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在整個製作過程中均使用天然生漆，它本身無毒，但每個剛接
觸的人都會產生過敏反應，行話叫大漆『咬人』。」夏立軍透露，過敏
時皮膚腫痛又十分瘙癢。短則五、六天，長則半個月。
通常隨着過敏的發生，體內會漸漸產生抗體，過敏程度會隨之減弱，

過敏時間也會逐漸縮短，慢慢便
不再過敏。然而，二十多年來日
日與大漆相伴的白艷萍至今仍有
着強烈的過敏反應：大腿上鼓起
的淡黃色水泡，痕癢紅腫的眼
皮，還有手臂上時不時便冒出的
一片片紅疹子……
「有夢想不難，難的是堅

持。」與身體的痛苦相比，白艷
萍想要在漆藝道路上堅持下去的
心從未動搖。因為熱愛，這份痛
苦也變成了她的「甜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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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做好漆藝，最重要的是需耐得住寂

寞。」夏立軍語重心長地說，想要讓漆器最
終呈現出「平、光、亮」的效果，全靠反覆

打磨。「一件作品打磨幾十遍不在話下，再簡單
的作品想要完美呈現出來至少需要兩個月。」

製作漆器首先要製作胎體，用木頭或石膏製作成形後，
在上面裱夏布（麻布），待陰乾後刮塗8遍至13遍質地由
粗到細的用大漆和瓦灰混合的漆灰，將布面紋理填平，每
刮一遍都需要經過陰乾、打磨，如此往復，直致胎體平整
光滑，再施以4遍至6遍天然大漆做底漆，陰乾後打磨呈
亞光狀態，胎體才算做好。

「而這只算第一步」，夏立軍笑道，後面還包括將設計
好的畫紙拓稿，通過彩繪、暈金、鑲嵌等技法做出想要的
裝飾和紋飾。待圖案效果完成後，就要用多種規格的水砂
紙，質地由粗到細進行反覆多次打磨，直至達到最終的呈
現效果。

「最考驗人的就是打磨。」夏立軍說，要把厚度為1毫
米的蛋殼鑲嵌作品完全推平，需要重複「上漆—陰乾—打
磨」這一流程至少40遍。「細一些的砂紙女孩子都可以
拿來洗臉，但打磨漆器卻依然會留有劃痕。」因此，還要
再用更細膩的揩清漆和專用粉填補細微劃痕並推光，讓大
漆呈現出細膩油潤、沉穩大氣的效果。

雙手疤痕「不負千年技藝」
因頻繁打磨漆器，夏立軍那雙布滿新舊刻刀劃痕的手，

指肚泛白，手指兩側細小的毛刺翻捲，萬般粗糙。「我們
要做的是精品，只有這樣反覆仔細打磨出來的作品才能過
我們自己這一關，才能不負於這門傳承了千年的珍貴技
藝。」夏立軍無比鄭重地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白艷萍在陰房查看大漆乾燥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

■■ 漆藝製作要經過多次漆藝製作要經過多次
打磨打磨。。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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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漆鑲嵌是中國傳統漆器工藝的重要門
類，已有逾7,000年的歷史。明代漆藝

專著《髹飾錄》將漆與顏料及金的結合，如
描金、貼金、掃金等稱為「金漆」。用漆漆
物，謂「髹」，「飾」即紋飾之意；「金
漆」與「鑲嵌」工藝結合稱之為「金漆鑲
嵌」。2008年，「金漆鑲嵌髹飾技藝」被列
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1996年，還是一個普通上班族的夏立軍在
故宮觀展，一件件古樸典雅、繪製着精美紋
飾的漆器，一下子喚醒了兒時跟隨母家學習
傳統木匠手藝的記憶。
聽到講解員說，會這門手藝的人越來越
少，技藝瀕臨失傳，夏立軍的心情十分沉
重。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
來，北京金漆鑲嵌又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也
不無可憂之處。以前從事金漆鑲嵌的工人多
達千餘人，如今隨着老職工陸續退休，加上
勞動條件比較艱苦，工資偏低，年輕人大都
不願選擇這一職業，所以繼續從事這行的不
足二百人。

融北國符號 創特色漆藝
思慮再三，夏立軍毅然踏上了求學的道
路，拜入柏德元門下研習漆藝。這一入門，
便是二十多年。邊學邊鑽研，邊學邊創新。
靈感與北方風物相碰撞，各式技法與「北國
符號」交織。家鄉的黑土地成為了創作的搖
籃，哈爾濱的歐陸風情、冰雪世界、山色壯
景無不吸引着他們施漆繪墨，盡情詮釋。
夏立軍與師父的關門弟子——同為哈爾濱人
的師妹白艷萍一道在哈爾濱開辦工作室，讓這
門曾瀕臨滅絕的冷門藝術在黑土地扎了根，二
人也逐漸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北方漆藝風格。
為了表現北方四季的獨特景觀，夏立軍常
深入山林、濕地、雪鄉等地取景，積累素材

創作設計稿，並從400多種漆藝技法中不斷
嘗試變換搭配，力求找到最佳表現之法。
白色雞蛋殼和青色鴨蛋殼錯落排布呈現的

雪景層次厚重、使用變塗金箔和暈金蒔繪技
法的荷葉張揚着生命的「紋理」、打磨呈斑
駁滄桑的漆底映襯着金秋的五花山色、細碎
蛋殼在黑色漆板上生出的棵棵白樺樹詮釋着
不畏嚴寒與筆直向上的氣節風骨……有別於
南方溫潤婉約、柔美朦朧的漆藝表現，他們
的作品蘊含着北方獨有的豪邁大氣，展現出
淳樸剛毅的性格極具北方標誌性特徵，也因
此屢屢摘得全國各類美術大獎。

獲專利技術 製剔透色彩
「當我們決心做具有北方特色的漆藝時，

一直想讓哈爾濱的冰燈成為最獨特的亮
點。」為了實現心中的「執念」，二人開始
研究新材料、新技藝，發現很多光色燦爛的
貝殼在夜間也能閃爍剔透光澤的這一特性與
冰燈不謀而合。
兩人便走訪民間工匠，向有關專家「取

經」，對貝殼進行切割處理，剖除外殼選取
色彩部分，採用蒸製法將其軟化，再冷卻塑
形。經多番試驗，通過高低溫工藝的反覆加
工，兩人終於將結構緊密、質地堅硬、彎曲
度高的天然貝殼加工成薄厚適於鑲嵌、扁平
易切割的螺鈿片，也因此獲得了「一種螺鈿
片軟化切割方法」專利技術。
通過將橫縱切割的螺鈿片進行顏色、紋路、

反光角度等搭配組合，或採用天然貝殼的原本
色彩，或在淺色的螺鈿片背面塗上不同顏色的
漆進行套色工藝處理，讓色彩透過貝殼映襯出
來，以打造冰燈剔透斑斕的效果。
「螺鈿片的厚度不足一毫米，又薄又脆容

易崩碎，製作起來很費功夫。」夏立軍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為了真實再現冰燈顏色的

虛實變化、多種色彩的交織過渡和整個場景
的明暗效果，對每一枚螺鈿片顏色處理的把
握都特別重要。「因為是背面朝上塗色，再
把它翻過來進行鑲嵌，貝殼的紋理、色彩的
走向要與整個畫面保持一致和自然。有時難
免會畫錯，有時用鑷子翻面時一不小心就夾
碎了，製作起來非常耗神。」

研冰燈漆畫 破歷史紀錄
多彩的螺鈿片與漆色相互映襯，不論在何

種光線下，貝殼天然的多彩盈光，將璀璨剔
透的冰燈勝景恍若童話般美輪美奐地呈現。
「我們用製作的一系列展現哈爾濱冰燈的作
品，簡直成了各大展會、民俗展覽中的香餑
餑！」夏立軍興奮地說，很多外地朋友和國
際友人看到了都說跟真的冰燈一模一樣，紛
紛駐足流連、讚不絕口。
夏立軍說，各類文化藝術中表現「雪」題

材的很多，但是表現冰甚至是冰燈的藝術品
卻很少，「冰燈漆畫的研發可以說改變了漆
畫『有雪無冰』的歷史，每每想起人們為之
震驚的神情和歎服的稱讚仍令我感到萬般激
動和自豪！」

身為故宮博物院和中國工藝美術協會雙
備案的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承人，夏立軍
師兄妹亦有機會參與重要文物的修復。
2018年，他們二人一同參與宮燈修復，
「由於年代久遠，風化、腐蝕等原因，木
質的宮燈底座磨損嚴重。」夏立軍回憶
道，古代的木藝都是榫卯結構，底座從八
邊形、六邊形到四邊形由大到小逐層拼接
而成。為了填補這些棱角鮮明的底座上破
損的邊邊角角，要先選取同樣質地的木
料，用調配好的漆灰將缺損之處黏補好，
然後裱布，等裱布陰乾黏牢後就開始刮漆
灰，從粗灰、中灰到細灰，直至完全平整
無孔隙，再依照原有的平面和棱角進行手
工打磨。
「木匠做棱角很簡單，但是漆匠就比較

難了。全靠砂紙打磨，要盡量恢復成原
樣，旁邊完好的漆面還不能碰到，是對手
藝的絕對考驗，絕不是單單會這門手藝就
能做好修復工作的。」夏立軍感慨萬千，
也對中國一代代匠人心生敬意。

鑲嵌漆彩夢
創藝無髹止

國家非遺「金漆鑲嵌髹飾技藝」傳承人：「擇一事，終一生」
《《丹頂鶴丹頂鶴》》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

《《吉祥八寶吉祥八寶》》 《《金漆葫蘆金漆葫蘆》》漆器漆器《《茶海六君子茶海六君子》》

《《白樺林白樺林》》

明亮的工作室內，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承人、黑龍江省工藝美術大師、高級工藝美術師夏立軍和師妹白艷萍正

低俯身形，在擺滿了各式製作工具的長案上，專注且分工有序地為一組四扇荷花漆畫屏風描金繪色。上世紀90年

代，只是普通上班族的兩人，因對漆器藝術的喜愛，先後拜入國家非遺項目「金漆鑲嵌髹飾技藝」代表性傳承

人、清宮造辦處第五代傳承人柏德元門下。二十多年來，二人潛心磨練漆藝技法，秉承「擇一事，終一生」的執

着與堅守，讓距今已有7,000多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漆藝，在黑土地上煥發出獨特的地域風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哈爾濱報道

《《冰燈冰燈》》

■夏立軍給小學生宣傳講解大漆知識。
受訪者供圖

■經過專利技術處理並拼接而成的鮑魚殼螺
鈿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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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國家對文
化越來越重視，我
們也更堅定了繼續
堅守傳承和發展傳
統技藝的初心。」
兩人表示，不僅要
精益求精地打磨更
多精品，更要延續
傳承技藝的工作。
2017年，兩人在

黑龍江省民族職業
學院擔任客座教
師，從開設選修課
起，至今這門課程
已經變成了該校的一門專業課，備受學生歡迎。
目前，兩人創辦的企業工作室也成為哈爾濱師範大學、黑龍
江大學、哈爾濱學院等當地高校相關藝術專業學生大四實習的
實踐教育基地和面向社會的漆藝培訓中心。同時，白艷萍在哈
爾濱市婦女界及部分社區，面向女性、殘疾人、民間愛好者等
宣傳、普及和傳承大漆技藝，希望有更多人能認識和了解漆
藝，為中華漆藝的傳承與發展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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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
承人夏立軍承人夏立軍。。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清宮造辦處第六代傳
承人白艷萍承人白艷萍。。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