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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有做个有““心心””人人
——陈立胜和彭国翔对话陈立胜和彭国翔对话““心学心学””
顾 玮 吴央央 整理

陈青 李潇洁 整理

元明清漆器的发展与特点
陈丽华 中国漆器

珐 琅 器 专 业 委 员 会 会

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

长，主要从事博物馆文

物的陈列展览与研究，

主攻方向是漆器、珐琅

器的研究与鉴定。出版

了 《古 漆 器 鉴 赏 与 收

藏》《漆器鉴识》 专著

两部，以及 《中国文物

鉴赏大系：中国工艺品

鉴赏图典——漆器篇》

《文物名家大讲堂——

中国工艺·漆器》等。

彭国翔：每个人都有心，这
里的“心”是指什么？我想不是
指 血 肉 之 心 ， 今 天 讲 的 这 个

“心”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
哲学里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

“心学”，当然不仅仅是“阳明心
学”。

心学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孟子。孟子说，我们每个人是动
物 的 一 员 。 人 跟 动 物 有 什 么 区
别 ？ 人 之 所 以 为 人 ， 是 我 们 有

“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
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
心 让 我 们 跟 动 物 、 禽 兽 区 别 开
来。说起来，四心其实就是一个
本心，“本心”这个词，南宋的陆
象山就用过。王阳明一辈子在讲

“良知”，良知也就是孟子讲的四
心，也就是陆象山讲的本心。

为 什 么 说 每 个 人 都 有 四 心

呢？孟子有一个论证：一个小孩
掉井里的一刹那，无论他跟你有
没有关系，即便是仇人的孩子，
只要你是正常的一个人，就会心
有不安。孟子说，这一最直接的
反应，就是真实的恻隐之心的呈
现，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

孟子讲性本善，但是孟子也
看得很清楚，他一方面指出每个
人有四心，另一方面并没有天真
地认为现实中每个人都是好人，
如果不将心加以扩大的话，它的
作用就非常微弱。譬如现实中，
我们的心只能给予最亲的人，我
们对父母、子女非常热爱，但是
对 远 一 点 的 人 ， 心 的 作 用 就 很
弱，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并不够
大。

北宋大哲学家张载说过，“大
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能体天下

之物就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
大 丈 夫 了 。 如 果 把 四 心 都 实 现
了，不仅仅给予身边的人，那样
一 种 胸 怀 ， 在 儒 家 学 说 中 就 是

“万物一体”的概念。
王阳明 《大学问》 里对这个

概念有一段阐述，他同样举了孟
子 的 例 子 说 ： 你 看 见 小 孩 掉 井
里 面 ， 有 不 忍 之 心 ， 因 为 那 个
小 孩 跟 我 们 是 同 类 ， 这 可 以 理
解 。 如 果 在 看 到 动 物 被 杀 的 那
一 刻 ， 你 有 不 忍 之 心 ， 那 一
刻 ， 动 物 跟 你 是 一 体 的 ， 动 物
也是生命。

再来看草木。《红楼梦》 里有
黛玉葬花，那个时候，花已经枯
萎了，但是对林黛玉而言，那不
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那是跟她
一样有价值的生命。在葬花的那
一刻，花跟林黛玉是一体的。这

种体验还能推及万事万物。
孟子说，虽然每个人都有四

心，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它们被丢
掉了。如何把丢掉的心找回来？
孟子认为这牵扯到方法，这个方
法在中国哲学里叫“功夫”。王阳
明的大弟子王龙溪说，找回我们
的本心，无疑要靠觉悟。他说有
三种途径，一是靠读书解悟；二
是佛教、道教的证悟；最后是彻
悟。比如有人在天一阁内读孔孟
的 书 ， 觉 得 自 己 是 有 “ 心 ” 人
了，然而一旦回到原来的工作生
活 当 中 ， 可 能 又 回 到 原 先 的 状
态。如果内心的平衡、稳定，需
要依赖一个特殊的环境，这样的
觉悟还是不够的。打一个比方，
有一瓶浑浊的水，放在一个地方
不动，过一会儿水会慢慢澄清，
但只要一晃，水又重新浑浊了。

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一旦回到大
千世界、滚滚红尘当中，又回到
孟子讲的失去本心的状态了。

怎么办？我们需要把水里的
污浊彻底去掉，做纯净水。三十
而 立 ， 四 十 不 惑 ， 五 十 而 知 天
命 ， 这 是 提 升 到 不 同 境 界 的 标
记 。 如 何 才 能 达 到 彻 悟 的 境 界
呢？儒家的方法是把本心呈现出
来。《论语》 里有一章专门讲孔子
吃什么、穿什么，像记流水账一
样 。 为 什 么 要 有 这 章 ？ 孔 子 认
为，回归到本心的办法是让本心
做 主 ， 所 以 ， 儒 家 说 要 与 人 为
伍，要抓住每个场合，当作实践
的体验。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时时
刻刻呈现出本心来，你就是一位
有“心”人，而且你的“心”会
不断扩大，最后跟阳明先生讲的
一样，整个天地万物为一体。

如何做有“心”的人？

陈立胜：做人到底意味着什
么？做人，可能是文明形成后一
个普遍性的哲学议题。在公元前
800年到公元前200 年这个时间段
内 ， 今 天 世 界 各 大 文 明 最 基 本
的 价 值 体 系 不 约 而 同 地 形 成
了 ， 出 现 了 一 个 超 越 性 的 观
念 ， 就 是 这 个 世 界 应 得 到 改
造。另外还形成一个反思性的议
题，我们不仅要改变这个世界，
而且要改变自己。

对生命普遍的反思，意味着
做人的意识形成。做人，用儒家
的话说就叫“修身”。

常 人 的 生 活 一 般 是 向 外 看
的，背后是动物的本能在支配着
我们，一旦有欲望产生，我们会
想方设法去满足它。当然，一个

欲望得到满足以后，又会有新的
欲望、更大的欲望产生。

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开始
反思是不是应该凭着动物式的本
能去做人？还是要对动物的本能
进 行 升 华 ？ 刚 才 彭 教 授 也 提 到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尽
管很难量化，但从中可以看到孔
夫子一生都在不断反思生命的成
长，“吾日三省吾身”。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
人会对生命进行反思？为什么人
对做人有一个自觉的意识，而动
物没有？我之前的理解是因为人
作 为 一 个 生 命 体 ， 有 多 种 可 能
性，我们的成长有各种各样的潜
力，我们要反思的是成长的可能

性。人会有普遍性的情感，比如
我们会后悔、忏悔、悔罪，我们
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是由于疏
忽，我们没有选择那种可能性。
从出生、受教育、读小学、读大
学、工作，直到死亡，死亡之前
我们会认为做人的可能性都实现
了 吗 ？ 没 有 ， 我 们 会 说 还 没 活
够，或者我们会说，本来可以过
另外一种生活。

所以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教育小孩会说“少壮
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中国人从
小就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终有
一天各种可能性会化为乌有，所
以 我 们 现 在 就 必 须 抓 住 各 种 可
能 性 ， 把 它 变 为 现 实 。 这 种 可
能 性 的 完 成 ， 取 决 于 我 们 自 己
的 能 力 ， 这 是 人 之 所 以 为 人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特 点 。 黑 格 尔 说 ，
人 是 时 间 性 的 动 物 ， 可 以 提 前
通过对死亡的体验，意识到人是

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一种有
限存在者。

第三点，做人是一件非常幸
运的事情。宋明理学里有一个重
要 的 议 题 ， 就 是 做 “ 第 一 ” 的
人。王阳明 11 岁的时候，老师问
他，读书是为了什么？阳明说，
读 书 是 为 了 学 圣 贤 。 我 常 年 教

《传习录》 这门课，当我的孩子
11 岁 的 时 候 ， 我 也 曾 问 他 ， 读
书 为 了 什 么 ？ 他 没 有 任 何 思
考 ， 说 要 做 百 万 富 翁 。 我 听 了
以 后 觉 得 蛮 惭 愧 的 。 我 们 可 以
假设，李嘉诚的孩子 11 岁的时
候 ， 他 绝 对 不 会 说 要 做 百 万 富
翁。我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说
我儿子没有理想。

前两年，瑞士的一位学者跟
我交流了一个下午，他说，你们
中国人老是讲“心学”，你觉得孟
子讲的四个心够不够？难道人只
有那四个心吗？我想了半天，最

后还是觉得那四个心是最根本的
东西。此外可能还有感恩的心，
但它可以从恻隐之心里推导出来。

在 宋 明 理 学 里 就 有 感 恩 之
心 ， 所 以 才 会 有 “ 做 人 太 幸 运
了”的观念。我们的一生，得到
了太多人的帮助，父母养育了我
们，天地的精华滋润了我们，圣
贤、老师教育了我们，没有这三
重因素，我们不可能做人。宋明
理学认为，我们对父母、天地、
圣贤有所亏欠，这个亏欠就是责
任。“债”和“责”在古文里是相
通的，责任也就是债务。人所负的
责任，就是人所欠的债务，一般的
债务可以还掉，可是我们欠父母、
天地、圣贤的债永远还不完。从这
个意义上说，做人就是要负责任
的。我想，只有做个有“心”人，才能
更好地负起责任来。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

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主讲人左为彭国翔教授主讲人左为彭国翔教授，，右为陈立胜教授右为陈立胜教授 （（楼卓怡楼卓怡 摄摄））

元代设有掌管技艺的总管府，
下面设了很多局，其中有个漆局，
专门负责漆器的管理。元代主要有
单色漆、戗金漆、螺钿漆、雕漆这四
大类比较突出的工艺品种。如有一
个元代嵌螺钿的盘子，从元大都遗
址出土时十分轰动，证明了在当时
就已经有薄螺钿出现了。

元代漆器制作的地点主要在
东南沿海一带，也因此它能远销
海外。南方漆器快速发展的原因
有两个，一是南方的气候比较适
合漆树的生长；二是南宋迁都以

后，好多漆器工匠也随之南迁。
于是，南方地区逐渐成为漆工艺
的生产中心，比如浙江的嘉兴、
杭州等地，螺钿漆、戗金漆非常
有名，嘉兴一带的漆器名匠有张
成、杨茂等。

曹其镛夫妇捐赠的漆器当中
也有张成、杨茂的作品，看了让
人非常心动，漆层特别厚而且打
磨非常圆滑，磨工大于雕工，代
表了元代漆器的最高水平。

元代漆器的装饰图案主要是
花鸟，山水也有一部分。皇家御

用的漆器现在主要保存在故宫，有
1.6 万余件。杨茂、张成的作品落款
非常有特色，是用针划的，看起来
细细的那种。元代花卉题材的作品

一般是不刻地的，因为花本身就很
繁密，没办法再刻地，故有“黄漆素
地、不刻锦纹”的说法，这是《髹饰
录》上有记载的。但如果以人物作

为图案的，一般有三种锦地：天、
地、水，以长形的回字纹作为天锦，
波浪纹作为水锦，地锦是菱形里
面带小花的。

元代：南方漆器快速发展

到了明代，朝廷专门设有一
个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叫御用监，
很多漆器由御用监直接制作，如
雕漆、填漆、螺钿漆。现在故宫收
藏的带款的主要有永乐、宣德、嘉
靖、万历年间的漆器，对于明早期
是否制作漆器，学术界意见是有分
歧的。从现有的器物来看，在洪武
时期也有漆器制作，依据之一是永
乐元年、永乐四年、永乐五年有数

量较大的漆器作为礼品赠送给日
本的国王及王妃，所以间接证明
了当时有专门的作坊制作漆器。
此外，山东朱檀墓出土的漆器也
被认为是早期的作品。

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专门设
立了一个制作漆器的部门叫果园
场，把全国各地的匠人吸引到了
北京。据记载，最多的时候有 5000
人，这些人的工作年限分短期和长

期两种。张成的儿子张德刚，被皇
家制作部门引到宫内来统领果园
场的生产，因此，果园场的器物风
格跟张成、杨茂的很接近，包括刻
款，也采用针划的形式。明代早期
永乐、宣德时期的作品，基本上承
袭了元代张成、杨茂的风格，漆层
厚且磨得非常圆润。永乐时期的雕
漆达到了最高水平。

永乐、宣德时期的作品，既
有对元代的传承，也有自己的发
展和创新。这一时期漆器作品以
剔 红 为 主 ， 剔 犀 很 少 ， 剔 彩 更
少，填金漆、戗金漆也不多。明

代的装饰以花卉、鸟禽、龙凤、
山水、人物为主，花卉题材的构
图讲究对称，而且一般为奇数，
山水题材与元代相似。

嘉靖、万历时期的雕漆得到
了重新发展，剔彩特别多。这一
时 期 的 作 品 特 点 是 刀 工 不 藏 锋
——因为雕刻的花纹特别细，不
能打磨，所以锋棱特别明显。嘉
靖及万历时期出现的刀功变化是
具有时代意义的。嘉靖时期的作
品在装饰上非常有特点，主要原
因是嘉靖帝崇尚道教，追求长生
不老，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斥

着寓意吉祥的题材。如从水下长
出 的 一 棵 松 树 ， 盘 成 了 “ 福 禄
寿”三个字。万历时期的装饰题
材主要是龙凤，追求的是江山稳
固，一般是双龙腾于寿山福海之
上 。 嘉 靖 、 万 历 时 期 的 漆 器 作
品 ， 很 讲 究 工 细 严 谨 、 纹 饰 缜
密，形成了繁缛、华丽的特点。

万历以后，民间漆器有了长
足的发展，如浙江嘉兴、安徽新
安、江苏的苏州与扬州、云南是
漆器的重要产地。张德刚、包亮
等描金艺人，杨巡、周祝等螺钿
艺人，都是当时的一代名匠。

明代：永乐时期雕漆达到最高水平

清代，是漆器发展的繁荣时
期，宫廷需求量很大。康雍乾三
朝皇帝非常喜欢漆器，在他们推
崇之下，各种工艺技法得到了极
大发展。清代延续了明代技法，
而 且 有 很 多 创 新 。 尤 其 是 乾 隆
朝，不仅品种齐备，而且可以将

不同的技法呈现在一件作品上。
比如说雕漆，又加上戗金彩漆，
把漆工技法推向了高峰。

清代初期设立的造办处，专
门承做皇家御用的器物。宫里的
作坊最多时有 42 个，后来压缩到
14 个 ， 有 一 部 分 是 专 门 做 漆 器

的 ， 康 雍 乾 三 代 的 漆 器 精 工 细
作，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康熙时期的漆器处于发展阶
段，还没有乾隆时期那么奢侈，
螺 钿 漆 、 金 漆 基 本 上 以 实 用 为
主。这一时期，螺钿漆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一些器物，除了用螺
钿镶嵌以外，还采用了金箔或金
粉，这是清代早期的特点。

雍正皇帝最喜欢的是日本莳
绘漆，其实日本技法是从中国学

去的，传到日本后有了进一步发
展。造办处档案里有很多仿洋漆
的 器 物 ， 描 金 漆 、 描 金 彩 漆 、
填 金 戗 漆 在 雍 正 时 期 相 当 发
达 。 从 档 案 记 载 可 知 ， 雍 正 元
年 到 雍 正 十 三 年 ， 几 乎 每 年 生
产 描 金 器 物 ， 还 在 圆 明 园 造 了
一 些 阴 室 ， 因 为 器 物 刷 漆 之
后 ， 不 能 暴 晒 ， 只 能 在 潮 湿 的
地方阴干。

乾隆时期的漆器特点是严谨

细腻、精巧华丽。乾隆皇帝还留
下了赞赏漆器的 66 首诗，其中有
5首赞美脱胎漆。

过去一般以 为 ， 乾 隆 时 期
的 漆 器 都 是 造 办 处 造 的 ， 但 史
料 中 ， 从 乾 隆 四 年 开 始 有 让 苏
州 工 匠 来 做 雕 漆 的 记 载 。 在 制
作 器 物 上 ， 苏 工 作 出 很 大 的 贡
献。

（讲演内容来自宁波博物馆东
方讲坛，有删节）

清代：康雍乾三朝漆器空前繁荣

曹其镛夫妇捐赠珍贵漆器展在宁波博物馆展出
（记者 周建平 摄）

陈丽华
（记者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