考究，远远超出了我们
的想象。也许有人会说，宫廷用具
如此精美不足为奇，但考古发现普
通楚人家里的用具也非常注重包
装。比如从荆州马山1号楚墓中出
土的竹笥——衣箱，使用的材料虽是
普通的竹片与细篾，但编工精巧，盖
顶周边及转折处，口沿的内外层均
用宽竹片相夹，细篾锁口。外层经
篾涂有红色油漆，纬篾涂有黑色油
漆，编织成矩形和十字形花纹，内层
篾素色，正中用红黑色漆篾编成十
字交叉纹。

无论是“真皮箱”还是“皮革
箱”，楚人都极为讲究，哪怕女人的
梳妆盒，也是精心制造的奢侈品。
比如，荆门包山2号楚墓中出土的彩
绘漆奁（镜匣），就是在小小的盒子
上，绘制了一幅由 26 个人物、4 乘
车、10匹马、5棵树、1头猪、2条狗和
9只大雁组成的出行图，生动传神，
色彩绚丽，奢华无比。厦门大学王
士琼博士对楚国漆器的艺术价值进
行了诠释，“不拘泥于现实生活，携
带啸傲山林的激情与心骛八极的浪
漫，楚人在漆器上尽情挥洒着自己
的灵性……楚人不仅藉此创造了一
个上天入地、人神共娱的现实世界，
更以此超越生死，在人生的终点以
神思妙想的漆器交出了一份充满了
生的热烈的灿烂答卷”。

战国楚漆器髹饰工艺的进步以
大漆即生漆的精制技术为前提。湖
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后德俊在《楚国
科学技术史稿》中写道，“楚国脱水精
制漆和加油精制漆的制造，被认为是
中国古代漆化学的萌芽，特别是油漆
并用工艺的产生，标志着原始的涂料
工业从单一材料向复合材料的进步，
是古代髹饰工艺的重大发展”。

秦汉时期，中国“漆器在各方面
都有新的发展”，进入了发展繁荣时
期，“逐渐取代了青铜器”。 从考古
的角度来看，楚国漆器数量位居全
国前列。

据《汉书·旧仪》记载，用金银装
饰的漆器是当时“高富帅”、“白富美”
的标配。那时，拥有一件精美的楚国
漆器，如同如今拥有Hermes爱马仕
和Chanel香奈儿一样。

其实，楚漆也只是那个特定时代
的宠儿。随着瓷器时代的到来，漆
器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楚国漆器
制造的许多工艺从此消失在历史烟
尘之中。

楚国：开创漆器时代

创新：用漆器讲好“中国故事”

漆升鼎（当代）。邹传志 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