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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润物无声
地滋养着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土壤。
世界发展的历程昭示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还取
决于“文化软实力”。
作为保留民族历史记忆、凝结民族智慧、传递民族情感、体现民族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
家和地区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保护好、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薪火，就是维护
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对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之源，拥有特色鲜明、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据考古发掘，早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浙江大地积淀了著名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浙江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熠熠生辉、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绚
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我省项目数量位居榜首，充分反映了浙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彰显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留存于浙江大地的众多非物质遗产，是千百年来浙江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浙江地域文化的瑰宝。
保护好世代相传的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努力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责任，是建设文化
大省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对增强我省“文化软实力”，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建
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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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迄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具有独特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技法。
该技艺采用天然原材料，集雕塑、漆艺、夹苎彩艺等手工艺于同一作品，特色鲜明。
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在佛教造像上独树一帜，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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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起源于东汉兴平元年，最早是在天台山民间流传。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民族远祖最先发现并使用天然漆。
早在七千年之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即开始使用天然漆。
考古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原始的石刀、石斧、石凿等工具，还出土了镂雕削磨成的木碗、盘、杯等饮
器。
这些饮器，有一些施涂原始的天然漆料和丹砂，制成原始木胎漆器。
出土的木胎漆碗直径10厘米，高7厘米，外观表面为朱色，内壁为黑色，而且与文献记载的形制和色泽
基本一致。
而台州下汤文化遗址(距今4000年至5000年)出土的各种陶器，可分为夹炭黑陶、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
。
其中夹炭黑陶器物里施一层o．2厘米厚似漆非漆、似釉非釉的赭色陶衣，出土时颜色非常鲜艳，有多
种天然色彩，为同类遗址中所罕见。
碾盘、磨珠是原始人类脱谷物的土碾磨器，为浙江省首次发现。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已从母系氏族社会陆续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黄河流域以种粟为主
，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开始种植水稻，台州地区也不例外，进入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
下汤文化中碾盘、磨珠的出现，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
下汤出土文物，表明下汤人脱离穴居或半穴居生活，已能利用石材和木材建屋造室，生产工具和生活
用具得到不断发展提高，并发明了烧制陶器、磨制陶器以及木器的技术。
出土的原始青瓷器、纹饰主要是s形，象征龙。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台州地区畜牧业及原始农业逐步代替了狩猎经济，农业的发展，使游牧生活转向
定居生活，生活资料有较可靠的来源，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已能制陶和纺织，使生产用具和生活工具
不断发展提高。
除下汤文化和三潭文化之外，黄岩、温岭等地在20世纪80年代也出土了大量的石犁头以及木制漆器等
生产、生活用具，且与有关的文献记载相印证。
六朝时期的大型砖室墓群在山坡上多有发现，墓砖刻有大量文字和图案，记录了汉代社会生活的诸多
侧面，出土的棺木中发现有器物制作时采用干漆夹苎技艺，其中有七件随葬的漆碗盘具等日常生活用
具，这说明天台一带漆文化发展较早。
到了战国时期，漆器的轻便、坚固、耐酸、耐热、防腐、耐久和器形可根据用途灵活变化等优良品质
，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掌握和利用。
据文献记载，晋代使用漆器已十分广泛，并且能应用干漆夹苎技艺塑造复杂的佛像，其后工艺不断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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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首批5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天台山佛教城、台州传统工艺博
物院申报的“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项目榜上有名，列属手工技艺类第53号。
这对从事这项技艺四十六年传承和发展的艺人汤春甫和他的弟子们来说，不啻是最大的鼓舞。
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充满了东方古国的神奇魅力，让一心探索东方神秘文明的西方有识之士流连忘返
，展示着东方民族的古老文明史，深受赞赏。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曾被作为“抢救、保护、提高”的独特手工技艺，今天越来
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在国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程中，它得到了属于它的应有地位。
当我接受编写《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时，有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也更激发了我对我
国和本地区传统工艺美术的敬重之心。
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创造了干漆夹苎这一优秀的民间手工技艺，到了我们这一代，终于有了合理的
评价，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幽藏的瑰宝终于绽放出灿烂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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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台山干漆夹苎技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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