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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历史演变及当代价值 

杨昊霏  梁麟阁  赵万里  汤晨阳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铜胎掐丝珐琅,又名景泰蓝，是我国金属工艺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项。其工艺在我国有着辉煌的艺术成就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旨在普及传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概况，并探寻当今时代下铜胎掐丝

珐琅工艺的现代价值，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民族的璀璨瑰宝在世界舞台上精彩绽放。 

关键词：铜胎掐丝珐琅；历史演变；工艺传承；当代价值 

 

1  铜胎掐丝珐琅概述 

1.1 何谓“铜胎掐丝珐琅”？ 

铜胎掐丝珐琅,又名景泰蓝 1（Cloisonne），是中国的著名特

种金属工艺品类之一。约在公元十三世纪中晚期，蒙古铁骑席

卷欧亚大陆之时，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便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了中

国。在明代景泰年间（公元 1450——1457 年）这种工艺技术制

作达到了巅峰，制作出的工艺品以精美绝伦而著名，且使用的

珐琅釉多以蓝色（孔雀蓝）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其工序

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细扁铜丝做线条，在铜制的胎上捏

出各种图案花纹，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 2 填充在花纹内，经高温

烧制及打磨抛光，最后加以镀金而成的器物。这六道大工序又

简称为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每道大工序再

细分成十余道小工序，大大小小的工序超过了百道。铜胎掐丝

珐琅的制作过程不仅融合了青铜与陶瓷的生产技巧，还兼容了

传统的绘画以及雕刻技术，是中国传统工艺的全面展示。 

1.2 铜胎掐丝珐琅的重要地位 

铜胎掐丝珐琅自诞生之日起便是“御用”的代名词，由于

历代皇帝对其视若珍宝，铜胎掐丝珐琅一直以来都奉为御供。

元代掐丝珐琅器的制作仅为皇家服务，但由于制作技术不成熟

与生产规模有限，其产量并不高。在明代绝大多数时期，铜胎

掐丝珐琅颜料为皇宫贵族所独享，大明宫廷内有“御用监”，内

设专门制作珐琅器物的作坊。到了清代，清康熙十九年在武英

殿、养心殿特设造办处“珐琅作”以垄断掐丝珐琅技艺；乾隆

时期，皇帝本人对珐琅器制作技术可谓精通，并且为确保珐琅

器的质量，乾隆帝本人会亲自对珐琅制作人员会给予奖惩，器

物稍不合意即下旨重做，直至满意为止。 

清代中后期开始，铜胎掐丝珐琅开始大量出口外销。晚清

民国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正式步入民间，一些有名的堂号（如

老天利、宝华生等）在民间名声显赫。1904 年老天利生产的“宝

鼎炉”获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一等奖，进一步奠定了铜胎掐丝珐

琅工艺在世界范围内的卓越声誉。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主导下逐渐恢复并发展了铜胎掐丝

珐琅技艺，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有一定的进步，造型更加多样，

纹饰品种愈加繁多，数十年来铜胎掐丝珐琅一直作为我国对外

交往中的重要礼品之一。在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两件国礼中，一

件便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5 年 9 月在纽约赠送的以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制成的“和平尊”，它不但向世界

传递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谋求发展、合作共赢的理想信念，

同时也为世界展示了我国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的最高水平。 

2  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历史演变 

2.1 元代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公元 13 世纪中期—公元 1368

年） 

元代的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主要突出特点在于釉料质地细腻

洁净，表面异常光亮，具有水晶般的半透明感觉。尤其是钴蓝

色、葡萄紫和墨绿色等几种颜色的珐琅釉，更为鲜艳醒目、晶

莹剔透。 

元代的铜胎掐丝珐琅制品风格粗犷、线条简洁，其主体纹

饰为缠枝莲纹，一般以单线勾勒枝蔓花的轮廓，枝叶间数朵饱

满的莲花相互争奇斗艳。口沿、肩颈、足等处常常使用葡萄纹、

蕉叶纹、梅花、菊花、石榴花、云肩等装饰及辅助纹样。美中

不足的是，受当时工艺水平所限，元代的铜胎掐丝珐琅器砂眼

较多，颜色也较为单一。 

从目前传世的几件元代铜胎掐丝珐琅器中不难看出，我国

工匠在学习、掌握制作铜胎掐丝珐琅技术后,为符合当局统治者

的审美情趣,练就出了具有一定民族风格的器物,但仍保留着一

些阿拉伯世界的艺术韵味。流传至今的元代铜胎掐丝珐琅器十

分稀少（大部分还被后人所改制），主要器型有炉、瓶、罐等，

多为中小型器皿。 

2.2 明代中早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洪武——隆庆） 

铜胎掐丝珐琅见于实物，以明宣德——景泰时期（公元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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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 年）最为盛名。在这一期间，铜胎掐丝珐琅的工艺风

格特点已经形成，技艺精湛；造型方面也从最早的小型器皿（瓶、

盘、罐、碗、炉、盒、香熏等）发展到了大型的鼎之类的欣赏

品（如二到三尺高的尊、壶、鼎、罍、觚等）。景泰时期的铜胎

掐丝珐琅的制作技术取得了更显著的提升，这一时期时期的精

品釉色展现出无暇的光亮和纯净，宛如宝石般闪耀着夺目的光

辉，这种精良的工艺超越了明朝任何时期的技术水平。 

通过观察明中早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主要有如下几个特

点： 

第一是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技术特征变化可谓“有得有失”。

一方面，明中期在珐琅釉料的调配上相对于明早期取得了飞跃

性的进步。景泰年间的掐丝珐琅釉色出现了亮紫、翠蓝和玫瑰

红等新色，这为日后的掐丝珐琅釉料奠定了基础。明中期的工

匠同样借鉴了陶瓷釉料的调配方法，在珐琅釉料的配制中加入

了适量的氧化铝以提升釉料的稳定性。而在装饰手法上，明中

期相对明代早期更加重视金工的处理，铜鎏金技术 3 大受重视。

但在另一方面，明中期的珐琅釉料的质量相对明代早期有所下

降，本土烧制的釉料技不成熟与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制成珐琅釉

料的锐减，使得明中期釉料较明代早期相对灰暗且缺失光泽度。 

第二是图案装饰、题材内容更为丰富广泛。缠枝莲花纹是

明早期的主流装饰图案，而到了明中期，装饰图案的种类变得

更加繁多和丰富：不仅拥有常见的“大明莲”，同时还有描绘了

现实生活情景的亭台、山川、人物、花鸟等主题，以及寓含各

种含义的二龙戏珠、双狮戏球、夔龙、凤凰、海马等主题也纷

纷出现。 

第三是珐琅器的胎骨从明早期的厚重到明中期的略薄。掐

丝珐琅工艺虽然说在明代初期已逐渐被朝廷所重视，但是工艺

技法并不成熟，胎体较为厚重是其一大特点。到了明中期，随

着制胎工艺的进步，胎体逐步变薄。 

15 世纪末期开始的城市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也促进了工艺

美术的发展与创新，以嘉靖朝（公元 1522——1566 年）为例，

通过观察故宫收藏的带有“大明嘉靖年制”款的云龙纹盘，我

们不难发现，嘉靖时期工艺美术也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嘉靖

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器最大特点便是釉色对比强烈以及图案风

格简洁大气、粗犷豪放（可借鉴嘉靖官窑瓷器）。 

2.3 明代晚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万历——崇祯） 

现存的明代铜胎掐丝珐琅器物大多为明晚期的制品，其主

要的工艺特征是造型端庄古雅、纹饰繁缛丰富、釉料颜色丰富、

填彩变化多端。明晚期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在

铜胎掐丝珐琅的生产中，万历时期（公元 1573——1620 年）常

被人们称之为明代宫廷制作掐丝珐琅的最后一个高峰期。 

万历时期的作品风格刻意求变，主要表现在器物造型（如

铜胎掐丝珐琅八宝纹熏炉）、珐琅釉料颜色品种的增加以及图案

题材的扩大等方面。釉料多彩与砂眼 4 减少，则体现了铜胎掐丝

珐琅工艺水平的提高。色彩的运用上第一次出现了同一件作品

同时使用两种或以上的珐琅釉地色。图案装饰题材更为广泛，

龙凤纹、灵芝仙鹤纹、荷鹭鱼藻纹、松竹梅纹、山水人物纹层

出不穷,象征吉祥的宗教内容纹样八宝纹也成为万历时期图案

装饰的时尚。文字与图案相结合的装饰纹样崭露头角，如“福

寿吉祥”、“万寿如意”等。 

与明代中早期相比较，明晚期珐琅器的花纹装饰更盛行双

线勾勒技法，布局趋于繁缛，这在明中早期极少见的。值得一

说的是，明中早期铜胎掐丝珐琅器物掐丝常有断裂现象，而到

了明晚期，随着铜质纯度与提高烧制和打磨技术的提升，这一

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珐琅釉料的多彩性也是一大特点，

除了承传中早期的传统颜色，又增加了诸多新色。这个时期常

见的釉色有：浅蓝、宝石蓝、鸡血石红、珊瑚红、粉晶、娇黄、

茶褐色、墨绿、草绿、松石绿、紫色、白色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晚期，民间也开始大量生产铜胎掐丝珐

琅并充斥到宫内。但绝大部分作品较为粗陋、艺术水平低劣（有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晚清民国之前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始终是

宫廷独享，这是错误的观点）。 

2.4 清代早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顺治——雍正） 

清代初期，清宫成立了造办处，下设珐琅作用以专门研发

珐琅器，掐丝珐琅器自行烧炼釉料。康熙时期（公元 1662——

1722 年）的铜胎掐丝珐琅器足够代表清早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

的发展概况，是明清铜胎掐丝珐琅生产承前启后的时期。 

康熙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康熙初期铜胎掐丝珐琅大致沿袭了明晚期规范，如

大盘、方尊、多穆壶等，但掐丝细密和釉色有所欠缺；第二是

康熙中后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得到一定发展，珐琅填充料也

较初期饱满，釉面光滑平整，砂眼较少，图案多采取明晚期式

双线勾勒的技法，掐丝纤细而流畅。至于珐琅器的类型，主要

以炉、瓶、盒、笔架、香熏等体型较小的器物，但也有如“铜

胎掐丝珐琅仿古龙凤纹四方大壶”、“铜胎掐丝珐琅镂雕龙纹象

足大熏炉”一样的大型重器。 

雍正时期，由于雍正皇帝对画珐琅的热爱远高于掐丝珐琅，

故此时期铜胎掐丝珐琅制品和传世品都较少。 

2.5 清代中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乾隆——嘉庆） 

如今传世的铜胎掐丝珐琅器，以清代中期产造者为大宗。

乾隆皇帝在位 60 年（公元 1736——1796 年），退位后仍住在养

心殿掌管朝政，宫内仍使用乾隆年号，直至乾隆六十四年（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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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乾隆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全面兴盛，不仅做工精湛，

而且数量繁多、品类丰富，并逐步形成了以造办处为核心，苏

州、广州等几个工艺中心共同发展的繁荣盛世。乾隆时期的铜

胎掐丝珐琅艺术魅力令人为之赞叹，其制作工艺复杂、技术要

求严格且不计成本。乾隆时期造办处所制色彩斑斓、镀金效果

卓越的铜胎掐丝珐琅器，甚至能媲美明中早期的“景泰”款器。

就如收藏家马未都曾言：“乾隆时期的景泰蓝艺术，是在景泰蓝

工艺中最为精美的。” 

乾隆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器除了照常仿制前朝的各种器型

外，还在仿古、宗教（佛龛、佛像、佛塔、八吉祥等）和日常

生活方面（暖手炉、脸盆、镜子、挂屏、灯座、帽架、鱼缸等）

下了功夫。乾隆皇帝非常重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造型和纹饰图

案，所以在器形制作与纹样装饰上，均严格把关、精益求精。

由于乾隆皇帝嗜古，常要求造办处的工匠仿制商周时期青铜器

的造型来制作铜胎掐丝珐琅器。但这些仿古的铜胎掐丝珐琅器

造型是与之前有着较大区别的，制型特点也较为新颖，成为这

一阶段铜胎掐丝珐琅制品器型的典型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乾

隆皇帝格外喜爱选择动物造形的古青铜器（如动物纹豆、凫尊、

牺尊、双羊尊等）和色彩夸张的动物纹饰（如蝙蝠纹、龙凤纹、

饕餮纹、兽面纹等）进行仿制。 

乾隆时期的铜胎掐丝珐胎骨厚重、铜质精纯，珐琅釉料均

无透明感，砂眼减少、釉面细腻光滑，并出现了以金为着色剂

的“粉红”色釉，珐琅釉颜色达到了二十余种，色彩之丰富超

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图案装饰也更为广阔：传统花纹样式之外

更增添了各种西洋式花朵，花鸟虫草图案更加生动多姿、龙凤

图案越显刚柔相济，古代书画名迹也巧妙地运用到掐丝珐琅的

纹饰中，出现了利用文人字画进行掐制的作品。这一时期的铜

胎掐丝珐琅工艺还尝试与画珐琅工艺相结合，镶嵌百宝、彩晶，

具有典型的金碧辉煌的皇家艺术风格。 

铜胎掐丝珐琅的制作工艺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作者认

为有以下原因： 

一是皇家宫廷大量需求，皇帝所到之处都需要大量的陈设

品，唯有铜胎掐丝珐琅既牢固耐用又五彩缤纷，符合乾隆皇帝

的心理预期；二是乾隆本人对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的痴迷；三是

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技术的进步（如手摇压丝机的应用、釉料研

磨技艺的提升）与珐琅釉料本土化的不断发展；四是国家经济

财政实力的雄厚支持，掐丝珐琅的制作不仅费工费料、成本昂

贵，还是分工协作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力

量支撑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到了嘉庆时期（公元 1796——1820 年），铜胎掐丝工艺更

加纯熟，色彩配比更加精细丰富。但这一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

工艺已经有了衰落的迹象，嘉庆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多见碗、

盘、赏瓶之类造型简单的器皿，掐丝较粗壮且纹饰较接近乾隆

晚期，多以几何纹为主。 

2.6 晚清民国时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道光——公元 1949

年） 

道光中期，随着经济的衰退和列强的入侵，御用器的生产

再度落入低谷，铜胎掐丝珐琅的产量与工艺每况愈下，趋于衰

颓。道光、同治年间制作的铜胎掐丝珐琅主要特点是铜胎薄（节

省成本）、器型依然涉猎广泛，以黄、红、粉红色釉为地者居多，

一般压红、绿、黄、蓝色釉缠枝花卉和折枝花等。 

到了光绪、宣统及民国初期，铜胎掐丝珐琅的制作和生产

逐渐衰落的景象在这一时期有所起色，铜胎掐丝珐琅器作为商

品大量出口，刺激了工艺进步。这一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多以

烧蓝工艺为主，线条粗细均匀平整（机械拉丝技术的大量普及），

表面光亮润滑，盛行以蓝、白、黄、黑、红等几种颜色的珐琅

作装饰。图案装饰依然是以各种花卉和传统吉祥图案为主要题

材，但为了迎合出口欧美市场的需求，也创新了像带有单丝蔓

等赋有基督教含义的纹饰。另外，用于调和珐琅填充原料的稳

定剂在这一时期从日本传入中国，使得成窑率大幅度提升的同

时成本也有所下降。 

2.7 建国后时期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公元 1949 年——至今）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同样，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在

中国濒于绝迹。1951 年，林徽因参与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的改良

工作，1956 年 1 月北京市珐琅厂成立，铜胎掐丝珐琅成为国家

长期的出口工艺品品种。出口创汇时期的铜胎掐丝珐琅器除了

一些仿古器型，还发展了一些实用品，如台灯、果盘、文具等。

陶瓷的结晶釉原理被尝试应用，以扩大点蓝面积。釉面上基本

上再无砂眼现象，器物整体偏轻、薄，掐丝与纹饰图案简单而

规整。 

改革开放后，一些工艺美术公司为国外定制生产的铜胎掐

丝珐琅镶嵌玉、宝石的特殊工艺制品红极一时。而到了新世纪，

环保、节能的天然气烧焊接与电动磨光机等高科技设备的运用，

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愈发精湛。 

3  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现状与当代价值 

3.1 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现状 

一方面，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工

艺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在当代社会中，景泰蓝工艺作为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艺术品，吸

引了许多艺术家和收藏家的关注和追捧。还有令人欣慰的是伴

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兴材料和工艺不断被引入到铜胎掐丝珐琅

的制作过程中，提高了作品品质和稳定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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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污染排放。 

另一方面，如同许多传统技艺一样，今天的铜胎掐丝珐琅

工艺制作技艺也面临着从业人员少、传承困难等压力。传统铜

胎掐丝珐琅工艺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且制作工序非

常繁复，总需百余道工序。据报道，只有具有 10 年以上经验的

熟练技师才能完成这些工序。目前在世的从事铜胎掐丝珐琅领

域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仅剩五位 5，而全国从事铜胎掐丝珐琅制

作的工人大都是数十年前开始学徒的老艺人，愿意静下心来认

真学习这项繁复工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政府对环境的

保护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铜胎掐丝珐琅工艺的发展。 

3.2 当代价值 

尽管铜胎掐丝珐琅工艺面临着一些挑战，但其在当代的价

值仍然不可忽视。通过保护和传承这门手艺，我们可以更好地

了解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可以为当代社会创造更多

的艺术和经济价值。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在 2006 年

被国家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向外展现着我国博大

精深的文化底蕴，已然成为我国闪耀世界的外交名片，屡次被

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政要。 

铜胎掐丝珐琅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独具匠心的艺术价值。铜胎掐丝珐琅的制作工艺复杂，

需经多道工序和精细的手工操作。每一件铜胎掐丝珐琅作品都

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二是不可估

量的收藏价值。由于铜胎掐丝珐琅的制作工艺复杂和历史悠久

的特性，许多古代和近代的铜胎掐丝珐琅作品已经成为珍贵的

文物和收藏品。同时，当代的铜胎掐丝珐琅作品也因为其精美

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备受收藏家们的青睐。三是与生俱

来的文化价值。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和独特魅力，蕴含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信息和历史背景，对于了

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历经多次改良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还成为一种潮流

文化的标志，受到众多青年消费者的追捧。当代年轻人的涌入

为这门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增添了不竭的活力与创造

力。 

4  总结 

铜胎掐丝珐琅以典雅雄浑的造型、繁富的纹样、端庄大气

的色彩著称,给人以圆润坚实、美妙隽永、金光灿烂、繁花似锦

的艺术感受,其工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传统工艺。纵观铜胎掐丝

珐琅工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可不难看出，它的变化与

每一时期的社会大背景、社会需求和对外交流状况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这些因素也影响了不同时期人们不同的审美要求和

当时的工艺发展趋势。 

铜胎掐丝珐琅工艺作为我国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传统工艺，要想传承与发展，首先要紧跟当代市场需求进行创

新，其原则便是既满足时尚追求，又凸显文化内涵。铜胎掐丝

珐琅要随着时代审美而进行纹样装饰、器型的创新研发设计，

材料和工艺同样可以进行改革。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

内涵和基本元素，坚持艺术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统一，打造满足

多样化消费需求的“文创产品”是关键。同时，我们也应加以

宣传和引领铜胎掐丝珐琅的技艺，让其逐步进入到人们日常的

生活中，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热爱上这门传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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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的称谓最先出现于清宫造办处档案，清雍正六

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以石英、长石、硼砂等矿物质经高温烧制而成,质地很细,

像沙子,但不粘手。 

明代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以汞和金，涂

银器上成白色，入火则汞去而金存，数次即黄。 

砂眼：由于矿物色釉提纯技术较低所导致釉料中硼酸盐含

量过高，在烧制过程中形成气泡而产生的一些小孔。乾隆后期

随着矿物色釉提纯工技术的不断改进，砂眼现象逐渐减少。 

戴嘉林、米振雄、霍铁辉、钟连盛、刘永森（截止至 2023

年 10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