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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饰品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祝爱玉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中国古代金银首饰是传统工艺美术品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物质文化,而制作金银首饰的手工

技艺,体现的是非物质文化,两者相辅相成,皆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将传统工艺作为当代饰品设计研究的一个

切入点,从古代金银首饰历史上的几次关键性转折入手,分析金银首饰成型工艺及装饰工艺发展,剖析当代手工技

艺传承与创新面临的问题,结合传统金银首饰工艺创新设计案例实践分析,探讨金银首饰设计新思路及对策,强调

关注设计观念和材料工艺美学价值、充分挖掘传统工艺设计智慧,树立品牌意识,重视人才培养等多元一体的模式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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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近百年来我国许多传

统手工艺产区逐渐解体,民间手艺人愈发分散.中

国传统金银首饰工艺的研究起步晚,文献史料杂,因
而在工艺美术研究中一直处于薄弱环节.笔者梳理

了大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

关于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史料

的考证和梳理,如«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１]对早

期金银工艺制作和装饰技法的考证、«中国古代金银

首饰»[２]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清代的金银首饰品类、
题材、纹样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的传承与变迁进行

梳理、«成器之道———中国先秦至汉代对黄金的认识

与工艺技术研究»[３]讨论了黄金制品制作过程中的

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在保护

与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将传

统金银首饰工艺与当代生活结合的应用研究还十

分缺乏.本文重点探讨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

当代的创新运用,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考察、设计

案例实践等方法,分析传统金银首饰工艺活化创

新思路,以促进工艺美术领域中传统手工艺的实

际应用.

一、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的发展在历史上的几次

关键性转折

根据南京艺术学院郑静教授[４]的观点,中国传

统首饰的发展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关键的转折,即:
新石器时期、南北朝、宋元时期、明代.这几个时期

的首饰,其造型、材料、工艺、精神内涵等方面都经历

了延续和革新,影响了中国传统首饰的发展.

１．新石器时期

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从自然采

集物、猎物中获得的原材料,如石头、树叶、贝壳、动
物的骨头或牙齿等,通过磨制、钻孔、串联的方法,制
作了项链,构成了人类早期的身体装饰品.随后,以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

的首饰中,发现了笄、玦、佩、琮等样式,造型上以动

物、抽象几何为主,材质上以玉石为代表,兼有少量

竹木和骨物,装饰上有饕餮纹、鸟兽纹、云纹、夔龙纹

等纹样,这些特征奠定了中国传统首饰的基础,形成

了以图腾和礼仪为特征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首



饰发展的第一次转折.
早期发现的金属首饰,目前有据可查的是出土

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的金笄、金耳珰、金臂钏,
工艺上有铸造、也有锤打成型的痕迹.春秋战国时

期青铜器发展繁荣,青铜器中的装饰工艺金银错在

带钩上得以大量运用,但相对于总体以玉、石为主的

早期首饰,这些在当时还只是一些个案.

２．南北朝时期

西周早期,陕西和内蒙古出现了失蜡铸造和锻

造的金饰品,随着战争与民族迁徙,草原部落的工艺

与文化开始向华夏地区渗透.到了南北朝,北方游

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游牧民族文化逐渐与

中原文化融合,使首饰的形制出现了变化.比如高

大发髻的流行使早期首饰类型中的笄逐步演化为新

的簪、钗,游牧民族的步摇冠与发钗集合演化为步摇

簪、钗.另外,一些早期首饰逐步被外来首饰类型取

代甚至逐渐消失,如耳珰、玦被耳环、耳坠替代,用于

人死后墓葬仪式的佩戴;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类型,如
臂钏、戒指.首饰的用材也从玉石为主逐渐转变为

以金银为主.在工艺上,金属锻造、錾刻镂空、金珠

粒等工艺逐渐成为首饰制作的主要工艺.南北朝时

期的首饰发展标志着金银首饰成为中国传统首饰的

主流,是传统首饰发展的第二次转折,这一阶段形成

了中国传统首饰新的分类和形制,其基本类型和特

征一直延续到清代.

３．宋元时期

宋代开始,经济繁荣导致民间对首饰产生大量

需求,普通人家嫁娶讲究“三金”,或成套打制“头
面”.金钏、金鋜、金帔坠,是南宋时期聘礼中的“三
金”.宋元时代所谓“头面一副”,表示首饰的基本样

式在此齐备,数量则多寡不同,头面一副少则十几

件,多则二十件以上[５].此时,出现了许多装饰题

材,如花卉、瓜果、虫鸟等.元代首饰与宋代一脉相

承,宋代出土的首饰实物不多,而元代有大量出土.
因此,将宋元时期看作中国传统首饰第三次转折的

关键点,其世俗化的特征使金银首饰得到广泛普及,
为了进行快速生产,出现了锤揲工艺,以便批量复

制,这促进了古代首饰商品属性和行业生态的形成.

４．明代

明代以前金银首饰很少有宝石镶嵌,偶尔的个

案也是经西域传入.但自明代开始,因郑和下西洋

开通的商路,使今东南亚地区出产的红、蓝宝石流入

中国,宝石首次成为中国宫廷首饰的主要材料.随

着黄金产量的减少,出现了累丝工艺:即将黄金拉成

金丝、盘织堆垒成繁复错落的造型,这样不仅节约用

材,还能塑造丰富的首饰层次.金累丝嵌宝的宫廷

首饰十分华丽,非常符合明代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
镶嵌方式上,宝石保留原石的不规则形态,不仅有包

镶,还有西洋的爪镶样式.明代首饰主要继承了宋

元时期的风格,以龙凤、花鸟、昆虫、佛教内容为主要

题材,与前代大不同的是,明代首饰的造型都由宝石

作为主体进行设计和制作,它改变了中国传统首饰

重纹饰、轻宝石的传统,明代首饰可被视为是中国传

统首饰的第四次次转折.到了清代,首饰基本延续

明的样式,因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宝石资源

减少,因此,清代首饰多采用点兰和贴翠来替代宝石

丰富首饰的色彩.
(二)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的发展

古代青铜工艺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金银工艺

的掌握,但金银与青铜虽同属于金属,两者的加工方

式却有差异.青铜工艺是“塑”的概念,通过加热将青

铜热液注入陶范成形.黄金与白银因材料特性,可持

续地锻打或弯折而不断裂,因此,除了具有更高的可

塑性,还因材料质地柔软而发展出錾、雕、编、织等技

法,这种异于青铜的工艺又称为“金银细工”.金银首

饰从最初原料的采集、加工到成品的完成,大致包括

四个步骤:提炼技术、初步成形、细部加工、表面处理,
而且初步成形之后的工艺已涉及细部加工的技法.

１．成形工艺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成形技术主要有铸造和锤

揲.铸造以“失蜡法”为主,“失蜡法”即熔模铸造,需
以蜡雕成实物,然后在其外面覆上防火材料,在高温

下化去蜡模,形成铸型空腔以备浇铸金属液.锤揲

则将金属放在木底托或者胶板上锤打成片成形.失

蜡法的优点在于可复制与原物近乎一模一样的成

品、处理复杂的细部花纹,由于没有焊接工作,成品

则十分牢固,但因基本是实心铸造,所以金银用料增

加,实物变得更重,而且铸造容易在金属表面留下粗

糙的砂眼,需经过后期抛光才能达到美观的实物效

果.与锤揲、敲花、模冲、抽丝等金银加工工艺比较,
失蜡法非常不符合经济效益,因此在古代金银首饰

的留存实物中较为少见.

２．装饰工艺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细部加工与表面处理技术主

要有錾刻、镂刻、透雕、嵌金、鎏金、缀金珠、焊接、包
镶、抛光等.在这些细工中,或在饰品初步成形后,
用錾刻、镂刻、透雕工艺对金银首饰纹样进一步细

化;或在金属表面以刻刀、锤子、冲头錾出不同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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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或在铜的表面开凿线道,嵌入与之不同色泽的银

丝线以构成细致的图案;或以汞、金箔相溶形成金泥

涂于器物上,烘烤后形成金银相间的装饰效果;或以

极细的金珠点缀成图形赋予饰物表面形成特色肌

理;或以色彩各异的宝石完善贵金属的单一色彩等.
这些细巧复杂的金银细工工艺随着时代审美的发展

而不断更替完善,有材质上的自然属性优势,也有人

文属性上的审美趣味影响.金银材质不仅性质稳

定、可塑性强、可回收、可被分割也可随时熔合,而且

金银也是奢侈、华丽、具有装饰作用的材料.中国古

代宫廷金银首饰精巧玲珑,富丽多姿,很大程度上是

统治阶层意志的表现载体.古代设立的工匠制度,
集合全国能工巧匠为上层统计阶级服务,将手艺人

编入“匠籍”进行统一管理,供给充足的原料,执行赏

罚分明的制度,这是手工艺得以繁荣发展的保障.
手工艺在家族和师徒之间传承,讲究血缘和门户关

系.同时,民间日益昌盛的商品经济,使许多手艺人

在古代得以经营金银铺、珠玉肆为生,他们促进女性

簪戴消费的同时,也发展了民间手工艺.但随着晚

清王朝的没落、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许多历史上的

传统金银手工艺乡镇和集中产区也逐渐消散解体.

二、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

传承活化面临的问题

(一)产业发展受到局限

近年来,我国掀起了传统文化热潮,政府部门和

相关机构支持和鼓励手工艺行业发展,使部分民间

手工艺产品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手工艺发展因此迎

来新的机遇期.由于受历史环境、传统工艺传承模

式的影响,金银首饰手工艺产业发展依然存在诸多

局限因素.一是按照父子、师徒形式一脉单传的手

工艺技艺传承方式,核心技术秘不外宣,不利于产业

的发展和创新.二是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许

多便捷的产品,而年轻人受多元文化影响,选择范围

更加广泛,这对金银首饰产业形成一定的冲击.新

生的“职业匠人”面临着市场化浪潮,难免在作品设

计中掺杂一些妥协因素.三是目前金银首饰手工艺

市场粗制滥造的产品众多,价格机制混乱,质量监管

缺失,市场环境亟待改善[６].
(二)传统工艺传承创新遭遇瓶颈

当前,以“金银细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金银首

饰非遗技艺主要掌握在少数的老手艺者手中,他们

一部分供职于国家支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

地,一部分散落在民间村落、乡镇之中,以重复的劳

作换取报酬.因传统首饰行业的工种枯燥乏味,收
入不高,许多年轻人并不愿像以往那样从事常年的

学徒生涯,而纷纷离开乡镇涌入城市谋生,老一辈的

手艺人受文化层次和审美水平制约,在产品创新上

显然有心无力.笔者曾走访调研上海老凤祥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金银细工”工坊,其展厅陈

列品基本还是保持比较传统的金银器、金银首饰风

格样式.这里从事金银细作的手艺人约１０人左右,
其中老师傅５人,学徒若干,拥有硕士学历的工艺师

仅有１人.经过访谈得知,诸如“金马”、“金羊”之类

的大型金摆件制作耗时费工,往往需要一个经验熟

练的老师傅集中工作两三个月才能完成,主要针对

订单制客户,售价高达二十万元以上,而适合年轻消

费群体的具有创新性风格的产品则十分缺乏.
(三)消费需求与产品供给形成矛盾

受流行文化、网络文化、甚至科幻文化的影响,
消费者的个性、喜好和审美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
消费者对饰品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材料,而是更

加追求特别的、有趣的和个性化的需求,强调情感和

体验上的愉悦.而传统金银首饰的设计风格、主题

和元素大多陈旧雷同,已然无法满足当下消费者对

产品的新颖和独特性的追求.此外,进入信息经济

时代,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消费行为由

线上模式和线下体验共同促成.在新零售环境下,
金银饰品的设计和销售需要满足消费者更加细分

化、小众化和精准化的要求.

三、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饰品

设计中的运用案例分析

　　有关工艺的研究,学者郑巨欣教授[７]指出:一是

研究需要寻找定位点;二是除了掌握史料还要动手做

实验.传统技艺的活化,还需进行技术实验,使工艺

的研究成果产生新的开发应用价值.基于未来审美

多元化的倾向,探究传统金银首饰工艺的创新式表达

要从观念来源、题材解读、图形设计、材料美学、工艺

语言等方面着手.通过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饰

品设计中的案例运用,塑造金银首饰设计新风格,是当

代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失蜡工艺:从手工到３D成型

脱蜡铸造法是目前金银首饰产品生产的主要手

段,在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中都得到充分的运

用.以蜡成型分为手工雕刻塑形或电脑３D参数建

模,十分便于前期的修改和校样.
设计师对首饰造型的勾画、明确,通过手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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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参数成型的精确计算,完成设计形象的艺术

性传达.如图１,学生毛令兰的作品以自然元素为

设计题材,通过对纯银材质物理属性的探索,用火枪

喷烧纯银表面、控制时间和熔融速度,形成金属特有

的烧皱肌理,结合手工雕蜡树枝和花蕾的造型,利用

传统金工工艺技法,表达首饰设计的艺术创意.如

图２,学生金梦的作品灵感来自中国传统吉祥文化,
以鱼、莲的嬉戏重新诠释“连年有余”的寓意,蕴含新

中式时尚首饰设计趣味,该作品采用３D数据建模、
树脂倒模、脱蜡铸造、抛光电镀、镶嵌等工艺手法,达
成作品的商品性气息塑造.

图１　«素枝»系列①

图２　戒指:«游鱼戏莲»

(二)花丝工艺:设计主题当代化

花丝工艺利用金银材料的延展性,将金、银拉成

极细的丝,通过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八项主

要技法,制作出精致的金银制品.作为具有民族特

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工艺如何与当下及未来

的消费趋势、多元审美相结合,来适应时代潮流的发

展,成为了一个非遗技艺活化设计的新话题.如图

３,学生李娟的作品灵感来源于对旗袍中盘扣元素的

研究,通过平面装饰图案的设计布局塑造蝴蝶的形

象,研究图案装饰与首饰空间结构的传达,以全手工

制作的方式完成了花丝工艺在大型项饰设计中的探

索.图４中学生南晓旺的作品从扎哈哈迪德的建

筑风格入手,研究建筑营造的流线感和夸张的造型,
汲取当代建筑造型中的几何感元素,塑造首饰空间

的构造,运用花丝工艺完成了简洁而前卫的当代饰

品设计,尝试营造一种刚柔并济的设计趣味,拓展了

传统花丝工艺首饰设计的主题范围,丰富了花丝工

艺的表现题材.

图３　李娟的作品

图４　套件:«未来空间»系列

(三)錾刻工艺:融合身体经验的创意

錾刻是一种基于细部加工和表面处理的特殊概

念.錾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手持锋利的刻刀在

金属表面进行加工,以线条形态为主,将金属剔除,
錾刻线条呈现果断、干脆之感;二是以各式不同的錾

子作为冲头,制作者一手握锤子、一手拿冲头进行敲

击,在金属表面留下深浅不一的印子或痕迹.錾刻

工艺往往强调人的身体经验和心手合一的感觉,技
艺娴熟的老师傅通过手的姿势、眼的观察、耳朵的听

音,在心中已对手下的作活做到了然于胸.年轻一

代的设计师通过亲身的实践,掌握錾刻技法的基本

规律,在当代饰品设计中加以运用,正是对传统工艺

活化设计的积极尝试.如图５和图６,学生林依锦

和刘颖佼在云南考察学习期间,深入实践錾刻工艺,

６１６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①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案例图片均来自浙江理工大学服装

学院服饰品设计方向的学生作品.



跟随当地师傅潜心学习,林依锦完成了毕业设计作

品«究竟涅槃»,以９０后的眼光,解读时尚饰品设计

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刘颖佼的作品«阴之阳１»则通

过一款手工锻造、錾刻的胸针,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

理念在手工艺饰品中的表达,实验性地传达了錾刻

工艺的新生设计样式.

图５　项饰:«究竟涅槃»

图６　胸针:«阴之阳１»

(四)烧兰工艺:丰富饰品的色彩

烧兰源自古老的珐琅技术,起初烧制的色彩被

用来替代宝石,在１２世纪由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
到了景泰年间珐琅器制作达到鼎盛,因此也叫景泰

蓝,也可作“烧蓝”之称.画珐琅工艺中将之称为“烧
青”.烧兰指在金、银、铜胎上施玻璃质珐琅釉料,经
大约７５０℃高温焙烧,使釉料软化熔融,直到与金属

胎融为一体,而后经抛光得到成品.烧兰在当代首

饰设计与制作中,因其色彩斑斓、具有强烈而丰富的

艺术语言表现力,深受创作者的喜爱.如图７,在学

生刘颖佼的作品«阴之阳２»中,以烧兰工艺结合锻

造、錾刻塑造太极阴阳图形的质感与色彩对比,形式

感强;图８中学生王嘉暄的作品«庄周梦蝶»运用烧

兰表现抽象几何风格蝴蝶元素的局部装饰,其饰品

套件体现了佩戴的时尚性.烧兰所能表现的艺术色

彩在高级珠宝首饰、钟表的制作中被当做一门奢侈

品级别的工艺使用,造价十分昂贵.

图７　手镯:«阴之阳２»

图８　套件:«庄周梦蝶»

四、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

饰品中的创新设计思路

　　运用当代设计理念和视野,充分解读设计概念,
立足于传统工艺,强调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和方法,
探索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工艺在当代饰品设计中的创

新设计思路及传承活化路径,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

践验证理论,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一)捕捉设计亮点,拓展创意思维

观念是一种设计的可能性.以当下时代的眼光

和对事物的敏感性,反思传统、现下、未来的饰品设

计观,捕捉问题的亮点,形成饰品设计的多元观念来

源.传统的金银材料,制作研究方法很朴素,但思维

方式充满思辨、富于机智幽默或巧思哲理,与社会关

注的焦点巧妙融合,这就是“亮点”;或者对技艺的专

心琢磨倡导,以技入道,在身体与手的劳作中,钻研

技术,形成物的思想性[８].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张凡

作品«好金主义»系列将日常生活中可以被弃用的贴

身物品以金箔贴之,表达“好金主义”的观念,贴近

行为本身中的掩饰、提拔、赋予出场所隐含的权

利,是一种礼赞和善待;她的另外一个系列作品

«衍异»采用铜鎏足银、足金的技法,装饰点缀翡

翠、珍珠、珊瑚,结合内衣、蕾丝、丝袜、螺纹等贴身

织物效果,通过随形、随意、围裹、缠绕等手法,在
细金宝物中诠释“幻象永远比真实更美好”的观念

意象(图９).

图９　«衍异»作品系列①

①　图片来自张凡作品集«好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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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材料工艺,强调美学价值

近二三十年以来,欧美的首饰设计发生了很大

变化,主要体现在:强调在设计中摒弃身份的象征,
提倡对材料多样性的探索,追求首饰与佩戴者的身

体相得益彰,注重首饰实验性语言的表达,使得设计

者个人的观念或艺术修养在设计中起主导作用.材

料的美学价值,绝非仅仅关注材料自身的价值,而
更关注首饰作品的审美、美学价值以及与实验艺

术的有机关联[９].人类对金银属性的了解和掌

握,是透过文化以及对材质的长时间摸索才逐渐

增加的,金银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们的珍贵价值,
金银带给人们财富、华丽、大俗大雅的体验形成了

其人文多元的属性象征.正是在这种自然属性与

人文属性的交叠下,金银饰品逐渐被赋予丰富的

文化内涵.
现代金匠在对金银技艺驾轻就熟的实践经验

中,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作品体现出别具

一格的人文风格.英国设计师、珠宝品牌 Grima的

创始人 AndrewGrima被誉为“现代首饰之父”,他
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教育,创作初期甚至不懂宝石

和工艺,但他认为设计不应该受到技术能力的限制,
于是他颠覆传统珠宝的精细工整与刻板,将粗糙宝

石、凹凸不平的金属表面完美结合,用华丽的现代设

计重新诠释珠宝概念.如图１０,设计师将铅笔木料

刨花通过铸造的方式,用黄金呈现出刨削木片的轻

薄质感和细腻肌理,其心思巧妙,打破了常规质感的

视觉感受.铅笔刨花和黄金孰贵孰廉已经不再重

要,正是这样的矛盾组合和反差带来了材料美学体

验上的意外之喜.图１１日本艺术家JunkoMori的

作品运用金工技艺表现纯银的细腻质感,体现了不

张扬、不炫耀的美.该作品留下了工具的痕迹,在
制作过程中,工具已经融于艺术家的心手,被转化

为视觉上的愉悦享受,也成就了作品本身的艺术

语言表达.

图１０　AndrewGrima作品«铅笔刨花胸针»①

图１１　JunkoMori作品«白银诗歌:春热短歌»局部②

(三)挖掘传统工艺,表达设计智慧

中国传统工艺的设计智慧,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

置以及漫长的农耕文明有关.手工艺品类最初的状态

都与使用有关,即使在宫廷工艺和文人工艺中,仍然保

持着实用的痕迹和质朴的传统.中国传统伦理学反对

“奇技淫巧”,以遏制对没有实用价值的技巧过度开发.
传统的设计智慧对金银首饰工艺的创新设计思

路具有重要意义,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审曲面势,
各随其宜”,意为合理运用工艺与具体的技术和材料

的关系,如琢玉时利用玉石的“巧色”雕磨出既顺应

材料又体现功能的物件,是因材施艺的案例;二是

“巧法造化”,强调造物从自然中得到启发,保持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如在民间艺术中,香包、鱼盘、门锁

等,其仿生不仅有功能性意义,还象征了中国民间文

化;三是“技以载道”,指技术中包含思想的因素,把
具体的功能操作、技术劳动与理论结合起来.虽然

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精神性始终没有超越实用性,金
银细工制作过程中结合思想性内容,正是使“工艺”
具备独特灵魂所在;四是“人文精神”,强调设计的内

容和形式统一,功能与装饰统一,避免过分追求表面

视觉效果而掉入形式主义,或只讲究功能而忽视了

美感[１０].金银首饰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它折射了

社会、时代风俗、人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之间的关

系,是寓意吉祥、材美工巧的综合表现.
(四)建立设计品牌,引导消费趋势

金银首饰传统手工艺制作繁复、耗时费工,却蕴

含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与未来市场需求、
消费趋势相适应的手工艺,是建立珠宝首饰品牌文

化的根基.我国金银首饰市场潜力巨大,但金银首

饰产品风格单一.目前深圳有４０００多家珠宝首饰

加工厂,这是孕育民族设计品牌的优良基础条件.

①　图片 来 自 互 联 网 https://grimajewellery．com/broochesＧ
pendants/goldＧtubeＧbroochＧ１９７７.

②　图片来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金工首饰工作室微信公众号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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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珠宝首饰品牌,创立之初有几个显著特征:

创始人是金匠出身、作坊模式、为宫廷贵族服务、家
族化经营等.诚然,品牌建立有其自身的生长土壤,

我国传统手工艺的品牌化经营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

发展的路径.传统技艺的工艺价值、美学价值和商

业价值如何在当代语境中转化为生动的产品,打动

与时俱进的消费者,在活态传承的过程中,使传统技

艺的精华部分得以延续升级,其核心在于研究重点

消费者人群,细分市场需求,强调设计创新,研究商

业业态,从而促进当代金银首饰产品设计升级和品

牌化发展.
(五)呼吁更多政策,重视人才培养

学者杭间等[１１]曾指出:传统工艺在当今衰退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手艺人

还在为生计奔波,部分非遗传承人虽然受到国家政

策支持获得了补贴,但由于补贴有限,他们也无法安

心地进行工艺传承.在国家支持和推崇“匠人”、“匠
心”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涌入手艺人行

列,出现了许多“职业匠人”.他们钻研手艺,虽然是

一种职业化、商业化的选择,但传统与创新的碰撞在

他们设计的产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手艺的发展

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格局,手工艺术人才的保护和培

养更加需要拓宽渠道.在民间层面,应该重视抢救

濒临失传的“金银细工”手工技艺、保护民间手工艺

人的利益,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广泛开展手工艺人职

业培训.在高等院校里,可以设置手工艺相关专业,

培养更多的设计人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此外,

高校教育应与民间手艺人、品牌商家、博物馆等多方

交流合作,加强资源整合利用,在培养综合性应用人

才的同时,开展持续性的手工艺领域课题研究也是

重要的工作.

五、结　语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发展在新石器时

期、南北朝、宋元、明代的关键转折时期的特点,分析

了传统金银首饰的内涵、造型、材质、工艺以及审美

趣味的转变.以锤揲成型为主的金银首饰制作,使
古代金银首饰款式造型轻巧,但装饰风格华丽及装

饰工艺多样.在这些华美又朴素的技艺面临失传的

当下,设计的主动介入尤为重要.因此,通过设计案

例的实践,将失蜡铸造、花丝、錾刻、烧兰等工艺与当

代设计思维结合,践行传统金银首饰工艺设计主题

与风格、造型与图案、形式美感与时尚趣味的创造性

表达,最终将设计制作成实验性实物作品,并总结出

传统金银首饰工艺的创新思路:在设计上,注重发现

设计亮点,形成多元创意观念,强调发挥材料工艺的

美学价值,突破传统的设计和材料的视觉感受,以开

放的心态迎接创新,挖掘中国传统工艺的精神内涵,

探索中国智慧的表达语言.在对策上,呼吁树立民

族品牌意识,将技艺发展与创新融入消费趋势,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重视人才梯队建设等.本文的创新

设计案例、代表实物作品对传统金银首饰设计具有

一定的示范价值,可为传统金银手工艺的活化传承

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发.由于史料散杂,对金

银传统手工艺的抢救性保护和品牌化应用,还有待

未来进一步开展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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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applicationofancientChinesegoldandsilver
jewelrycraftsinthecontemporaryornamentdesign

ZHUAiyu
(SchoolofFashionDesign& Engineering,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１８,China)

Abstract:AncientChinesegoldandsilverjewelry,asanimportantcomponentoftraditionalcraftart
works,embodiesthematerialculture,whilethejewelrymakinghandcraftembodiesnonＧmaterialculture．
Bothofthemarethecherishednationalcultureheritage．Thetraditionalhandcraftisusedasanentrypoint
intheresearchofgoldandsilverjewelrydesign．Theresearchstartsfromthekeyturningpointsof
traditionalgoldandsilverjewelryinChinesehistory,andfocusesonthedevelopmentofmoldingand
decoratingcraftsofgold and silverjewelry as wellasthe problemsininheritanceandinnovation
ofcontemporaryhandcraft．Bycombiningthecreativedesignexamplesoftraditionalgoldandsilverjewelry
handcrafts,thispaperdiscussesthenewmethodsandpolicyofgoldandsilverjewelrydesign,emphasizes
thefocusondesignconceptandtheartisticvalueofmaterialcrafts,andfullexcavationofdesignwisdomof
traditionalhandicraft,establishesbrandawarenessandattachesimportancetoconstructinganewunited
modeofmultiplesubjects．

Keywords:goldandsilverjewelrycrafts;ornamentdesign;craftsinnovation;designconcept;

materialcraft;humanresource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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