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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至西汉时期漆棺装饰研究
焦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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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through the Western Han periods, decoration on lacquered 
coffins predominantly featured painted motifs.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decorative patterns primarily 
consisted of abstract geometric designs, consistent with contemporary ornamentation found on bronze artifacts, 
lacquerware, jade objects, and silk textiles. By the Western Han period, coffi  n decorations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hematic types: patterns and fi gural imagery. These decorations exhibited increasing diff erentiation from 
contemporary domestic utensils in terms of design. Moreover, patterns emerged that match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funerary item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shows that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the 
production of funerary items might not have yet fully transitioned into an independent craft, wherea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lacquered coffi  ns carried more funerary motif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ongyuan Offi  ce during 
the Han period indicates a trend towards specializ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funerary items including lacquered 
coffi  ns, and thus their funerary function became more explicit.

对其展开深入讨论。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

时间范围限定在东周至西汉时期，且这一时

期的葬具装饰相较后世也有较大不同而自成

一系。这一时期同样是丧葬文化由“周制”

向“汉制”演变的重要阶段，葬具及其装饰

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体现了时人

思想信仰和生死观念的转变。由此，本文试

图通过系统梳理保存较好的东周至西汉时期

装饰漆棺，归纳漆棺装饰的时代特点，对图

案内容和含义进行比较与阐释，并引申出葬

具制作专门化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有机物保存条件严苛，目前考古所见材料恐

怕只是冰山一角，且由于气候、土壤条件不

同等原因也存在较为突出的地域分布的不平

作者：焦阳，成都市，610065，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棺是用以装敛尸体的器具，多以木为

之。本文所言漆棺装饰，是指除一般髹漆外

的对木棺施彩绘、镶嵌等装饰，文献记载的

荒帷、墙柳、悬池等漆棺之外的附加饰件不

在本文讨论范围。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关注尚

少，尤其缺少系统梳理和长时段观察。其

实，对葬具进行装饰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

期彩绘漆棺已经出现，如陕西张家坡M170的

内棺上保存有较为清晰的彩绘纹饰，纹饰为

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1]。东周以降，带有

装饰的漆棺有了更多发现，地域分布上也有

所扩大。两汉时期墓葬形制发生很大变化，

东汉流行的横穴砖室墓不利于有机质材料的

保存，因此漆棺的保存情况并不理想，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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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性。所得出的认识也只能是初步的且具有

一定局限性。不过，通过对现有资料的长时

段的梳理仍然可以看出漆棺装饰在不同时代

的变化，在墓葬形制发生重大变化之前，相

同地域的保存环境具有一致性，尤其在保存

条件较好的楚地，因此纵向的比较仍然具有

一定价值。

一、东周至西汉时期的
漆棺装饰

（一）东周时期

保存较好的东周时期漆棺主要见于楚

系墓葬，其他地区可从残留的漆皮获知漆棺

装饰纹样。总体来看，带有装饰的漆棺所占

比例很小，且装饰漆棺的使用有一定等级限

制。漆棺装饰手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

在棺木表面绘制或雕刻图案，二是在棺木上

镶嵌饰件或贴饰织物。东周时期的漆棺装饰

以彩绘最为常见，春秋时期各地漆棺的装饰

纹样差异较小，战国时期楚地漆棺装饰较有

特点（附表一）。限于漆棺保存状况的地域

差异，较难对漆棺装饰分国别研究，仅可见

南、北地区之间在装饰手法和纹饰上的差

异。以下选取保存较好的材料举例介绍。

1.彩绘装饰 春秋时期彩绘木棺保存相

对较少，各地漆棺纹饰差异

不大，主要为云雷纹、窃曲

纹、蟠螭纹、勾连纹等几何

纹饰。其中以信阳黄君孟夫

妇墓G2漆棺保存最为完好，

该漆棺外髹黑漆，朱绘纹

饰。棺身、棺盖饰窃曲纹边

框，侧板下沿饰三角纹；棺

盖内部纹饰已剥落，侧沿饰

波曲纹[2]（图一）。

战国时期彩绘装饰漆棺

在楚系墓葬中发现较多，时

代集中在战国中、晚期，纹

饰种类和色彩也更加丰富。

战国早期楚系墓葬所存彩绘装饰漆棺仅见于

随州曾侯乙墓，该墓主棺有内、外两重，外

棺由铜框架和漆木板组合而成，除铜榫头

外，均黑漆为地，绘有朱色、黄色纹饰。盖

板绘制蟠螭纹；侧板绘制方格，方格边框绘

制绹纹、“十”字纹，方格内绘制涡纹和蟠

螭纹；脚挡处开一方窗。铜框架边框饰卷云

纹，底部铜足饰垂鳞纹（图二，1）。内棺

为木棺，朱地黑漆，绘制有门窗。盖板绘制

龙纹，龙身折屈；侧板下部绘制有门窗，门

窗两侧有持戟神怪图，上部绘制蟠螭纹、鸟

兽等；头挡为身体缠绕在一起的蛇、鸟、神

怪等；脚挡中部绘制窗牖，四周绘制缠绕在

一起的蛇、鸟、龙、神怪等[3]（图二，2）。

战国中、晚期的彩绘装饰漆棺以湘乡牛

形山战国墓[4]、信阳楚墓、荆门包山楚墓[5]、

荆门严仓M1出土的彩绘漆棺最为精美。信阳

长台关M1内棺棺盖和侧板均髹黑漆，其上

用黄、红、银等颜色绘制纹饰。纹饰为以带

状云纹组成的兽纹，整体呈轴对称布局（图

三，1）。M2内棺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棺

外面黑漆之上再以金、棕、银、黄等色绘制

呈对称布局的几何变形兽纹和变形卷云纹，

四壁上沿还装有鎏金铜铺首衔环[6]（图三，

2）。荆门严仓M1内棺纹饰十分特殊，棺板四

图一 信阳黄君孟夫妇墓G2漆棺纹饰复原图
（采自《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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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条带状边

框，内部绘制

主体纹饰。边

框饰几何夔凤

纹，内部绘有

人物、动物、

车马、建筑、

树木等 [7]，整

体布局似存在

一定故事场景

（ 图 四 ， 1 、

2 ） 。 在 葬 具

上绘制大面积

的人物故事场

景的做法尚属首例。

北方地区保存下来的战国时期彩绘装饰

漆棺数量较少，纹饰亦以云雷纹、窃曲纹、

三角纹为主，未见明显时空变化。战国早期

的忻州上社M2，内、外棺盖板上分别绘制黑

色、红色云雷纹[8]。战国中期的辉县固围村

M1，漆棺四周边缘绘制三角纹和窃曲纹，四

壁装有铺首衔环[9]（图五）。

2.镶嵌装饰和贴饰织物 镶嵌装饰漆棺

多发现于北方地区，如邢台葛家庄M10外棺

镶嵌有石、蚌饰件[10]。洛阳西郊M4漆棺盖板

上镶嵌铜铃、铜泡、铜柄形饰、石璧、穿孔

石片等[11]。由于丝织品在南方地区相对较易

保存，故贴饰织物对漆棺进行装饰的做法，

目前也仅见于楚地漆棺。如长沙烈士公园M3

出土漆棺，外棺内四壁贴刺绣做装饰，纹样

为战国丝绣品上常见的龙、凤、花草等[12]。

综合来看，对漆木棺进行装饰由来已

久，早期的漆棺保存状况不佳，只能通过漆

皮上残留的纹饰来了解。使用装饰漆棺的墓

葬等级，多在大夫一级。在葬具有多重的情

况下，装饰并不固定于某一重棺。就目前的

考古资料看，使用多重棺椁的墓葬，仅装饰

一重棺的情况更常见。

从漆棺装饰手法上看，镶嵌装饰多出现

在北方地区，彩绘装饰则更为普遍。颜色选

择上，多以黑、红两色为主色，至战国中期

楚地出现了以金、银、黄、白多种颜色装饰

1

2

图二 随州曾侯乙墓彩绘漆棺
1.外棺侧板纹饰 2.内棺侧板纹饰（1、2采自《曾侯乙墓》图一四、图二二）

1

2

图三 信阳长台关楚墓彩绘漆棺
1.M1内棺棺板纹饰 2.M2内棺侧板纹饰（1、2采自《信阳楚墓》彩版一-1、彩版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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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彩绘漆棺。漆棺纹饰有云雷纹、蟠螭纹、

窃曲纹、波曲纹、卷云纹、勾连纹、绹纹、

龙纹、夔凤纹等。春秋时期纹饰主要是以云

雷纹、窃曲纹为代表的几何纹饰，南、北地

区差异不明显；战国时期纹饰种类增多，北

方地区延续早期传统，楚地出现了更具地域

特征的绹纹、几何变形的兽纹和龙凤纹等。

（二）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的漆棺装饰以彩绘为主，镶

嵌、贴饰织锦的装饰依然存在，采取多种装

饰于一身的漆棺也较为常见。新出现了镶嵌

泡钉的漆棺，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了内壁

贴满玉片、玉璧的漆棺。

西汉时期墓葬形制开始由竖

穴向横穴转变，致使墓葬密闭性降

低，漆木器更加难以保存，目前发

现的漆棺集中在西汉早、中期。从

漆棺装饰的纹饰题材来看，西汉伊

始漆棺装饰已与东周大不相同，并

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风格，未见明显

的时空差异（附表二）。以下选取

各类典型漆棺予以介绍。

1.彩绘装饰 彩绘装饰按纹饰题材可分

两类，一是纹样类，包括几何纹饰、柿蒂

纹、云气纹等；二是图像类，包括日月、四

神、屋宇、羽人、仙山等。

纹样类装饰漆棺的装饰纹样与同时期

漆器上的装饰纹样一致。如长沙象鼻嘴M1

漆棺，外棺盖板和侧板外面均有彩绘，但花

纹模糊不清；中棺盖板外面朱漆绘制菱形

“回”字纹，两挡绘制重三角纹[13]。杞县许

村岗M1，墓主身份或可至诸侯一级。共有

两重棺，外棺残存盖板绘制草叶纹、柿蒂纹

等，挡板纹饰模糊不清。内棺仅存盖板，漆

绘云气纹，其中还有龙、鹤、鱼等纹饰[14]。

图五 辉县固围村M1漆棺复原图
（采自《辉县发掘报告》图版肆伍-3）

图四 荆门严仓M1内棺
1、2.侧板纹饰（采自《楚国八百年》第169页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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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类装饰则是西汉

时期新出现的，图像内涵丰

富，布局有序。如南阳百

里奚路西汉木椁墓M12的外

棺，内髹红漆，外髹黑漆，

四周绘制青龙、白虎、朱

雀、玄武，棺盖绘制阳乌和

蟾蜍，外饰云气纹[15]。临沂

金雀山周氏墓群M14漆棺，

棺内、外髹黑漆，四周用

朱红色绢封贴。棺盖饰鎏

金柿蒂形泡钉33颗（图六，

1）；侧挡在绢上墨绘菱形

纹饰，并饰鎏金柿蒂形泡钉（图六，2）；头

挡墨绘双阙、建筑、立鸟（图六，3），脚挡

墨绘建筑[16]（图六，4）。

长沙砂 子塘 M1有内、外两重 棺，外棺

外面施彩绘，内面髹朱漆。头挡绘凤鸟穿璧

图案（图七，3），脚挡绘制悬磬、悬钟、羽人

骑豹图案（图七，4）；两侧板绘制云气纹、

山峰、龙、豹等纹饰（图七，2）；盖板绘 制

璧、璜、柿蒂纹等纹饰[17]（图七，1）。长沙马

王堆M1共有四重棺，除最外重棺，其余均有装

饰。其中第三重

棺 内 、外 髹 红

漆，头挡绘制双

鹿攀山（图八，

3），脚挡绘制双

龙穿璧（图八，

4）；侧板一面绘

制双龙、山峰、

羽人、鹿（图八，

2），另 一 面 绘

制 几 何 状 的 勾

连云纹、菱形纹

饰；盖板绘制龙

虎 及云 气 纹 [ 1 8 ]

（图八，1）。

2.镶嵌、贴

饰及其他装饰 镶嵌类装饰漆棺多采用镶嵌

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手法，镶嵌的饰件多为

柿蒂形、网格形金属饰件，或是玉璧、玉璜

等。如六安双墩M1，墓主为六安王。内棺内

髹朱漆，外髹黑漆，棺盖和棺身镶有排列整

齐的柿蒂形和菱形网格饰件，两侧板还朱绘

云纹（图九）；棺盖四角和中间两侧各放置

一面铜镜，镜面朝上[19]。高邮神居山M1，墓

主为广陵王。漆棺盖镶嵌玉璧一枚，棺身装

饰菱形网格[20]。盱眙大云山M2，墓主为江都

1

2

3

4

图六 临沂金雀山周氏墓地M14漆棺
1.盖板纹饰 2.侧板纹饰 3.头挡纹饰 4.脚挡纹饰（采自《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

墓群发掘简报》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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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长沙砂子塘M1彩绘外棺
1.盖板纹饰 2.侧板纹饰 3.头挡纹饰 4.脚挡纹饰（采自李正光编绘：《汉代漆器图案集》第

122～12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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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人。漆棺外髹黑漆，两侧板镶嵌玉璧、

珩、兽形饰，朱绘云气纹及动物纹饰；头

挡、脚挡各镶嵌一枚玉璧；棺内镶嵌玉片并

饰柿蒂形金箔[21]。

贴饰装饰漆棺则是以织物装饰为主，

辅以彩绘或镶嵌。北京老山汉墓内棺棺盖处

铺有织物，其上有起固定作用的泡钉和菱形

网格装饰[22]。海州西汉侍其繇墓为夫妻合葬

墓，男性墓主棺外髹黑漆，内髹朱漆。棺盖

装饰柿蒂形泡钉，四周贴饰卷云纹丝织品，

空隙处有朱绘图案[23]。

西汉时期使用装饰漆棺的人群不局限

于贵族阶层，地方官吏也可使用。漆棺亦以

红 、黑 漆 地 为

主，外黑内红最

为常见。漆棺装

饰 手 法 较 为 多

样，不同装饰手

法会组合出现，

总体来看依然以

彩绘为主。彩绘

漆棺的装饰纹饰

可分为纹样和图

像两大类，纹样

类 装 饰 主 要 为

云气纹、菱形纹

等，图像类装饰

有四神、门阙、

异兽、人物等。镶嵌、贴饰漆棺的装饰

以柿蒂纹、菱形网格纹为主，依然是装

饰性较强的纹样类装饰。镶嵌玉饰的漆

棺在装饰漆棺中较为特殊，仅在少数高

等级墓葬中发现，并非常见装饰。所谓

的镶玉漆棺，则是在棺内铺满玉片，不

能看作纯粹的装饰行为，而是与葬玉思

想有更为紧密的联系[24]。

（三）小结

东周至西汉时期漆棺装饰均以彩绘

为主，镶嵌、贴饰漆棺一直存在，西汉

时期镶嵌装饰漆棺数量有所增加，镶嵌的饰

件从铜片、蚌壳、料珠变为玉片和泡钉。纹

饰变化上，春秋时期各地漆棺均以几何纹饰

为主，见有云雷纹、窃曲纹、波曲纹、勾连

纹、兽面纹等。战国时期楚地新出现了几何

变体的兽纹、龙凤纹以及人物故事图像等。

至西汉时期，漆棺装饰纹饰发生很大变化，

新出现云气纹（云虡纹）、柿蒂纹、菱形网

格纹和四神、日月、神仙异兽、穿璧等图

像。除云雷纹外，东周所流行的几何纹饰大

多消失，而云雷纹仅饰于漆棺边缘，不再作

为主体纹饰。

整体观之，东周时期的漆棺装饰纹样以

图九 六安双墩M1内棺
（采自《建国60周年安徽重要考古成果展专辑图录》图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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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长沙马王堆M1彩绘漆棺
1.盖板纹饰 2.侧板纹饰 3.头挡纹饰 4.脚挡纹饰（采自陈建明、聂菲主编：《马王堆汉墓漆器

整理与研究》彩图1.1.1.3-2～5，中华书局，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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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几何纹为主，漆棺各挡板的装饰无明

显差异。西汉时期的纹样则更加具象，题材

更加丰富，漆棺装饰存在一定的设计布局。

考虑到西汉早期已出现设计、布局较为成熟

的图像类装饰漆棺，类似的装饰或许在战国

晚期已经存在。战国时期漆棺装饰南、北方

略有差异，而西汉时期各地漆棺的装饰风格

则变得更为统一。

二、漆棺装饰的来源、内涵
及其变化

（一）东周时期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东周时期常见的

漆棺纹饰有云雷纹、窃曲纹、蟠螭纹、勾连

纹、龙凤纹等。已有学者认识到，这类纹饰

均为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25]。有些纹饰的使

用由来已久，在织物和其他漆器上也会出

现。下面针对典型纹饰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进

行对比分析。

就黄君孟夫妇墓G2漆棺来看，其上的窃

曲纹（图一〇，1）、三角纹（图一〇，3）

和波曲纹（图一〇，2）都是同时期青铜器

上的常见纹饰。如同墓所出铜盘上有类似的

窃曲纹（图一〇，4），铜壶上饰有与漆棺

同样的三角纹（图一〇，6）。波曲纹在春

秋早期主要装饰在铜鼎、甗、壶等器物的腹

部[26]，亦是该时期青铜器中的常见纹饰（图

一〇，5）。

曾侯乙墓主棺上所饰蟠螭纹（图一一，

1）与春秋早期樊君铜盆上的纹饰[27]如出一

辙（图一一，7），涡纹常见于楚地漆器和

青铜器上（图一一，8、11），凤纹、虎纹

（图一一，2）同样见于江陵沙冢M1矢箙面

板[28]（图一一，12），外棺铜框架上所饰和

内棺上用来装饰窗边的勾连蛇纹（图一一，

4，5）多见于同时期楚地的青铜器上（图

一一，9）。其他装饰性纹样，在同墓其他

器物上也有发现，如外棺框架上所饰“十”

字纹，在编钟立柱、横架和编钟铜人柱的

衣服边缘（图一一，10）、漆木架均有发

现；绹纹、蟠螭纹、涡纹等也同样用于装

饰乐器，如笙（图一一，14）；神人图像

（图一一，3）在均钟（五弦琴）上也有发

现（图一一，13）。内、外棺上用作装饰的

涡纹、勾连云纹、绹纹（图一一，6）等几

何纹饰，也是同墓青铜器和漆器上的常见

纹饰。

包山楚墓、长台关楚墓的漆棺有异曲同

工之处，棺上纹饰为几何变体兽纹，纹饰呈

对称布局，棺身还装有鎏金铺首衔环。包山

楚墓M2漆棺上的纹饰在同墓所出漆奁、漆

筒、漆盾、错金银铜樽等器物上可见。有学

者指出，该漆棺上的凤鸟图案可能是对同期

刺绣纹饰的模仿[29]。长台关楚墓M1、M2漆

棺上的纹饰与

同墓铜镂空杯

纹饰[30]近似，

战国时期楚地

出土的错金银

铜扁壶、漆木

扁壶上也有类

似纹饰[31]。

长台关和

包山两处墓地

出土的彩绘漆

棺在形制、装

图一〇 黄君孟夫妇墓G2漆棺纹饰与同时期青铜器纹饰对比图
1.棺盖顶面边框、侧板上部和两边边框 2.棺盖侧面束腰处 3.侧板底边边框 4.盘（黄君孟夫妇
墓G2∶A12） 5.盂（长清仙人台M6∶B32） 6.壶（黄君孟夫妇墓G2∶A14）（1～4、6采自《春
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图五、图一八-4、图一九-7；5采自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

县仙人台周代墓地》图一八，《考古》1998年第9期）

黄君孟夫妇墓
漆棺纹饰

青铜器纹饰

1

4
5 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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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纹样的风格上与同期其他漆棺略有不同。

漆绘用色也十分丰富，不局限于常见的红、

黑配色，而使用金、银等颜色。战国时期楚

地的错金银铜器渐有流行趋势，对比错金银

器物上的纹饰，两墓的彩绘漆棺从纹饰风格

和颜色选择来看，似有意图模仿错金银工艺

的呈现效果。同时期其他漆木器也见有模仿

嵌错工艺的现象，如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

漆木扁壶[32]。此时期装饰纹样没有严格的载

体限制，各类

器物间存在相

互借鉴与融合

的情况，一些

铜器上也会有

漆绘。

此 外，漆

棺上十分常见

的云雷纹在青

铜器、漆器、织

物上也常见。

从时代和地域

来看，云雷纹使

用时间较长，

地域分布也十

分广泛。早 在

商代石雕人像

的衣物上，就

装 饰 有 云 雷

纹 [33]。西周时

期的青铜礼器

和荒帷上[34]，

战 国 时 期 楚

墓出土的丝织

品[35]和木俑所

穿深衣[36]上均

可见到同类纹

饰。即便 是十

分特殊的严仓

M1彩绘漆棺所

绘由人物、建筑、车马等构成的故事性图像，

在彩绘漆器、线刻纹铜器上也有发现，如荆州

天星观 M 2漆酒具盒 [37 ]（图一二，1）、长治

分水岭M84铜鉴[38]（图一二，2）。

综上所述，东周时期对于漆棺装饰纹饰

的选择，并未显示出十分特别之处，多是同

期青铜器、漆器、玉器、丝织品上的常见纹

饰。同墓所出漆棺、青铜器、漆器上的纹饰

常常会互相借鉴模仿，漆棺纹饰的来源较为

曾侯乙墓漆棺纹饰 青铜器纹饰

1

2

3

4

5

6
10

9

8

7
11

12

13

14

漆器纹饰

图一一 曾侯乙墓漆棺纹饰与同时期青铜器、漆器纹饰对比图
1.外棺侧板 2～4.内棺脚挡 5.外棺棺盖铜框架四侧 6.外棺侧板底部 7.铜盆（信阳平桥春秋墓
M1∶10） 8.铜盥缶（曾侯乙墓C.189） 9.铜鼎（固始侯古堆M1P∶51） 10.编钟架铜人柱（曾
侯乙墓C.65） 11.漆案（枣阳九连墩M2∶131） 12.漆矢箙面板（望山沙冢SM1∶23-1） 13.漆
五弦琴（曾侯乙墓E.11） 14.漆笙斗（曾侯乙墓E.9）（1～6、8、10、13、14.采自《曾侯乙墓》
图一四、图二〇、图一三六、图三九-1、图七七-2、图七九-1；7采自《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
掘简报》图一〇；9采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图三二，大象出版社，2004
年；11采自《湖北枣阳九连墩M2发掘简报》图二七-1；12采自《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图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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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当然，青铜器装饰工艺的发展，也影

响着漆棺的装饰手法。错金银工艺在春秋晚

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数量明显

增加，且在楚系墓葬中十分流行。恰好在这

一时期，楚地漆棺上出现了带有错金银风格

的装饰纹样。

总体来看，东周时期多数漆棺上的图样

看起来不具有太多特别含义，装饰的位置也

多在棺盖板、棺身的边缘处，通体满绘的仅见

于楚文化圈中的高等级墓葬。个别具有一定丧

葬内涵的图像也主要为一般性的守卫形象，

如曾侯乙墓漆棺有神人护卫、门窗等装饰。

（二）西汉时期

根据前文分析，西汉时期漆棺彩绘装饰

按纹饰题材可分为纹样类和图像类，镶嵌、

贴饰漆棺的装饰图案与纹样类彩绘装饰有异

曲同工之处。因此，在讨论漆棺纹饰来源和

内涵时，将其归入纹样类装饰一并讨论。

纹样类装饰延续了东周时期漆棺装饰的

传统，选用当

时青铜器、漆

器、织物上的

常见纹样。如

云气纹、柿蒂

纹均为汉代漆

器 的 常 见 纹

饰[39]。漆棺上

的常见纹样从

云雷纹、窃曲

纹、蟠螭纹等

转变为云气纹和柿蒂纹，也遵循了漆器纹样

变化的大趋势。

漆棺上贴饰的织物多数保存不佳，附

着在棺内和棺外的情况皆有。已知老山汉墓

和海州侍其繇墓贴饰织物的纹样皆为卷云

纹，从老山汉墓公布的图片材料看，织物纹

饰[40]与马王堆M1所出“长寿绣”“信期绣”

接近。马王堆M1最内层棺外壁贴饰菱花贴毛

锦，也是当时常见的实用织锦，这种菱形纹

饰又可称为“杯纹”。

用柿蒂形泡钉与菱形网格鎏金饰件组合

装饰的做法，在其他漆器上尚不多见，可能

是汉代葬具常用的装饰。类似的装饰漆棺，

在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Gol Mod 2）M1

第21号和27号陪葬墓、M10[41]（图一三，

1），塔黑勒特浩特格尔（Takhiltyn Khotgor）

M64[42]，德利格纳尔（Duurlig Nars）M2[43]，

苏德扎（Sudzha）M54[44]（图一三，2）等匈

奴贵族墓中发现，虽然装饰材质和制作细节

1 2

图一三 匈奴贵族墓漆棺装饰
1.高勒毛都2号墓地M10漆棺 2.苏德扎M54漆棺（2采自Konovalov, P. B., The Burial Vault of a 

Xiongnu Prince at Sudzha [Il'movaia Pad', Transbaikalia], Plate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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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战国时期器物上所饰人物故事图案
1.漆酒具盒（荆州天星观M2∶103） 2.铜鉴（长治分水岭M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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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但这种装饰手法显然是受到了汉地

的影响[45]。柿蒂纹与网格纹的组合装饰似有

一定等级性，无论是在汉墓还是匈奴墓中，

使用者多为贵族。

图像类装饰中，四神、建筑、仙山、人

物等题材的出现，说明棺作为葬具用以装殓

尸体外还承载更多的思想内涵。如南阳百里

奚路M12漆棺，外棺盖绘制日、月，侧挡绘

制四神。而临沂金雀山M14漆棺则是在表现

一个建筑空间，头挡绘制双阙和大门，脚挡

绘制建筑的后墙。两件漆棺的装饰方式，显

示出漆棺作为葬具拥有了较为明显的宇宙和

理想生活空间的意义。长沙砂子塘M1漆棺和

马王堆M1漆棺彩绘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关于

两棺图像的解读基本是围绕与昆仑、天门有

关的神仙信仰展开[46]。观点虽有一些不同，

但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些图像显然超出了

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较为系统地表达了人们

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和理想，多数学者同意是

当时神仙信仰流行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漆棺装饰内容可分

为两大类。一是纹样类，延续东周时期的传

统，选用同一时期普遍流行的装饰性图样，

如云气纹、柿蒂纹、杯纹。这类纹饰并非为

葬具所设计的专属图样，在汉代其他类别器

物中广泛使用。二是图像类，这是专门为装

饰漆棺进行的设计。其中一类是将漆棺视作

一个空间营造的载体，模拟宇宙或住宅，有

较为明确的方向性和空间感；另一类比较系

统地装饰神仙异兽图像，可以看作丧葬信仰

和死后愿望的图像化表达。

西汉时期新出现的漆棺装饰方式，间

接传递出当时所流行的思想观念。四神与日

月装饰，是战国秦汉以来以阴阳、四象、五

行为主体所构成的宇宙模式在丧葬中的表

现，而墓葬已被视作一个微型的宇宙空间，

类似观念早在秦始皇帝陵“上具天文，下

具地理”的营造思想中已有所体现。绘制建

筑图案，顺应了墓葬“第宅化”的发展趋

势。镶玉漆棺的出现，体现了对于玉与不朽

的追求。神仙、神山、神兽等图案，可能与

当时所流行的生死观念有关。从这一角度观

察，西汉漆棺装饰较东周有了明显的变革与

创新。

三、结  语

东周至西汉时期漆棺装饰的变革，重点

不在于具体纹饰的变化，而是在装饰内容和

内涵上进行新的探索。部分漆棺装饰不仅限

于绘制一些常见的漆器纹样，而是有目的、

有布局地进行装饰。漆棺逐渐具有更丰富的

丧葬内涵，而不仅仅是装敛尸体的葬具。这

种变化可能发生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这

或许与生死观念的变化和葬具制作的专门化

有关，而这二者又是相互关联和促进的。

东周时期对于死亡的认识多停留在“大

象其生以送其死”的层面，汉代对于死亡和

死后世界的认知并不限于此。从墓葬营建来

看，模仿生时居所、构建模型宇宙、描绘仙

界场景等方式，蕴含着时人对死后世界的想

象。而人死为鬼、死后成仙、生死异路等观

念的流行，显示出生、死之间的差别逐渐

明显。

虽然棺是一种特殊的器具，使用场景

十分局限，即《韩非子·备内》所谓“人不

死，则棺不买”。但从上文所讨论的漆棺装饰

结合文献材料来看，先秦时期的漆棺制作和

装饰可能并未完全从相关手工业活动中独立

出来。先秦时期对于棺的认识，主要有三个

角度：一是作为葬具用来装敛尸体，“欲其坚

厚久远，非特为人观视之美而已”[47]；二是

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通过棺椁数量和饰棺

之法的不同来体现；三是厚葬思想的物质载

体，主要通过加大棺的尺寸、板材的厚度来

体现。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均透露出多数

漆棺上的纹饰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并未予漆

棺装饰以特殊关注。《周礼·天官·冢宰》

云：“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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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王及后之衣服。丧，缝棺饰焉，衣翣柳之

材。掌凡内之缝事”[48]。可见掌管缝线之事

的缝人，不仅负责生人的衣物制作，同时也

负责丧事所用的饰棺之物。《周礼》中对其

他丧葬物品的记述也有类似情况。这说明丧

葬环节中专用的器物，其制作和管理可能并

未与日常器物严格划分。这与文中论述的此

时漆棺装饰多与同期青铜器、漆器、丝织品

上的纹饰相仿的现象应具有直接关联。

汉代文献中始见对漆棺装饰的描述，且

明确指出身份等级较高者的漆棺是带有特殊

装饰的。如《汉书·佞幸传》记载：“贤自杀

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四

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

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49]。文献所载

漆棺的样式大抵与考古出土的实物相符合，

当然考古材料所显示的实际情况显然比文献

记载更加丰富。

更重要的是，汉代文献中明确指出设立

有专门制作丧葬器具的部门东园。《汉书·百

官公卿表》载“东园匠十六官令丞”，颜师古

注曰：“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将

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

有石库、东园主章……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

园主章为木工”，注曰：“东园主章掌大材，

以供东园大匠也”[50]。《汉书·霍光传》记

有“东园温明”，“温明”即盖在死者面部的

漆木面罩。《汉书·孔光传》记有“东园秘

器”，即棺。《后汉书·皇后纪下》亦载：“敛

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

度比恭怀皇后”，注曰：“东园，署名，属少

府，掌为棺器。梓木为棺，以漆画之”[51]。

据文献记载，东园是专门制作丧葬器

具的机构，其中包含木质葬具，既然汉代在

中央已经设立专门工官，漆棺的制作势必要

从一般手工业门类脱离出来。而这种脱离，

说明葬具的制作更加专门化，丧葬功能也愈

发突出。也正因此，西汉时期的漆棺装饰与

同期漆器、陶器、青铜器纹饰的差异逐渐明

显，出现了与葬具形制、功能相配合的图

案。从上述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到，不仅是皇

室，葬具制作的专门化现象至少在中高等级

官吏中广泛实行。

汉代以降，葬具制作专门化的情况依

然延续。北魏时期洛阳城南的奉终里汇集了

从事送死之器制作的手工业者，里内之人多

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椁，并赁輀车为事[52]。由

此，有关葬具乃至丧葬器物专业化制作的问

题或可继续探寻，将另撰文予以探讨。

附记：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3M742461）、“国

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项目编号

GZC20231785）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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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东周时期漆棺装饰统计表

时代 地区 墓葬 漆棺装饰 资料来源

春秋 
早期

河南 信阳黄君孟夫妇墓 绘红色三角纹、窃曲纹、波曲纹、勾连纹 《考古》1984年第4期

陕西 梁带村芮国墓地M19 绘红色波曲纹
《梁带村芮国墓地——
2005、2006年度发掘报

告》第19页

山西 黎城西关M9 外棺盖板绘红色、黑色图案 《黎城楷侯墓地》第115页

春秋 
中期

山东 长清仙人台M4 绘红色图案 《文物》2019年第4期

甘肃 宁县石家墓地M30、M35 外棺盖板以黑彩勾绘图案 《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

湖北

随州枣树林M143 棺盖板彩绘云纹 《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

随州枣树林M190 外棺盖板贴铜皮，铜皮上置滑石饰件 《考古学报》2023年第1期

随州枣树林M191
外棺盖板贴饰窃曲纹铜皮，内棺盖板绘红色

纹饰
《考古》2023年第10期

当阳金家山M246 绘红色线纹 《文物》1989年第11期

春秋
中晚期

安徽 凤阳卞庄M1 绘红色蟠螭纹
《凤阳大东关与卞庄》第

53页

江苏 苏州真山D9M1 绘红色、白色兽面纹
《真山东周墓地》第22、

23页

706 



· 107（总       ）·

焦阳：东周至西汉时期漆棺装饰研究

续附表一

时代 地区 墓葬 漆棺装饰 资料来源

春秋
中晚期

江西 靖安李洲坳东周墓 龙纹圆形金饰 《文物》2009年第2期

春秋 
晚期

河北 邢台葛家庄M10 外棺镶嵌石、蚌饰件 《考古》2001年第2期

山西  洪洞南秦墓地M6 内棺绘红色、黑色蟠虺纹
《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

年第6期

山东

新泰周家庄墓地M2 绘红色云雷纹 《文物》2013年第4期

枣庄徐楼M2 绘黑色云雷纹、三角纹 《文物》2014年第1期

曲阜鲁故城墓地M2 镶嵌青铜牛头饰件
《曲阜鲁国故城》第124、

125页

河南 桐柏月河M1 外棺绘红色云纹、勾连纹 《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战国 
早期

山西 忻州上社M1、M2 外棺绘红色云雷纹，内棺绘黑色云雷纹 《三晋考古》第三辑

山东

临淄相家庄墓地M2 绘红色图案
《临淄齐墓》（第一集）

第199页

临淄范家墓地M91 贴金饰片 《考古》2016年第2期

临淄西关南村M1 绘红色云雷纹、蟠虺纹 《文物》2022年第9期

湖北 随州曾侯乙墓

外棺绘红色、黄色蟠螭纹、绹纹、涡纹等，
内棺绘黑色蟠螭纹、动物纹、神人等，陪葬

棺绘红色云雷纹、蟠螭纹、垂鳞纹、三角
纹、绹纹、勾连云纹等

《曾侯乙墓》第19～55页

战国 
中期

山西 长治分水岭M20 绘红色卷云纹 《考古》1964年第3期

河南

辉县固围村M1
棺外绘三角纹、窃曲纹，棺内镶嵌五彩料珠

片及白石长方柱
《辉县发掘报告》第73页

洛阳西郊M4
镶嵌铜铃、铜泡、铜柄形饰、石璧、穿孔

石片
《文物资料丛刊》（9）

信阳长台关M1 内棺彩绘带状云纹组成的兽纹 《信阳楚墓》第18、
81～83页信阳长台关M2 内棺彩绘几何兽纹、变形卷云纹

新蔡葛陵楚墓 内棺盖板绘红色云纹 《新蔡葛陵楚墓》第36页

湖南

湘乡牛形山M1 内棺彩绘夔凤纹、三角云雷纹

《文物资料丛刊》（3）
湘乡牛形山M2

中棺盖板、侧板彩绘云雷纹，头板绘龙纹；
内棺彩绘云雷纹、龙凤纹

湖北

包山楚墓M2 内棺彩绘几何龙凤纹 《包山楚墓》第63、64页

荆门左冢M1 中棺绘黑色卷云纹 《荆门左冢楚墓》第30页

荆门严仓M1 内棺彩绘人物、车马、建筑图像 《楚国八百年》第169页

江苏 淮阴高庄战国M1 棺盖刻云雷纹 《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战国
中晚期

江西 莲花桐鼓堆东周墓
雕刻云雷纹、凸弦纹，绘红色云雷纹、卷

云纹
《东方博物》2019年第4期

战国 
晚期

湖南 长沙烈士公园M3 贴饰刺绣 《长沙楚墓》第70页

安徽
长丰杨公M9 外棺绘方格，格子内及边框绘绹纹、勾连云纹 《考古学集刊》第2集

潜山彭岭M32 贴饰几何纹图案锦帛 《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战国
时期

湖南 长沙砂子塘M5 内棺绘龙纹 《长沙楚墓》第729页

东周
时期

河南 洛阳中州路M2719
红色、黑色彩绘，在红地、白地相间的长方

格子内绘直线、窃曲纹、斜方格纹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

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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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西汉时期漆棺装饰统计表

时代 地区 墓葬 漆棺装饰 资料来源

西汉
早期

湖南

长沙砂子塘M1
彩绘凤鸟穿璧、悬磬、悬钟、羽人骑豹、云

气纹、山峰、龙、璧、璜、柿蒂纹等纹饰
《文物》1963年第2期

长沙马王堆M1
第二重棺绘云虡纹，第三重棺彩绘云气纹、
双龙穿璧、双鹿蹒跚、龙、虎等纹饰，第四

重棺贴饰菱形勾连纹贴毛锦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第1～27页

长沙象鼻嘴M1
外棺彩绘，中棺绘红色菱形网格纹、重三

角纹
《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长沙望城坡渔阳墓 外棺绘红色龙凤云气纹 《文物》2010年第4期

长沙曹 墓 外棺绘红色云气纹 《文物》1979年第3期

江苏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 镶嵌玉片 《文物》1998年第8期

河北 献县M36 内外棺绘红色云气纹 《河北省考古文集》

河南 南阳百里奚路M12 彩绘四神、日、月图像
《中国文物报》2014年12

月19日第8版

安徽 潜山彭岭M58 彩绘双龙穿璧、云气、人物、动物等纹饰
《中国漆器全集》（3）

第30页

西汉 
中期

安徽 六安双墩M1 镶嵌柿蒂形泡钉、菱形网格饰件，朱绘云纹 《文物研究》第17辑

北京 老山汉墓
镶嵌柿蒂形泡钉、菱形网格饰件，贴饰卷云

纹织物
《首都博物馆论丛》

（2011）

河北 满城汉墓M2 镶嵌玉璧、玉片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

234～244页

山东

莱西岱墅M1 外棺绘红色云气纹
《文物》1980年第12期

莱西岱墅M2 内棺绘红色云气纹

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
M14

镶嵌柿蒂形泡钉，绘黑色菱形网格纹、双
阙、建筑、立鸟等纹饰

《文物》1984年第11期

山西 浑源毕村M1 绘红色云气纹、锯齿纹、动物纹 《文物》1980年第6期

江苏

高邮神居山M1 镶嵌玉璧、菱形网格饰件 《汉广陵国玉器》第10页

 海州西汉侍其繇墓
镶嵌柿蒂形泡钉，贴饰卷云纹织物，朱绘

图案
《考古》1975年第3期

仪征烟袋山M1 镶嵌鎏金铜泡呈北斗形 《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泗阳陈墩M1 镶嵌柿蒂形泡钉，棺内附着丝织品 《文物》2007年第7期

泗阳大青墩汉墓 棺盖有装饰 《东南文化》2003年第4期

盱眙大云山M2 镶嵌玉片 《文物》2013年第1期

西汉 
晚期

安徽
天长杨村M1 镶嵌鎏金柿蒂形泡钉 《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

天长M6、M9 镶嵌鎏金柿蒂形泡钉 《考古》1979年第4期

河南 杞县许村岗M1 外棺绘草叶纹、柿蒂纹，内棺绘云虡纹 《考古》2000年第1期

湖北 荆沙瓦坟园M4 彩绘网格纹、卷云纹及凤鸟、奔鹿等图像 《考古》1995年第11期

江苏 盐城三羊庄M1 镶嵌柿蒂形泡钉，绘红色铺首、飞禽等图像 《考古》1964年第8期

内蒙古 杭锦旗乌兰陶勒盖M7 镶嵌柿蒂形泡钉，贴饰织物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

第1期

（责任编辑 刘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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