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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丝镶嵌工艺也被称为“细金工艺”。顾名思义，这项工艺主要由两种技艺组成 （图1）。首先是
花丝工艺，这包括了将掐、填、焊、堆垒、攒和编织等基本手工技巧应用于不同粗细的金银细丝。
另一项工艺是镶嵌工艺，这包括将各种不同的技法应用于金属片上，将其做成各种形式的托座，再
把各种宝石嵌在其中。手工艺人在创作中可以随意选用其需要的各种技巧加以应用来完成一件作品。

1.花丝镶嵌艺术的历史

花丝镶嵌艺术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大约公元前475-221年）。那时，这项工艺叫做“金银错”，
“错”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将金属涂覆在青铜器的表面以作装饰。后来人们发明了制作金银细丝的工
艺，从这以后手工艺人开始运用这些细丝来制作工艺品，这大概是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比较成熟（大
约公元618-1279年）。

明朝（约公元1368-1644年）是花丝镶嵌工艺发展的黄金时期。很多不朽的作品都创作于这一时
期并一直流传至今。花丝镶嵌工艺在清朝（约公元1644-1911年）发展到了极致。清朝是中国历
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少数民族“满”族统治了260余年。

这项技艺在不断吸收历代艺术精华和不断的创新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我们在昭仪翠屋位于北
京新天地旗舰店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很多明清两代伟大作品的复制品（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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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这件花丝镶嵌的胸针在昆虫的头部运用了很复杂的花丝技巧，然后工匠运用镶嵌技艺将透明的翡翠嵌进昆虫的身体部
分。照片由美国宝石学院 Eric Welch拍摄。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花丝镶嵌工艺只被皇家和特权阶层享有和把玩。普通老百姓虽然也
可以接触到一些作品，但这些作品不能使用像龙和凤这样的主题。皇家所拥有的花丝镶嵌作品在质
量和设计上也一定是最好的。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没落的清皇室再没有能力负担这些奢侈品的制作和
享用。很多宫廷艺人出走并开始自己的手工艺生意。在一段时期内，北京的南城曾经聚集了很多小
型的制作花丝镶嵌工艺的作坊。北京的南城自古就是各种手工艺人聚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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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这对耳环是仿造明朝六角宫灯制作。宫灯耳坠形状似小亭，六角伸出挑梁，六角及底部坠有绣球。随着佩戴者的走动
，绣球随之而动，颤若铃铛，妙不胜收。照片由美国宝石学院Eric Welch拍摄。

t图3. 这枚花丝戒指是清朝作品的复制品。原作品是婆婆送给新婚儿媳妇的礼物。算盘代表精打细算，婆婆希望自己的儿媳
能够让家庭的未来更加兴旺。算盘上的每一个算珠都可以自由移动。照片由美国宝石学院Eric Welch拍摄。



到了20世纪末，中国在经历了150年的风霜雪雨洗礼后，很多像花丝镶嵌工艺这样的老手工艺都几
近失传。能够从事这项工作的老艺人已经越来越少，年青人也很少愿意献身于这项艰苦的事业。中
国在1966-1976年间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令这些手工艺的传承雪上加霜。

随着在新世纪的到来，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让这项传统技艺看到了被继承发展的
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的实践、知识、和手工技艺。）

2.手工艺大师与现代珠宝企业的合作

花丝镶嵌工艺用料高档考究，精品的完成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正因为如此，很少有商人愿意为
此投资。此时，高端翡翠品牌昭仪翠屋与花丝镶嵌大师白静宜的合作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接触昭
仪的王总之前，白大师曾经拒绝过很多珠宝企业的邀请，大多是因为大家在价值取向和兴趣上不能达
成共识。最后一个和白大师接洽的就是昭仪的王总，她给白大师吃了定心丸，告诉她利用花丝镶嵌给
昭仪带来丰厚的利润不是公司目前的目标，昭仪希望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助一臂之力（图4）。

昭仪翠屋是知名的高端翡翠品牌，致力于高端翡翠业务和对花丝镶嵌工艺的传承。白大师欣然接受
了和昭仪的合作。四年前，由昭仪出资帮白大师成立了花丝镶嵌工艺工作室。昭仪同时也支持白大
师的想法，即先花一些时间通过复制历史精品来重新打磨完善老的工艺技巧，之后再开发自己设计
的花丝新产品（图5）。

在过去的四年里白大师和他的同事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培养新人，制作古代精品的复制品和制
作一些由自己设计的现代作品。昭仪在北京新天地的旗舰店内开设了一家花丝镶嵌博物馆，专门
展出精美的复制品和少量创新作品。在传承技艺的同时，这个团队始终坚持创新和为高端定制珠
宝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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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昭仪翠屋是知名的高端翡翠品牌。白大师与昭仪合作了一个传承花丝镶嵌工艺的工作室。昭仪用翡翠业务赚来的利润
来支持对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照片由美国宝石学院Pedro Padua拍摄。



3. 白静宜大师
在花丝镶嵌领域工作了51年后，白静宜大师毫不演示自己对这项艺术深深的热爱（图6）。

白大师的家庭是满族，满足建立和统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受家庭的影响，当她还是
小女孩的时候就深深爱上了绘画。曾几何时，她梦想成为一名大画家，但是这一梦想由于后来人生
中的一些变故而没有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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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白大师在花丝镶嵌工艺室工作，她正在制作一件花丝镶嵌作品。照片由昭仪新天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图6. 白静宜大师是昭仪公司的手工艺大师和首席设计师，她潜心于花丝镶嵌工艺的研究和制作并且亲自教授学徒将手艺传
承给下一代。照片由昭仪新天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白大师从小不仅对绘画情有独衷，还特别喜欢图案设计。这为她后来的珠宝设计生涯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在高中时期，白大师选修的是贵金属专业方向。在学校里，她接触到了关于如何制作花丝镶
嵌，景泰蓝等工艺品的一些很浅显的知识和技巧，但她始终觉得这些不足以让她在将来成为一名手
工艺大师和首饰设计师。白大师感觉自己技艺和艺术修养提高最快的时期就是她在花丝镶嵌工厂工
作的时候，那时她师从一些真正的老手艺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白大师全身心地投入到花丝镶嵌工艺的继承和发展中，与此同时还获得了很
多首饰设计上的荣誉和奖项。在2008年，政府正式将白大师定为花丝镶嵌工艺的传承人。这项殊
荣以及昭仪公司的不懈支持使白大师的事业又登上了另一个高峰。

在公司和同事的共同支持下，白大师率领她的团队完成了很多古代精品的复制项目。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要数对明万历孝端皇后的“点翠六龙三凤冠”的复制。他们不但将花丝镶嵌工艺在这件作品上
运用到了极致，还使用了已经基本失传的“点翠”工艺。翠鸟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类（图7），它
们背部的蓝色羽毛异常绚丽。点翠工艺是在翠鸟活着的时候拔下背部最漂亮的几根羽毛，然后将这
些羽毛镶嵌进珠宝首饰。这项工艺被皇室所独享。2012年，“点翠六龙三凤冠“通过重重筛选而
获得“北京工艺美术珍品”的称号。

现在，白大师仍然工作在第一线。作为昭仪的高端定制花丝镶嵌首席设计师和工艺师，她依然全职
在工作室工作（图8）。她很高兴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加入她的团队来继承这项传统工艺。她
为这些年青人感到骄傲并倾尽自己所学来传道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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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羽毛的细节在这顶“六龙三凤冠”的蓝色部分清晰可见。照片由美国宝石学院Eric Welch拍摄。



4. 花丝镶嵌制品的市场

虽然白大师和她的同事们专注于花丝镶嵌高端定制市场的开发，她向我们坦诚，确实有两个截然不
同的市场存在。在中国大陆各地分布着许多小手工作坊，他们也在制作花丝镶嵌制品，这些作坊大
多生产一些质量一般或较低的产品，或者是在其他艺术品中加入一些花丝的成分，他们的目标是旅
游纪念品市场。这些人并没有把对这项技艺的传承当作自己的任务，而多是以短期的经济效益为出
发点。

白大师原来认为自己制作的高端花丝镶嵌产品的消费者应该是一些有实力的商人或者是政府高层。
让她感到惊讶的是，年青人也很买她的账。公司最早开发制作的一套花丝镶嵌首饰就是被一对很年
轻的夫妇买下的。

关于花丝制品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白大师本身并没有感觉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
复古风潮在东西方时尚世界都存在（图9）。她注意到很多中国的年青人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传统文
化。她就很喜欢看到一些年轻女生穿着现代时尚却同时佩戴从母亲或祖母那里继承来的古典首饰。
对于海外消费者，除了注重款式外，他们还额外关注产品的做工。总体来讲，花丝镶嵌工艺市场的
未来还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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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白大师仍然在工作室全职工作，而且还倾心教授新的学徒。照片由昭仪新天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5. 花丝镶嵌工艺的未来

作为中国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工艺已经开始博得大众的关注，并已经得到了一
定的保护和传承。虽然我们看到一些希望，但是隐患还是存在的。首先，可以做这项工艺的老手艺
人越来越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技巧都会逐渐遗失。我们需要更多的传承人来充当教师教授
年轻一代。

其次，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学徒。目前，有一些大学毕业生愿意坐下来学习这门技艺，但是我们还
需要更多的人，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来会将其传承下去。

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被传承和存活下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独立“呼吸”，也就是说他
必须能够有自己的市场，在市场中生存。如果一项技艺只存在于博物馆内，那么这不是真正的存活
和继承。所以，复制精品不是唯一出路，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创造新的产品去适应当今的市场。
这样才能保证这门技艺的存活。

最后，白大师想告诉年轻的设计师去尽量吸取更多艺术门类的营养。不管是当代的还是古代的，不
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为油画的爱好者，白大师建议年轻人要多走出去，学习西方的艺术思想
。与此同时，她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这才是将他们与其他设计师区别开来的
基础。白大师又提到那句老话，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往往能够摩擦出最美丽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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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这些自主设计的现代花丝镶嵌手工艺品也展示于昭仪新天地的博物馆中。照片由美国宝石学院Eric Welch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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