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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现代金银细金工艺技术为基础， 对国内考古出土的文物进行分析， 是将工
艺与文物相结合论述的一部著作。 全书在概述了中国金银器的发展史和金银开采提取
的历史之后， 分别论述了现代金银开采与提纯， 贵金属及合金物化性能、 加工方法与
检测， 以及花丝、 实镶、 錾刻、 焊接、 鎏金、 烧蓝、 镶嵌宝石等工艺在出土文物上所
见的痕迹， 最后介绍了一些国外金银器的代表作品。

本书适合于从事金银器研究、 工艺分析以及文物考古的专家学者， 和相关专业的
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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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小林在国家博物馆科技中心从事金属类文物的保护工作， 我们多次在考古新发
现、 文物保护的现场接触。 后来她透露将来要写一本书， 我将信将疑。 所谓信， 是相信
她有这个实力。 所谓疑， 是怀疑她能否真的写出来， 因为这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两年后
她果真寄来了书稿， 令我吃惊而感动。 我曾经写过书， 深知其中甜酸苦辣， 而她作为由
工人转为文物保护再到著书立说恐怕更为艰难， 从书中的引文可以看出阅读了大量庞杂
的著作， 写出这本书很不容易。

如今书很多， 不少是重复劳动， 有时读者面对大量书籍茫然失措， 竟找不到需要的
著作来读， 因此一部贡献给读者的新著有恰当的定位才是必要的。 古代金银器出土越来
越多， 引起了人们研究探讨的热情。 这些金银文物是反映历史的实物材料， 提供的线索
有材质、 制法、 造型、 纹样、 色彩， 有时还有文字刻铭， 研究需要综合知识， 但人们又
很难具备如此广博的知识结构。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 最有难度的恐怕就是对材质和制造
方法的探讨， 因为这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知识， 还需要有实践经验。

杨小林曾在工厂亲自制作过金银器物， 懂得各种工艺， 目前又有保护文物的丰富经
验， 这一知识结构， 正是考古专业出身的人望尘莫及的。 有关金银工艺技术方面的著作
并非没有， 可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 直接阅读学习这类专业书籍很困难， 需要有关于金
银工艺技术联系古代文物的桥梁式专著， 由杨小林来写这本书不仅合适， 书的定位也恰
当， 因此决定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在古代文物研究中金银器是比较特殊的门类， 千百年来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技法， 工
艺以师徒相传的形式传承， 古今器物在制作技术上有惊人的相似， 古今对照， 从今看古
进行探讨是可能的途径。

该书是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介绍了金银及合金物化性能、 加工方法与检测， 这无
疑是考古研究中应该了解的， 而书中详细介绍的各种工艺技术名称， 既有技术工作的术
语， 也有实践中的 “行话”， 对考古研究的帮助更为直接。 古代金银器研究中经常被提
到的工艺技术有锤揲、 掐丝、 錾刻、 镂空、 焊缀金珠、 鎏金等， 这些定名或来自于古代
文献， 或根据现代工艺， 或自行命名， 人们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理解其含义， 然而具体制
作方法多不知其所以然。 金银工艺技术造就积累出一些术语、 行话， 如何与古代器物的
命名对号， 不仅是个学术走向规范的问题， 也不光是个名称问题， 从中可寻找时代的特



点、 技术成就， 审美情趣。 古代文物的材质、 制法， 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
也反映了人们的智慧灵巧。 通过古代文物材质和工艺技术方面的研究， 还可以探讨不同
的技术群体和传承、 区域文化特征、 时代差别和交流互动。

如书中讲述的 “打胎工艺”， 制作的方法有手工制胎、 模具制胎和擀胎三种， 基本
技法为搂、 墩、 闪、 光。 大约相当于目前考古学讲述的锤揲工艺， 而从古代器物来看，
至少在唐代已经全面熟练地运用， 古今器物的区别， 大约只是工匠个人水平的差异。 书
中有关焊接技术的介绍， 对研究古代器物也极具参考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章
中出现了对辽代、 宋代、 元代、 清代金银器上的焊药进行的分析， 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
问题， 可以想像， 如果持续这一工作， 将会获得更多的数据， 对古代器物的断代甚至文
物收藏中的辨伪将有极大帮助。 中国古代器物鎏金盛行， 考古学观察有通体鎏金、 局部
鎏金、 先錾刻后鎏金、 先鎏金后錾刻等不同的方法， 而且朦胧地感觉到不同的技法， 与
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作品有关， 该书介绍了鎏金工艺的全过程， 还提供了部分不同时代器
物鎏金层厚度的数据， 这些发现是很重要的。

古代金银器中的掐丝、 錾刻技法最为普遍， 许多制作技法与今日花丝工艺十分相
似。 书中详细介绍了花丝的种类、 材料提取、 制作方法， 又分析古代各种花丝， 结合亲
自进行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的观察体会， 指出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发现的元代金银饰
品， 材料种类有素金丝、 两股花丝、 四股花丝、 巩丝、 祥丝、 金片、 金珠等， 制作方法
包括掐丝、 填丝、 编织、 吹珠、 堆垒、 攒焊等工艺。 还以双飞蝴蝶簪为例， 介绍每个细
部的制作方法、 组攒和焊接顺序， 最后判断， 双飞蝴蝶簪、 缠枝金花步摇和唐草纹金耳
坠等七件花丝饰品， 应出自同一位细金花丝工匠之手。

对古代文物进行材料、 工艺的探讨， 将丰富、 扩展考古学研究的手段， 我曾写过
枟唐代金银器研究枠 一书和不少有关古代金银器的论文， 在对文献和实物对照讨论工艺
技术时常常疑惑踌躇， 看了杨小林的著作后有些恍然大悟， 欣然答应为这本书写序， 是
因为以先睹为快之便， 得到了重要的学习机会。

齐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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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金、 银是人类最早发现并利用的金属， 其特有的魅力与价值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不

可替代的位置。 人们把无数赞美的语言赋予了它们， 古代欧洲的炼丹家们将黄金比作太
阳， 而阿拉伯人则认为白银像月亮。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炎黄子孙用自己
的聪明才智和灵巧的双手创造出无数令后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 这些遗存下来的珍贵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人类财富， 其中就不乏大量的金银器。

中国的金银器以其鲜明的艺术魅力展示着华夏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底蕴， 它在不断
地发展过程中自成体系， 并世代传承。 在中华民族的工艺美术史中， 金银器工艺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古代工艺、 物质文化以及美学思想的历史风貌， 是一部经历了几千年沉淀，
有着深厚根基， 绚丽多彩的发展史。

近年来国内出土的金银器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古代细金工匠们高超的制作手法和精

湛的手工技艺。 目前我国的金银器研究领域， 主要是对出土金银器物进行的文物考古研
究和关于金银器制作工艺的研究这两方面。 前者， 大多以田野考古发掘的金银器为基
础， 主要侧重于史学和器物形制、 纹样等方面的研究； 后者， 则以细金工艺中的材料加
工与应用， 器型与纹饰的设计以及花丝、 镶嵌、 錾刻、 鎏金等不同制作表现手法为重点
加以论述。

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枠 ［１］
是一部研究唐代金银器的重要论著。 该书共收集国内

历次重大发现中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和欧美、 日本诸国珍藏的唐代金银器 ２９０ 件， 并一一
绘出线图加以文字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关于唐代金银器有几次较大的发现， 这让作
者认识到金银做工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手工部门。 在该书简论中， 作者从
“唐代制造金银的目的及部门”、 “金银器在唐代前后的使用情况”、 “唐代社会生活中的
金银器”、 “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的题材”、 “金银器的装饰构图”、 “金银器装饰构图的
特点”、 “唐代金银器的分期”、 “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的演变” 八个方面对唐代金银器
的制作， 图案装饰题材与特点， 分期与纹样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枟中华国宝枠 ［２］ “陕西金银器概述” 一文中， 作者将金银器分为器皿和非器皿两类，
指出前者主要有饮器、 食器、 药具、 容器及杂器， 后者主要指饰件和宗教器物、 梳妆用
具等杂器。 金银器皿上的装饰题材可分为几何形和写生两大类， 写生形装饰纹样包括动



物 （龙、 凤、 飞狮、 天马、 蜂、 蝶等）、 植物 （折枝花、 团花、 莲花）。 书中对商代至
宋代不同时期考古发掘出土金银器的生产和使用状况进行了论述， 并认为银器加工工艺
基本来源于金器， 而金器的制作工艺， 一部分来自青铜器铸造工艺， 另一部分来自金器
本身加工过程的独创。 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秦代以前， 金银工艺还基本处于青
铜器铸造工艺的范畴之内， 是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延伸和发展， 这些工艺主要指熔炼、 范
铸、 焊接、 镶嵌、 鎏金等； 第二阶段为汉代以后， 金银工艺摆脱了青铜器工艺的巢穴，
走上了自身发展的道路， 发展创新的工艺有锤揲、 炸珠、 掐丝、 编垒， 灰吹、 錾刻等。

枟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枠 ［３］
是一本以汉代物质文化为主体的论著。 书中把隶属物

质范畴的农业耕种、 冶金开采、 纺织、 建筑、 武备、 服饰、 文具、 饮食器、 乐器、 珠宝
玉器、 金银器等项， 通过图示的形式， 分别将它们的制作方法和用途加以介绍。 在对汉
代金银器的研究中， 作者认为， 汉代国力强盛， 统治阶级拥有大量的黄金， 但是金质容
器却极少见， 或系汉代鎏金作法很盛行， 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 汉代金银器的制作在继
续使用前一时期加工黄金的制箔、 拔丝、 铸造等方法的基础上， 具有代表性的制作工艺
是焊缀金珠技术。 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金器上的纹样， 大多以金粒焊接构成。 如河北定
县的马蹄金、 西安沙坡的金灶、 江苏甘泉的空心小金球等等。

汉代银器的使用范围亦较广， 虽然在考古发掘中金器皿尚未发现， 但出土了银匜、
银盒、 银盘、 银碗和银带钩、 银指环、 银钏、 银车马具等大量汉代银器。 山东临淄齐王
墓出土的一件带盖银豆， 盖与腹部均饰以花瓣形凸泡， 同时出土的三件银盘的器腹银地
上饰以鎏金花纹。 由此可认为汉代已有了錾刻工艺和局部鎏金技术。

另外在 枟中国圣火枠、 枟中国古代金饰枠 等书中孙机对不同时期金银器的来源、 形
制、 纹样、 制作也有专门的论述。

枟唐代金银器研究枠 ［ ４ ］
一书是近年来在金银器研究领域中影响颇深的一部著作。

作者以考古发掘出土的 ５００ 件唐代金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 并将其与壁画、 铜器、 陶
器等材料， 同时期或稍早的外国金银器材料， 以及丰富的文献史料相联系， 进行论
述。 在全面评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诸多学者从考古学角度对唐代金银器所
做的研究之后， 作者从唐代金银器的考古研究、 金银器制造业的发展和唐代金银器
与外来文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在唐代金银器的考古研究中， 作者在对器物的形制
和纹样进行的系统研究基础上， 认为唐代金银器的发展演变有轨迹可循。 器物的形
制、 纹样与瓷器、 壁画、 石刻等遗物的发展演变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通过分析器物
的纹样和形制， 可以了解到， 形制和纹样的各种样式的流行都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这是判定每件器物时代的重要依据， 并由此得出唐代金银器的数量、 种类、 形制、
纹样的许多特征发生大的变化是在 ８ 世纪中叶以前、 ８ 世纪中叶至 ９ 世纪， 并将唐代
金银器皿的发展变化分为飞速发展时期、 成熟时期、 普及和多样化三个时期。 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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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研究中， 作者以出土的金银器为实例， 对打作与锤揲、 鎏金与镀
金、 掐丝与金银珠焊缀、 钑镂、 錾刻和镂空、 铸造、 铆接、 镶嵌以及平脱等多种细
金工艺制作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 谈及金银器制造业时， 作者论述了唐代以前金银器
的发展、 社会作用和金银采矿等。 最后书中专门讲到了 “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
之间的关系， 指出唐代金银器皿与中亚、 西亚、 欧洲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唐代金银器与 “西方金银器” 反复比较后， 可将其中一部分金银器分成为萨珊、
粟特、 罗马唱拜占庭三个系统。

枟辽代金银器枠 ［ ５ ］
是以我国内蒙古、 辽宁西部、 河北北部、 吉林以及北京地区 ３０

处辽墓、 辽塔和窖藏中出土的数百件辽代金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 作者全面总结了
辽代金银器的出土情况， 并依据铭文纪年等将辽代金银器划分为早期 （阿保机汗到
辽景宗）、 中期 （辽圣宗到辽兴宗）、 晚期 （辽道宗到天祚帝） 三期。 早期的器物主
要出土于内蒙古赠卫国王墓、 耶律羽之墓等， 器物的种类有饮食器皿、 生活用具、
马具、 服饰， 纹样有龙、 凤、 摩羯、 折枝花、 人物故事、 绶带纹等， 其中人物故事
是辽早期独有特色的纹样。 制作工艺采用钣金成型、 纹样錾刻、 鎏金工艺， 表现了
很强的与唐文化的渊源。 中期的器物主要出自陈国公主墓、 房山辽塔等处。 器物的
种类中出现了葬具、 祭器和宗教类金银器， 中前期仍然延续辽金银器中唐文化色彩，
中晚期则更多地吸收了宋文化的元素， 这一时期的制作工艺除了传统的錾刻等工艺
外， 又新出现了浮雕凸花工艺。 晚期的器物主要出自巴林右旗窖藏、 阜新辽塔等地。
晚期出土的金银器数量较少， 饮食生活器皿锐减， 主要为碗、 盘、 壶， 其制作工艺
与纹样带有浓郁的宋文化色彩， 唐代金银器文化在器型、 纹饰及工艺中的纹饰鎏金、
繁复细腻的錾刻等表现手法几乎消失， 更多的是植物类的仿生器型和凸花和剔錾
工艺。

枟中国工艺美术史枠 ［ ６］
是一部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期的工艺美术大全。 书中涉及青

铜器、 陶器、 瓷器、 玉器、 漆器、 织绣、 玻璃器、 竹木牙雕器、 珐琅器、 金属器等诸多
领域。 在金属工艺方面， 作者从史学以及器物形制和纹样等角度， 对金银器这门特种工
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研究。 对宋、 辽时期铁錽金银工艺， 作者认为是从铜错金银工艺演
变而来的， 现在仍留传于蒙藏少数民族地区。 另外， 作者在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的制作
工艺研究中， 论述了各自的出处， 并认为这两种制作工艺应于元代已传入我国， 而与掐
丝珐琅工艺相似的银烧蓝首饰上透明珐琅的制作， 已在清代首饰中使用并为中下层妇女
所钟爱。

枟金银器枠 ［ ７］
一书中 ４０ 余件从战国到明清时期的金银器均为南京博物院珍藏的精

品。 它们分别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金银器制作风格。 作者在该书 “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
述要” 篇中， 将古今中外金银器发展历程， 进行了简明扼要的综合论述。 对古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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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金银艺术中心———地中海区域、 南美、 中国的金银器造型、 加工技术等进行了论
述， 并认为中国古代金银器工艺史是一部华光四射、 绚丽多彩的发展史， 每一个时代都
有其独特的面貌， 如商周的简约灵巧， 春秋战国的清新活泼， 两汉的粗放工整， 魏晋南
北朝的异国请调， 大唐的勃勃生机， 宋元的典雅秀丽， 明清的精致浓艳。

枟辽陈国公主墓枠 ［ ８］
是考古发掘与科技考古相结合的一部综合性报告。 书中对墓葬

中 ３１ 件金器和 １４７ 件银器的出土位置、 质地、 尺寸、 纹样、 制作工艺均有详细的记载。
特别是对公主、 驸马身上的银丝网络的编织制作技法， 配以示意图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另外， 对陈国公主墓中部分金银器、 玉器、 木材采用 Ｘ 射线荧光光谱、 Ｘ 射线衍射、
金相等分析方法进行成分、 结构分析和微区形貌的观察， 并将科学的检测结果用于考古
研究中。

枟探索逝去的王朝枠 ［ ９］
是一部关于耶律羽之墓考古发掘的论著。 该书除了对耶律羽

之墓葬中的壁画、 “黑定” 瓷器、 “番罗”、 马具等文物进行系统研究外， 还针对出土的
３０ 余件金银器皿、 首饰的器形、 纹样、 制作工艺加以论证。 作者认为该墓葬出土金银
器皿类的制作工艺与錾刻图案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 其中两只金碗的制作可能出自汉人
工匠之手。 数十枚形状各具特色的戒指， 从形制、 纹样分析， 制作工艺中有粟特、 突厥
文化的影响因素。 另外， 出土的玛瑙金球臂饰和玛瑙金坠璎珞上的玛瑙是契丹与中亚交
流的物证。

枟唐宋时代金银器之研究枠 ［１０］
一书为日文的中译本。 书中主要针对唐宋时期金银货

币的用途、 种类和形制以及金银矿开采等方面进行研究。 作者通过文献史料的整理， 认
为唐宋时期金银货币主要用于布施、 贿赂、 悬赏、 谢礼、 赌博、 路费、 军费等诸多地
方。 金的种类有马蹄金、 沙金、 瓜子金、 麸子金、 胯子金、 叶子金、 橄榄金， 其品质可
分为上、 中、 下三级。 形制有铤、 饼、 牌、 叶等， 银铤在宋末元初有大、 中、 小三类，
大铤五十两、 中铤约半之， 小铤又半之。

近年来， 考古界泰斗和从事考古和文物保护界的同行， 在国内考古和文物等报纸杂
志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金银器考古研究的论著， 其中有夏鼐 枟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
拜占庭式金币枠、 枟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枠， 宿白 枟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
亚遗物枠、 枟东北、 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枠， 徐苹芳 枟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
路枠， 陆九皋 枟丹徒丁卯桥出土的唐代银器试析枠， 葛承雍 枟法门寺地宫珍宝与唐代内
库枠， 苗建民 枟运用科学技术方法对清代珐琅的研究枠， 张景明、 赵爱军 枟辽代金银器
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枠， 黄雪寅 枟契丹族金银器的动物纹饰枠， 李白军 枟曲回寺金银
器考释枠， 冉万里 枟唐代南方金银器的发现及特征枠 等文章。

枟花舞大唐春枠 ［１１］
是一本关于陕西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的图录。 这些制作精美的

金银器物， 集中反映了大唐王朝的金银器制作技术水平、 艺术成就以及唐代的精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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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据齐东方等专家考证在这些遗宝中有明确来自波斯萨珊、 东罗马、 中亚粟特和日本
等地的物品。 作者对何家村金银器制作工艺及作坊进行了研究， 认为绝大多数器物属中
央官府作坊制造， 且何家村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中运用了范铸、 锤揲、 鎏金、 錾刻、 掐丝
与金珠焊缀、 焊接、 铆接、 切削、 抛光工艺。

枟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枠 ［１２］
是关于这一窖藏的考古发掘报告。 书中以该窖藏出

土的宋代金银器为研究对象， 对器物的形制、 纹样、 铭文及落款方式、 器物的工艺等方
面进行研究。 在器物的工艺一章中， 对锤揲、 鎏金与镀金、 錾刻和镂空、 铸造、 铆接和
焊接工艺分别进行论述。 在对器皿类金银器的制作研究中作者指出， 彭州宋代金银器窖
藏出土的碗、 盘、 盏、 盆等简单器型的共同特点是器壁、 底部和口部较厚， 腹中部较
薄。 它们的制作采用了直接锤揲方法， 像执壶、 梅瓶、 熏炉、 茶托等复杂器物的制作则
采用分别锤揲出各部分， 然后再连接在一起。 连接的工艺有锤揲、 焊接、 铆合。 器物上
装饰纹样的制作运用了平面錾刻和镂空工艺。

枟中国首饰枠 ［１３］
是我国最早以细金工艺制作为主旋律的一本著作。 书中以翔实的资

料， 追古溯今全面地介绍了中国首饰的沿革与流派并对有关首饰的定义、 类别、 品种、
原材料、 加工工具等基本知识进行了普及性阐述； 另外， 作者从首饰设计的角度将首饰
的构造、 图案变化和设计方法三元素有机地结合， 并以吴可男大师设计的向日葵别针为
实例进行了论述。 在首饰制作方面， 作者将花丝、 镶嵌、 錾花等传统工艺方法和现代的
机制链条、 浇铸首饰、 铣饰花纹等制作方法分别加以介绍。 尤其是针对历代细金工匠在
长期的生产劳动中总结出来的花丝工艺中掐、 攒、 填、 焊、 堆、 垒、 织、 编， 镶嵌工艺
中的锉、 搂、 捶、 闷、 打、 崩、 挤、 镶， 錾刻工艺中的勾、 台、 采、 丝、 脱和打胎工艺
中搂、 墩、 闪、 光等多种表现手法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诠释。

枟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枠 ［１４］
是一部研究金银细金工艺与景泰蓝制作相结合的论

著。 上编金银细金工艺部分中以细金工艺制作为主线， 分别从历史沿革、 原材料及加
工、 工具设备、 花丝镶嵌工艺、 表面处理、 行业标准及考核、 品种与花样、 人才与作品
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在历史沿革篇中， 以考古发掘出土的金银器为实例， 归纳总
结了不同时期细金工艺的制作手法、 图案装饰、 器物造型等。 在花丝、 镶嵌、 錾刻工艺
制作篇中， 在对上述不同工艺的使用工具、 基本技法、 操作规程做详细综述的同时也简
单地介绍了卡克图、 烧蓝和蒙镶工艺。 书中还用较大的篇幅分别介绍了吴可男、 毕尚
斌、 翟德寿等数十位近现代中国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 以及 “凤鸣钟”、 “千手千眼观
世音菩萨”、 “金玉九龙壁” 等花丝镶嵌精品。

枟首饰加工枠 ［ １５］
一书， 是一本侧重于现代首饰机械加工工艺的论著。 书中主要讲

述了首饰制作中常用的工具， 首饰制作的手工加工、 机械加工以及基本技法， 首饰
所用金属材料及其性能和首饰浇铸工艺及饰品的表面处理等内容。 作者认为首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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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艺与机械、 冶金、 化学工程、 矿物等学科密不可分， 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渗透，
古老的首饰加工工艺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只有在传统细金工艺的基础上发展更
新型的首饰加工技术， 才能创造出既具有民族风格， 又具有现代化、 个性化特点的
首饰作品。 作者在首饰机械加工的篇幅中， 分别介绍了机械链和油压件的加工工艺。
另外将首饰浇铸工艺中的胶模、 蜡模的制作、 蜡雕、 种蜡、 脱蜡、 烘模和浇铸等主
要工序也加以系统描述。

２００３ 年中央美术学院年轻教师张凡在 枟演进与创生———试论中国传统金银细金工
艺与当代首饰设计枠 ［１６］

的硕士毕业论文中， 论述了金银细金工艺的历史发展脉络， 分析
其与历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密切关系， 及在中国古代首饰史上发挥的作用， 并认为， 细金
工艺之所以历经千年不衰， 其特色工艺和精神内涵适合于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背景。 作者
从美术设计的角度， 在对当代语境诠释的同时， 探讨了细金工艺在当代语境下如何演进
发展的问题。 在分析传统工艺与当代设计的关系， 比较中西方当代首饰设计的发展与现
状的基础上， 结合毕业作品 “衍” 系列的设计， 将传统细金工艺的精髓与当代首饰设
计理念有机链接， 通过 “技”、 “形”、 “意”、 “神” 的创作， 展现了当代人渴望把细金
工艺独有的表现方式和本土化的风格与现代首饰设计结合的风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马清林院长、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杨军昌、 赵西晨和国家博
物馆马燕如等文物保护工作者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也曾做过研究， 并发表论文。 另
外， 有关细金工艺制作研究的文章， 还有原北京花丝镶嵌厂白静宜的 枟漫话 “花丝镶
嵌”枠 和张时光 枟蒙镶工艺杂谈枠， 以及李乔安 枟点翠艺术枠， 孔锐 枟花丝镶嵌首饰欣
赏枠， 赵锐 枟苗族的花丝镶嵌工艺枠 等。

此外， 近年来为配合国内外出土文物精品展览所出版的 枟契丹王朝枠、 枟大夏寻
踪枠、 枟国之瑰宝枠、 枟云南文明之光枠、 枟失落的经典———印加人及其祖先珍宝展枠、 枟古
代希腊———人与神枠、 枟古罗马文明枠、 枟克里姆林宫珍品集枠 等图录中也涉及金银器，
它们提供了不同时期、 不同国度古代金银器的来源、 制作等信息， 让我们可以多视角了
解国内外金银器的发展状况。

本书在前人有关金银器考古与工艺制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将本人 ３０ 余年来在
金银器制作、 保护与修复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 意将国内出土金银器的制作
信息与世代传承的细金工艺有机结合， 并以此为主线， 将传统细金工艺中各道工种
作系统阐述， 来探讨古老传统细金工艺的各种制作技法与出土金银器制作之间的传
承和工艺链接。 书中在 “花丝” 、 “实镶”、 “錾刻”、 “打胎” 篇中列举的有关不同时
代出土金银器制作工艺实例， 均为作者亲自保护与修复过的文物。 在 “烧蓝”、 “焊
接” 、 “鎏金” 篇中所提及的古代金银焊药、 鎏金和现代蓝料的分析检测， 作者也直
接参与了其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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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分十三章， 主要包括四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主要介绍了我国金银器
发展简史和不同时期出土的金银器精品； 第二部分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十一章） 主
要介绍了古代金银开采与提取方法和现代细金工艺制作中常用贵金属、 合金以及宝玉石
的物化性能、 熔炼、 提纯、 材料加工、 分析检测等； 第三部分 （第四章至第十章、 第
十二章） 中分别介绍了细金工艺中花丝、 镶嵌、 錾刻、 鎏金、 烧蓝、 打胎、 焊接、 镀
金等制作工艺所用的材料、 工具和制作技法并在第四章至第十章末将细金工艺中不同的
表现手法和作者亲自保护过的， 部分出土于不同时代的金银器上传统工艺的制作信息相
链接； 第四部分 （第十三章） 是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展出的希腊、 罗马、 秘鲁、 俄罗
斯、 埃及、 墨西哥等国家的不同时期、 不同风格的金银器为实例， 分别将它们使用的材
料和制作工艺加以介绍。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书中难免有疏漏及不妥之处， 希望广大读者朋友及同行多提宝
贵意见。

注　　释
［ １ ］ 　韩伟畅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畅西安： 三秦出版社， １９８９畅
［ ２ ］ 　韩伟畅中华国宝畅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畅
［ ３ ］ 　孙机畅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畅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畅
［ ４ ］ 　齐东方畅唐代金银器研究畅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畅
［ ５ ］ 　朱天舒畅辽代金银器畅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８畅
［ ６ ］ 　田自秉， 杨伯达畅中国工艺美术史畅台湾： 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２畅
［ ７ ］ 　徐湖平畅金银器畅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畅
［ ８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哲里木盟博物馆畅辽陈国公主墓畅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３畅
［ ９ ］ 　盖之庸畅探寻逝去的王朝畅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畅
［１０］ 　加藤繁畅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畅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畅
［１１］ 　陕西省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畅花舞大唐春畅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３畅
［１２］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彭州市博物馆 畅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 畅北京： 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３畅
［１３］ 　柳淑兰畅中国首饰畅北京： 轻工业出版社， １９８９畅
［１４］ 　唐克美， 李苍彦畅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畅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５畅
［１５］ 　朱中一畅首饰加工畅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畅
［１６］ 　张凡畅演进与创生———试论中国传统金银细金工艺与当代首饰设计畅硕士论文， ２００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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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金银器发展史简论
我国制作金银器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商代， 这种金银制作工艺被称之为细金工艺。

细金工艺是以传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为基础并结合金、 银制作的特殊技法而形成的一门
特种工艺。 自商代以来， 金银制作工艺历经几千年的发展， 工艺不断成熟， 技术日臻完
善， 逐渐成为了一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

１畅１　夏 （公元前 ２１ 世纪 ～公元前 １６ 世纪）
公元前 ２１ 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 夏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为

主， 考古发掘出的大量石铲、 骨铲等农具即为证明。 同时， 冶铸铜器、 制陶工业也
已粗具规模。 据史料记载， 夏代已经出现了具有各自专长的手工业部落， 且分工明
确， 有石器、 玉器、 陶器、 青铜器、 纺织品， 其中玉器的制作工艺颇具水平， 并出
现铜嵌玉的新工艺

［ １ ］ 。 １９７６ 年， 在甘肃省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出土了中国古代最早
的人工制作的金环、 银环和金耳环。

１畅２　商 （公元前 １６ 世纪 ～公元前 １１ 世纪）
商代是中国早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青铜冶铸业的发展， 极大地提高了社

会生产力。 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已很发达， 到了商晚期已达到了鼎盛阶段， 此时的骨器、
象牙器、 玉器造型优雅， 花纹繁复。 雕刻手法已开始运用浮雕、 镂空雕等技法。 商代金
属冶铸业的冶炼对象除了青铜外， 还有黄金和铅等金属［ ２］ 。

商代金器分布的范围主要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
在河南、 河北、 北京、 山西、 内蒙古、 四川等地的商代遗址中均出土过金银器。 如
１９５９ 年山西石楼出土的金珥形饰件； １９７２ 年河北卢龙出土的金钏； １９７７ 年在北京平
谷刘家河出土的金臂钏、 金笄、 金耳环， 其中金笄重 １０８畅７ｇ， 为铸造成型， 金含量
达 ８５％。 河南安阳殷墟、 河南辉县琉璃阁、 山东益都苏埠屯、 四川三星堆等商代墓
葬中也都出土了不同形状的金箔片。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金片厚度为
０畅０１ｍｍ ［ ３ ］ ， 经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对其金相组织观察发现， 其晶粒大小均



匀而且晶粒界平直。 分析结果表明， 该金片是经过退火处理， 锤打加工而成的。 商
代晚期都城河南安阳殷墟和四川三星堆出土金片的数量相对较多。 其中安阳殷墟出
土的金箔片较小， 形制多样； 而三星堆出土的金箔叶形饰、 包金杖、 包金人头像等
相对形体较大。

商代是青铜器、 玉器、 漆器制作工艺的繁荣发展时期， 并为这一阶段的金器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虽然发掘出土的商代金器的形制和用途与青铜器有所不同， 但其
制作工艺基本上是建立在青铜器制作工艺基础之上的。 这一时期金器的制作工艺以铸
造、 锤揲为主。

１畅３　西周 （公元前 １１ 世纪 ～公元前 ７７１ 年）
西周继商代之后将中国青铜时代推入了全盛时期。 青铜冶炼、 陶瓷工艺、 丝麻纺织

等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枟考工记枠 中记载了西周时期手工业组织与分
工情况及相应的生产制度和制作标准。 那时将各种手工生产称之为 “百工”， 手工业所
用材料据 枟史记枠 记载有珠、 玉、 石、 象牙、 木、 金、 革、 羽［ ４］ 。

西周金器的出土地域与商代相同
［５］ ， 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流域。 河北迁安县小

山东庄出土的西周早期金耳环、 金臂钏及河南浚县辛庄出土的西周时期各种包金铜器、
金器在形制上与商代尚无区别。 但是， 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 １２ 件金带饰和山西
侯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两组西周金腰带 （１５ 件和 ６ 件） 均为铸造成型且饰有精美纹
饰的成套大型器件， 与商代金器有所不同。

１畅４　春秋战国 （公元前 ７７０年 ～公元前 ２２１ 年）
春秋时期是青铜时代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 进入战国时期， 青铜铸造中的浑

铸、 分铸、 锡焊、 铜焊、 失蜡法等多种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并被不断完善， 鎏金和错金
银技术也开始盛行。 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给手工业产业带来了新的
生机。

从辽宁、 陕西、 新疆、 内蒙古等地出土的金银器中可见， 这一时期的金银加工技术
日臻完善。 大量青铜器的研究资料也表明， 镂雕、 包金、 鎏金、 错金银、 錾刻、 铆接等
细金工艺技术已被应用在青铜器和铁器之上。

从金银器出土地点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 在南、 北方都
有发现。 金银器的形制种类也有所增多， 其中金银器皿及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 从
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上看南、 北方差异较大， 风格迥异［６］ 。

·9·第一章　中国金银器发展史简论



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 其中以 １９７２ 年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金银器最为珍贵， 该墓出土了鹰形金冠顶、 金冠带、 虎形
饰片、 羊形饰片等 ２１６ 件金器， 总重 ４０００ 余 ｇ， 银器 ５ 件。 它们的制作工艺以铸造、 錾
刻、 镶嵌为主， 代表了这一时期北方草原匈奴民族的细金工艺水平。 １９９２ 年陕西宝鸡
益门 ２ 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嵌石金柄铁剑的金柄与铁剑是分铸铆合而成， 金柄上镶嵌
有绿松石， 从脱落的绿松石处推测， 镶嵌宝石的部位是铸造时预留出来的。 １９７８ 年湖
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金盏、 金带钩， 其中金盏重 ２１５０ｇ， 采用纽、 盖、 身、 足分
铸的方法制成， 它是现知先秦时期金器中体积最大、 质量最重的一件容器类制品， 代表
了这一时期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成就。 同时出土的还有 ９４０ 片金箔［７］ ， 形状有圆形、 半圆
形、 梯形、 三角形， 多数压有花纹， 主要用来贴附在其他金属饰物上。 金箔最厚达
０畅３７８ｍｍ， 最薄为 ０畅０３７ｍｍ， 其中素面金箔金含量达 ９２％。 １９５６ 年江苏省涟水三里墩
战国墓地出土的交龙金带钩和兽形金带钩在制作中运用了铸造、 镂空、 雕刻技术。 １９５１
年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地出土的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通体鎏金， 其制作工艺集包
金、 錾刻、 镶嵌、 鎏金为一体。

银制品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 １９７７ 年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猿形银饰，
为铸造成型。 河北省平山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也出土了银带钩、 银俑灯、 银圆饰等。 故宫
博物院收藏的通体素光楚王银匜。 其匜流下面刻有 “楚王室客为之” 六字。 据考古研
究表明， 这件器物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银器。 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７８ 年河北平山中
山国王墓出土的银珠网状串珠， 如果无误， 这件由银丝编织的战国银珠串饰应是我国最
早的细金工艺中的编织器物。

春秋战国时期错金银技术盛行。 １９５１ 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马
首形铜辕饰， 呈马首形， 其头、 颈错金， 制作精美， 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作品
之一。 １９６３ 年陕西省兴平出土的云纹错金银犀牛尊， 全身雕铸有流云纹饰， 纹饰自然
流畅， 云纹边缘嵌金丝， 云纹之上嵌金丝牛毛， 达数十对［ ８］ ， 犀牛腹部、 腿部的小毛
用银丝嵌成， 眼缘和睫毛均为金丝镶嵌， 尾部毛上面嵌金丝， 下面嵌银丝。 云纹错金银
犀牛尊上的嵌槽有明显的錾刻痕迹， 镶嵌所用金银丝均匀而光滑， 在春秋战国同类器物
中堪称佳品。 ２００６ 年甘肃省张家川木河乡马家塬发现了战国晚期规模大、 规格高、 形
制独特的墓葬和车马坑。 发掘期间出土了大量的金、 银、 铜、 铁、 锡铅、 绿松石、 木、
皮革、 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 其中车具上装饰的嵌金银 （贴金银） 铁饰和镂空动物形
金、 银箔片格外引人注目。

春秋战国时期细金工艺开始盛行， 这时的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主要以錾刻、 鎏金、 错
金银、 锤揲为主， 并初步形成了细金工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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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５　秦汉时期 （公元前 ２２１ 年 ～公元 ２２０ 年）
秦始皇灭六国， 建立起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 秦代的金银

器较少， 在这一时期出土的金银器， 有 １９７８ 年山东省淄博西汉齐王墓 １ 号随葬坑出土
的秦盛水器和咸阳宫银盘， 该银盘内錾刻有夔龙及凤纹， 盘身通体鎏金， 盘外底刻有秦
篆铭文。

汉是继秦之后一个中央集权更加巩固的朝代， 其金银产量较秦显著增加， 金银产量
的增加又促进了细金加工工艺的发展， 金银器的制作日趋成熟。

在汉代金银器的制作技术中， 具有代表性的成就就是焊缀金珠工艺， 即将细如粟
米的小金粒和金丝焊接在金器表面构成装饰。 如河北省定县八角廊 ４０ 号西汉墓出土
的镶有琉璃面的马蹄金和鳞趾金状金饰， 在器壁上部含有用小金粒组成的联珠带。
江苏省邗江甘泉 ２ 号墓出土的两件金胜上的重环纹是用如苋子的小金粒焊成。 另外一
件龙形饰物， 在豆大的龙头上用细小的金粒和金丝共同制作出眼、 鼻、 牙、 须、 角
等器官

［ ９］ 。
１９６８ 年在河北省满城西部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其妻窦绾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

器， 有壶身鎏金、 鎏银宽带纹的鎏金银镶嵌乳钉纹铜壶； 有炉座为透雕蟠龙纹， 炉
身则由布满流畅生动的错金纹饰的错金博山炉； 有设计精巧、 通体鎏金的长信宫灯；
墓葬中最华美的当属金缕玉衣了。 此衣由头罩、 脸盖、 衣片、 袖筒、 手套、 裤筒、
足套组成， 全长 １畅８８ｍ， 共使用绿色、 灰白色、 淡黄褐色玉片共计 ２４９８ 片， 并以长
４ ～５ｃｍ， 直径０畅３５ ～０畅５ｍｍ， 金含量达 ９６％的金丝 １１００ｇ 编缀成整件金缕玉衣。 原
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实验室对金缕玉衣上的金丝加工工艺进行实验分析。 通过对
金丝断面金相组织观察， 其边缘不整齐， 内部含有杂质， 边部晶粒细小， 中间晶粒
粗大， 且晶界平直， 这些分析结果表明加工方法可能是拔制， 每次退火后加工量很
小， 以至变形不能深透， 表面变形使边部形成较薄的细晶粒层， 中间晶粒粗大。 金
丝加工过程中和成品采取了退火的热处理工艺

［ １０］ 。 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银器制作精致，
纹饰华丽， 其中的鎏金、 镂空、 编织工艺十分考究。

陕西省西安沙坡汉墓出土的金丹灶与 １９６９ 年河北省定州陵头村 ４３ 号墓出土的掐丝
金龙， 在制作过程中都运用了掐丝、 焊接、 镶嵌等工艺， 细小的金珠分别焊接在高
１畅１ｃｍ， 宽 ３ｃｍ 和长 ４畅３ｃｍ 的器物上， 粒粒饱满、 清晰， 没有因焊接不当而形成的迷药
痕迹， 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焊接水平。

１９５５ 年在云南省江川李家山 ４７ 号墓出土的旋纹金饰是滇文化墓葬中首次出土的金
器， 该器物是用较粗的金丝互相编织盘卷制成的。 而 ６６ 号墓出土的杯形金饰， 是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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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形金饰， 与其同时出土的四舞铜鼓上的两个俑头上就戴有类似的饰品， 初步判断这
对金饰为头饰。 它的制作采用了锤打、 錾刻技术， 器物上的花纹有明显的戗錾的痕迹。
同时期在云南省石寨山 ７ 号墓出土的有翼虎纹银带扣， 制作精美， 带扣上分别嵌有宝石
与金片。

两汉时期金银器的制作技术较为完善， 錾刻、 鎏金等工艺更加成熟， 花丝工艺中的
掐丝、 编织技术脱颖而出。 金银器的制作已从青铜器制作中脱离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的
细金工艺。

１畅６　三国两晋南北朝 （２２０ 年 ～５８９ 年）
东汉瓦解后， 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的黄金产量有所下降， 但是黄

金的加工技术却不断提高。 此时期的金银器以饰物为主， 容器较少， 其制作有机地结合
了细金工艺的不同表现手法， 充分运用了花丝工艺的掐丝、 制大边、 填丝、 炸珠、 焊接
和錾刻工艺中的平脱及镶嵌工艺中的圈石碗、 嵌宝石技术。

１９９１ 年湖北省安乡县黄山头林场南禅湾刘弘墓出土的金带扣， １９８８ 年陕西省西安
咸阳机场出土的荷花鹦鹉纹金梳背、 嵌绿松石金耳坠， 以及 １９８１ 年山西省太原北齐娄
睿墓出土的金饰和江苏省苏州市张镇墓出土的东晋羽人驮龙金饰， 其掐丝技术分别体现
在金梳背上的荷花纹与鹦鹉纹， 金带扣上的花纹和金饰叶脉的制作中。 上述金器的外部
轮廓均是用金丝或金片制成大边状， 将掐制成形的各种纹样以花丝平填的形式填入规定
的大边中。 而金带扣和驮龙金饰的镂空部分则是用锋利的脱錾刀将多余的金片脱出而成
的。 宝石镶嵌处包边石碗的制作则是用拍扁的金丝或金片按照宝石的形状围成圆形对头
焊接后再黏结或焊接在底托之上。

１９８４ 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西伯花鲜卑墓出土的北魏金奔马和金瑞兽均
为铸造成型， 器物风格简约， 线条流畅。 金奔马头、 尾部铸造的两孔洞处系有一条金丝
编织的鱼骨刺纹链。 金瑞兽上的宝石已脱落， 铸造预留的嵌石部位清晰可见。

１９６４ 年河北省定县华塔墓出土的北魏金耳坠与 ２００４ 年山西省大同出土的北魏金耳
坠

★ ， 无论在形制还是制作工艺上都如出一辙。 大同出土的北魏金耳坠由琥珀、 银环、
金环、 花丝柱、 镂空金珠、 麦穗花等多部分组成， 全长 １０ｃｍ， 耳坠最上方是一颗水滴
琥珀， 与其相连的是活圈银环和金环， 金环下是由三根两股花丝柱组成的耳坠主身， 与
其衔接的是一镂空金球， 金球的实体部位焊接有小金珠， 下半部的三根花丝上分别系有
编织的麦穗花丝。 编织丝为金、 银合金， 直径最细的 ０畅２９ｍｍ， 最粗 １畅３２ｍｍ。 耳坠在
制作过程中主要以多种不同粗细的金花丝编织为主， 并配有焊接、 锤打、 拔丝等技术。
花丝的种类有麦穗丝， 单股素金、 银丝， 两股、 三股花丝， 金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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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７　隋、 唐、 五代 （５８１年 ～９６０ 年）
隋是统一南北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 随着大运河的开通， 沟通了南北经济、 文化的

交流， 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１９５７ 年陕西省西安玉祥门外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
链重 ９１畅２５ｇ， 长 ４３ｃｍ， 由 ２８ 个小金球组成， 金球上镶嵌珍珠， 各球之间有多股金丝编
织相连。 金项链的制作集花丝、 镶嵌、 焊接为一身， 制作精致， 华丽富贵。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 金银器的制作处于兴盛
发展阶段。 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 东西方交往频繁， 促进了中国细金工艺的发展， 唐代
中期的首饰制作工艺已经比较完整。 对当时的细金工艺做了简明的概述。 这一时期的金
银器， 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水平都有了极大飞跃， 器物的形制和纹饰都带有强烈的时代
特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主要集中在陕西、 江浙等地。 １９７０ 年在陕
西省西安南郊何家村和 １９８７ 年在陕西省法门寺地宫等地均出土了大批金银器， 器物有
碗、 杯、 壶、 盒、 熏球、 钗等。 这些金银器的制作工艺考究， 制作技法全面， 通过对它
们的全面研究， 可以看到铸造、 花丝、 錾刻、 锤打制胎、 编织、 炸珠、 鎏金、 焊接、 镶
嵌、 镂空等细金工艺在此时均得到了应用。

唐代金银器类型较多， 有饮器、 食器、 冠服首饰等， 其中唐代的文献多次提到金银
盘， 枟安禄山事迹枠 载唐玄宗曾赐禄山 “金花大银盘四个”， 枟剧谈录枠 说方士条载：
“金盘储石榴， 置于御塌”， 贺知章 枟答朝士枠 诗云： “钑镂银盘盛蛤蜊”， 这表明金银
盘在唐代十分流行。 有关金银盘的形制及纹样， 考古学者已有翔实的论述， 而从器物的
制作角度来观察， 这一时期的金银盘多为银质地， 制作工艺主要分为锤打制胎、 錾刻纹
饰、 局部鎏金。

从制作工艺分析， 像盘、 杯、 碗等实用性金银器皿， 其胎型制作一般都采用锤打工
艺。 无圈足盘的锤打制胎即可从一张已锤揲好的银片开始， 银片略厚于所制银盘的厚
度， 也可在银锭和银饼上进行。 在锤揲中， 使用不同形状、 不同质地的锤子通过搂、
墩、 闪、 光技法打制胎型 （见第七章锤打胎型制作工艺）， 而器型上的纹饰则运用了錾
刻工艺中的勾、 台、 采等不同表现技法。 何家村出土的鎏金异兽六曲银盘、 凤鸟纹六曲
银盘、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中， 兽纹图案的制作均采用了勾、
台、 采方法， 即在锤打完成的素胎正面的中心部位用勾錾， 勾勒出兽形轮廓， 在反面用
不同的台錾刀， 台出兽形的高度， 从正面观看有半浮雕的效果， 然后用采錾在正面进行
整形， 如此正反面台、 采数次， 达到预期的效果后用丝錾把兽纹的细部錾刻出来 （见
第六章錾刻工艺）。 “李勉奉进” 双鱼银盘、 鸿雁折枝花纹银盘的胎型制作同上， 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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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的錾刻却有所区别， 其纹饰主要是采用了錾刻中的平錾技法。 上述六件银盘錾刻花纹
处均采用了局部鎏金工艺， 使银盘的金花效果充分地展现出来。 同时期出土的碗、 盒、
壶、 瓶等器皿的制作工艺与银盘基本相同， 只是难易程度不等。 属局部錾刻工艺范畴的
器物有鎏金银匜等， 属于满錾的器皿有蔓草鸳鸯纹银羽觞和鎏金飞狮石榴花结纹银
盒等。

其实一件金银器的制作过程往往包含多种技法， 细金中的各种工艺既相对独立又相
互衔接。 何家村出土的金筐宝钿团花金杯的制作是掐丝、 焊接、 炸珠等工艺相结合的产
品。 而舞马衔杯银壶更是集多种工艺于一身的精品， 壶身的制作中运用了锤打制胎技
术， 壶身两面的衔杯舞马分别采用了錾刻工艺中的采、 台和平錾技法， 且局部选择鎏
金， 壶盖与提梁相连接的麦穗花银链由数根银丝编织而成， 壶身与圈足则是通过焊接连
成为一体的。

唐代出土的金银器中以花丝工艺 （花丝工艺见第四章） 为主的器物为数不多， 但
都制作精良。 何家村出土的金梳背， 法门寺出土的金银丝结条银笼子、 鎏金镂空飞鸿球
路纹银笼子和 １９９１ 年陕西省长安县南里王村出土的金筐宝钿玉带的制作方法均属花丝
工艺范畴。 这些器物上的图案不是经錾刀錾刻出来， 而是用细金丝掐制或编织而成。 金
梳背的制作运用了花丝工艺中的掐、 填、 攒、 焊、 织编等技法， 金梳背的底托是用金片
剪裁出来的， 在需要填制花卉处的外沿部位用素金丝掐制一圈双大边， 大边内填入编织
成型的正反花丝， 花丝的周围点缀着金珠， 金梳背的上方有 １４ 朵编织金花和金珠连接，
掐制好的卷草、 花卉等纹样平填在由金片规定的大边中， 花瓣处再填入小金珠 （金珠
的制作见第四章）。 待各部位的花纹组攒到位后再焊接， 焊接的方式有点焊、 整焊、 攒
焊、 面焊， 金梳背的焊接主要是面焊， 焊接时首先将整件器物预热， 在焊接处点上硼砂
水， 将金焊药均匀地筛撒在花纹上进行焊接。 一件器物往往要经过多次焊接， 因此焊药
的种类、 焊接时火候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 （焊接工艺见第八章）。 金梳背的制作巧妙地
运用了花丝工艺的不同表现手法， 掐制的花纹线条流畅， 填、 攒的金丝疏密适当， 焊接
处光滑无迷药， 实属珍品。

法门寺出土的 １２１ 件金银器中， 有一些与饮茶有关的用具。 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之
一， 有着两千多年的种茶历史， 唐代茶叶的加工方法与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进， 发明了蒸
青制法， 新鲜的茶叶采回后， 用蒸气杀青， 之后捣碎、 制饼、 穿孔， 贯串起来烘干， 以
消除茶饼的青臭气味， 同时也便于储藏和运输［ １１］ 。 因此， 唐代饮用的茶要先制成团茶。
为了使团茶在储藏中保持干燥及茶香味， 就要将茶放入焙篓中进行焙茶烘干处理。 在法
门寺出土的这些饮茶用具中就有两件银笼子是用来焙茶的焙篓， 它们的制作风格迥然不
同。 鎏金镂空飞鸿球路纹银笼子的制作运用了錾刻、 镂空、 鎏金等工艺， 而金银丝结条
银笼子的制作则采用了花丝工艺中的编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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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主要是用于以竹、 藤、 棕、 草等为材料来制作各种器物的工艺， 用于金银器的
制作则成为权利与财富的象征。 这是因为虽然金银器中的编织技术同草编、 竹编的编织
工艺相似， 但不同之处在于金银丝在编织过程中易打结、 折断， 制作难度很大［ １２］ ， 特
别是还要在玲珑剔透的器物上看不到编织的脉络痕迹， 这是金银丝编织技术的最高境
界， 因此只有在极少数的器物上方能见到。

法门寺的这件金银丝结条银笼子， 通体由盖、 提梁、 笼体、 足四部分组成， 所用材
料为金银丝或金银片。 笼体与盖部分是用双股银丝编织的灯笼空纹。 笼底边和笼身上口
与笼盖下口处用鎏金银片卡合， 笼身、 笼盖边缘上分别装饰由两股花丝组成的如意纹
饰， 笼身中心有一朵编织的金花， 提梁由两层花丝组成， 在掐制的花丝巩丝内层上编织
一层连续的如意纹， 提梁上的银链是编织的罗丝， 提梁的两端编织在笼身两侧， 四足所
用材料是银片， 银片的上半部錾刻有兽纹， 中间部位是银片本体， 下半部的银片剪切成
四份， 卷成如意纹与笼身、 笼盖的如意纹相互呼应。 从足部的绿色锈蚀现象判断， 四足
是焊接在鎏金卡口之上的。 这件器物属编织制作工艺中的精品。

１畅８　两宋时期 （９６０ 年 ～１２７９ 年）
到了宋代， 黄金加工技术继承了唐代的精华并有所发展， 金银器制作工艺在宋人王

栋的 枟燕翼诒谋录枠 ［ １３］
载有： 销金、 贴金、 镂金、 间金、 金、 圈金、 解金、 剔金、

捻金、 陷金、 明金、 泥金、 榜金、 背金、 影金、 阑金、 盘金、 织金、 金线等 １９ 种金银
器制作工艺。 另外， 在 枟宋会要辑稿枠 文思院条中也记载有关金银器各类制作工艺
“文思院， 太平兴国三年职掌金银犀玉工巧之作物， 金采绘素装钿之饰， 以供兴辇册宝
法物及凡服之用， 隶少府监， ……领作三十二， 打作， 作、 镀金作、 作、 ……销金
作、 镂金作、 ……拍金作、 钳金作……” ［ １４］ 。

宋代的金银器无论是器物造型， 还是制作工艺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风格。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制作运用了立体浮雕形凸花工艺和镂雕工艺， 将器型与纹饰融为一
体， 充分体现了器物的立体感与真实感。 宋代的金银器多数出自窖藏， 金器以饰件为
多。 银器有碗、 盘、 杯、 盏等器皿， 器形设计巧妙， 花纹装饰题材广泛。

１９９３ 年在四川省彭州西大街古代砖砌窖藏内发现金银器 ３５０ 多件， 分为容器和首
饰两大类。 其中菊花金碗、 瓜形金盏的制作采用了锤揲与錾刻、 焊接相结合的工艺。 空
心金钗的上半部花纹的錾刻采用了采、 台的手法来表现浮雕效果， 下半部则采用了平錾
技法。 如意云头纹银梅瓶上云纹的制作中则更是充分运用了錾刻工艺中的翻卷折叠、 穿
枝过梗的技法， 錾刻中使用的錾刀刀刃较圆滑， 錾出的纹饰流畅， 生动自然。

从彭州宋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来看， 未见到花丝、 镶嵌宝石、 焊缀金珠的制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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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而多以打胎、 錾刻、 焊接、 铆合为主。 这批银器中的壶、 盏、 茶盘等银器由多部分
组成， 连接方法采取焊接、 铆合、 咬口技术。 其中焊接方式以组配焊接和对口焊接为
主； 铆接的部位是将接件与主体处凿出小孔， 用银穿钉连接。 圆口温碗的足部和执壶柄
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与主体相接的

［ １５］ 。 咬口技术则是将上、 下两部件的连接处， 对口
插入后， 翻边、 重叠、 咬合在一起。

与宋同时期的另一个政权西夏， 在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 “文思院” ［ １６］
以掌管金、

银、 犀、 玉等。 １９７５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 ５ 件西夏桃形镶宝石金冠饰， 中心桃形
石碗周围为多层掐丝花丝， 镶嵌宝石为包边镶， 是一套珍贵的西夏饰品。

同时期雄踞北方的辽王朝， 创造了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绚丽文化， 出土的金银器中
以马具、 带饰居多， 其制作工艺在继承唐朝和五代传统细金技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并
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 形成了具有草原特色的独特风格。

辽代贵族随葬金银器成风， 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
器。 １９５３ 年夏， 位于内蒙古赤峰县西精大营子村山地的辽驸马赠卫国王辽代早期墓出
土了八套马具， 六套为不同纹饰的鎏金银马具， 一套玛瑙马具， 一套铁饰嵌金银马具。
嵌金银铁饰的制作被称为铁錽工艺

［ １７］ ， 清代称这门技术为錽、 錽金、 錽银。 铁饰嵌金
银马具的制作工艺分为铸造、 煅打、 錾刻、 拔丝、 掐丝、 填丝、 锤打、 铆合、 焊接、 鎏
金等多道工序。 器物富丽堂皇， 具有浓厚的契丹文化气息， 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
１９８３ 年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 其中金器 ３１
件， 总重 １３６５畅７５ｇ［ １８］ ， 银器 １４７ 件， 总重 ５７２３畅７ｇ， 出土文物中包括一整套贵族金银殓
具。 其中陈国公主、 驸马的银丝网络是根据人体各部位头、 臂、 手、 胸背、 腿、 足七部
分别编织后组装而成。 银丝网全长 １６８０ｍｍ， 网孔呈六边形 （灯笼空子） 直径一般为
１５０ ～２００ｍｍ， 银丝直径为 ０畅５ ～０畅７ｍｍ， 经 Ｘ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驸马、 公主银网上
的银丝的银含量成分分别为 ９１畅８６％和 ９１畅７７％。 １９９２ 年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耶律羽之
墓中出土的 ３０ 余件金银器为契丹早期金银器的代表， 工艺考究， 制作精良， 唐风浓郁。
首饰类有戒指、 耳坠、 镯子、 璎珞等、 饮食具有杯、 碗、 盘等［１９］ 。

２００３ 年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 。 其中金银器的制作以锤揲打
胎为主， 器物上的装饰纹多为錾刻， 錾刻中应用了平錾、 满地錾、 镂空錾、 丝錾、 阳
錾、 阴錾等技术。 在一些金银器皿的组合焊接中， 焊药的分别使用分为大焊 （金焊药、
银焊药） 和小焊 （锡铅药）， 首饰制作的表现手法有錾刻、 焊接、 金包玉、 镶嵌、 掐石
碗等技法。 该墓中出土了两对金耳坠， 其中金花耳坠的制作采用了花丝、 镶嵌、 焊接等
工艺， 而摩羯形耳坠的制作则使用了錾刻、 合焊、 镶嵌等技法。 摩羯形耳坠上呈半浮雕
状的摩羯纹花纹是运用采錾和平錾的技法制作而成， 其明暗鲜明， 层次分明， 錾工精
细。 在花纹的台、 采、 錾过程中， 金片要不断退火以保持金属的柔韧性， 并根据纹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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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采用相应的錾子来錾刻花纹。 在錾刻中， 花纹的深浅及层次完全依靠工匠的臂腕功
力， 充分体现了錾花工艺的魅力。

１畅９　元 （１２７９ 年 ～１３６８ 年）
蒙古族建立元朝， 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 ３７０ 多年的多政府局面。 政权的统一促进了

元代的政治、 经济、 文化发展， 手工艺制造业也得到了不断地发展。
１９５９ 年江苏省吴县吕师孟墓出土的荷花鸳鸯金香囊及如意纹金盘的制作以錾刻、

锤揲工艺为主。 １９８２ 年山西省曲回寺出土了一批金银器，★
其中金器共 １６ 件， 总重

１２１畅３８ｇ。 银器 ４ 件， 总重 ２９５畅８３ｇ［ ２０］ 。 这些金银饰品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 运用了花
丝、 镶嵌、 錾花、 浇铸、 打胎等不同的工艺技法。 以錾刻工艺为主的首饰有蜻蜓金钗一
对、 牡丹花耳坠一对、 双凤金簪一对、 飞天金簪一件。 以打胎工艺为主的器皿有一对银
碗、 柳纹银罐。 以花丝工艺为主的饰品有内向双飞蝴蝶簪、 缠枝花耳坠、 金花步摇等七
件金饰品， 它们在制作过程中几乎运用了花丝工艺中掐、 攒、 填、 焊、 堆、 垒、 织、 编
的全部工艺。 灵丘金银器在原材料加工上， 运用了拔丝、 锤打、 研磨等技术， 金器中最
细的金丝直径 ０畅１１ｍｍ， 最粗的耳插丝直径 ２畅４２ｍｍ， 最薄的金片厚度 ０畅０６ｍｍ， 最厚的
金片厚度 ０畅３８ｍｍ。 研磨的金珠直径最小为 ０畅５ｍｍ， 最大为 ０畅６ｍｍ。 出土的飞天金簪，
重 ２４畅４９ｇ， 长 ８畅９ｃｍ， 宽 ３畅７８ｃｍ。 飞天的头部、 躯体采用了浇铸、 库模法， 花冠、 璎
珞、 梅花等又运用了錾花、 镂空工艺， 披帛和飘带则采用了传统的花丝工艺。 整件器物
工艺搭配协调， 整体效果极佳， 充分发挥了细工工艺之特长， 给人一种清心高雅的艺术
享受。

１畅１０　明 （１３６８ 年 ～１６４４ 年）
明朝建立后， 政府奖励耕织、 推广屯田、 兴修水利。 手工业方面， 集中了全国的能

工巧匠， 将工匠服役制改为轮班制， 实行了匠班银制， 使得明代工艺美术行业繁荣兴
旺， 细金工艺这门当时的宫廷艺术得以发展。 此时的细金工艺技法更为齐全。 枟明会
典枠 记载： “银作局二百七十四名： 银花匠五十名， 镀金匠三十五名， 大器匠四十二
名， 银匠八十三名， 镶嵌匠一十一名， 拔丝匠二名， 抹金匠七名， 累计丝匠五名， 金箔
匠七名， 钉带匠五名， 磨光匠一十五名。” 由此可见， 当时的细金制作业分工明确， 花
丝、 錾刻、 锤打、 鎏金等行当齐全。

明代出土的金银器主要分布在江苏、 安徽、 云南、 北京等地， 如 １９５６ 年江苏省南
京板仓动力学校出土的凤凰金插花、 桃形金插花， １９５８ 年江西省南城县益庄明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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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对立凤金簪。 其中， 立凤金簪主要采用了花丝工艺中的掐丝、 堆垒、 焊接技术， 在
簪脚上錾刻有 “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成造九成色金贰两外焊贰分” 的字样， 由
此可见， 这件金簪的原材料金成色应在 ９０％以上， 其各部位是焊接成型的， 焊接时用
去金焊药贰分。 而立凤金簪又是一件花丝首饰， “在金片上裁剪出金凤不同部位的外部
轮廓， 沿着该轮廓将金片边缘折起， 约 ９０ 度角。 并在翘起的边缘处焊接上由两股素丝
拧制的花丝， 这就是金凤簪完整的大边。 金凤簪身上的花纹由巩丝、 素丝、 卷头等花样
丝组成， 它们分别平填在不同部位。 翅膀、 祥云、 凤尾等经组装攒焊成型”。 金凤纤细
秀丽、 造型优美， 整体风格高贵华美， 精致细腻， 代表了明代花丝工艺的水平。 此外，
明代已有了以实镶工艺 （实镶工艺见第五章） 为主的嵌宝石戒指。 １９５６ 年湖北蕲春县
蕲州镇刘娘井村刘氏墓出土的两枚金戒指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代三枚戒指的制作均采

用了镶嵌工艺。 宝石的镶嵌有抱爪镶、 包边镶， 其中一枚素面马镫戒指带有浓郁的草原
风情。

１９５７ 年北京市昌平定陵出土了 ５６０ 件金银器， 其中金器 ２８９ 件， “万历翼善金冠”★

“明神宗孝靖皇后凤冠”★
的制作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地步。 万历翼善金冠高 ２４ｃｍ， 直

径 １７畅５ｃｍ， 重 ８２６ｇ， 制作以编织为主， 金冠由前屋、 后山、 翅三部分编织的灯笼空子
组合而成。 前屋、 后山与翅的灯笼空子制作分别使用了 ５１８ 根、 ３３４ 根、 ７０ 余根直径
０畅２ｍｍ 的金丝编织而成。 冠身薄如轻纱， 空隙均匀别致， 冠上端饰有二龙戏珠图案。
金冠上的龙身、 龙爪均采用传统的掐丝、 垒丝、 码丝的方法进行制作。 先将金丝搓成两
股或多股花丝， 再将花丝掐制出 ３ ～４ 种大小不同规则的龙鳞， 用炭灰加白芨和成面状
后捏成龙身， 将掐制好的龙鳞码放在模型上， 将金焊药用小筛子均匀地撒在上面。 在焊
接时要依据实践经验掌握火候， 提前焊接就会产生开焊， 整个器物将疏松散架； 反之，
火候过甚焊药就会迷流在花纹上把纹饰掩盖住， 因此， 在焊接时既要有扎实的基本功，
又要胆大心细。 焊接完毕后炭灰消失， 半浮雕的龙身就显露出来。 这件金冠的焊接技术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原北京花丝镶嵌厂的老细金艺人原大复制了一
件万历翼善金冠。 ９０ 年代末该厂工艺美术大师杨锐、 张春源等人为北京十三陵博物馆
又复制了一件万历翼善金冠。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笔者拜访工艺美术大师杨锐时证实， 该件器
物的主体编织部分， 全部按原件制作技术， 用传统的编织工艺手工编织而成。 与万历翼
善金冠同时出土的还有孝端、 孝靖两位皇后的凤冠四件， 分别为三龙二凤冠、 九龙九凤
冠、 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 凤冠为古代贵族妇女所戴的礼冠， 明清时期凤冠也称
为彩冠， 多为一般女子婚礼时佩戴。 定陵出土凤冠的制作是用漆竹扎成帽胎， 用丝锦制
成面料， 冠上饰以龙凤。 龙用细金丝掐、 填、 堆累焊接而成， 呈镂空状， 凤用翠鸟毛粘
贴点翠。 点翠工艺是明代新出现的一种细金工艺技法， 就是将翠鸟的羽毛填入在金银丝
框内， 点翠过程中讲究的是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所填翠羽形状需一次剪制而成， 填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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