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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青岛螺钿以珍贵的海生螺、贝壳作为原材料，并通

过多种类型的雕琢工艺与加工方法相融合，而制作成的

工艺产品 [1]。在螺钿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中，工匠把贝壳

制成花、鸟、风景或人物的造型，然后把打磨好的贝壳

嵌入到工艺品的凹槽中；然后刷上光漆，并在充分的打

磨抛光后，使其露出细片，进而完成螺钿工艺品的加工

制作过程。从螺钿工艺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其历史发

展与传承是一脉相承，并不断创新的一个过程 [2]。青岛

螺钿工艺的制作与传承，代表着我国传统的螺钿工艺文

化发展历史与历程。因此，对青岛螺钿工艺的分析与深

入研究，从理论与应用双重角度来说，都具有极高的研

究意义与实践价值。

1　螺钿工艺简要概述

1.1 螺钿工艺的历史渊源

当前，全球主要的螺钿工艺产品生产地，主要集中

在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等亚洲地区 [3]。其中，细数下来，

我国的螺钿工艺产生年代最为久远。早在我国的商朝时

代，就已经有复杂工艺制作的螺钿工艺产品出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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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螺钿工艺产品比较贵重，所以这类产品主要都集中

在统治阶级和贵族的手中。在清朝时期，螺钿工艺在我

国获得了工艺发展的顶峰。但是，后期受到一系列的战

争影响，自清代结束后，我国螺钿工艺产品相关的学术

研究非常有限，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面临危机。与此

同时，随着工业机械化的大发展，市场经济让机械设备

代替手工，成为了新型螺钿工艺的加工与制作手段 [4]。

机械化的工艺设计，降低了螺钿产品的人工成本价格，却

也极大程度的使得螺钿工艺产品的艺术形象受到一定的影

响。螺钿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艺，其传承与发

展是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支撑与基石 [5]，对该文化艺术的

传承与创新，是促进我国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举措。

1.2 螺钿工艺的特点以及技法

螺钿二字从概念上来说，需要分别进行解读。把这

两个字分开来说明，其中，“螺”作为一种工艺材料，主

要包括螺、贝的外壳。工匠在工艺制作过程中，把色彩

光泽好的部分外壳，通过修饰刻画的方式，设计成为动

物、花草树木、山石以及人物的样子，当修饰完成后，

就被称之为螺钿片饰品。因此，可以看出“钿”的含义

就是“装饰”。从工艺特点来说，螺钿在取材时选择的都

是螺和贝壳中色彩与光泽最佳的位置，所以镶嵌在器皿

上，工艺是非常考究与精湛的。

在制作螺钿工艺产品之前，需要精挑细选贝壳，在

螺和贝壳的外观选择上，以色彩丰富、质地紧密为主要

原则。并且针对不同类型的螺和贝壳进行“开片”。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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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需要在螺钿的片上刻画不同类型的轮廓以及纹样，

并把螺钿片以某种形状粘贴在一起，并为这些螺钿片上

漆。因此在组合螺钿的过程中，需要工匠具有较优秀的

绘画功底。螺钿作为青岛的一项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历史文化，其制作传统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在漆干之后，

还需要打磨、抛光。这两项技术，从工艺效果来说，具有

极高的含金量，需要工匠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多用一

分力则过细，少用一分力则过厚，正所谓细工出精品。

2　螺钿工艺的美学特性

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图案的美学抽象定义也

随之得到一定的体现。我国早期螺钿工艺以兽面纹饰为

主，工匠用残酷凶狠的野兽装饰图案，来表达当时人们

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在商、周的工艺产品中，能

够有所发现。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到了唐代，螺

钿工艺装饰更加注重以华丽灿烂为主，在螺钿工艺装饰

中，能够展示出唐代的社会风气呈现奢侈享受的状态，

且也能够突显出我国唐代的国力之强盛。在唐朝，很多

螺钿工艺纹样是以花鸟虫鱼为主的，充分表现出唐代人

们的轻松、快乐审美思想。从唐代螺钿工艺的制作中，

能够看出唐代经济发达，且螺钿工艺产品极为精美。到

了宋、元时期，螺钿工艺的装饰题材开始有了人物庭院，

也更加强调气韵以及自然景色的概括。

明、清朝代的螺钿工艺更加精细，并开始使用不同

的装饰手法，重视技巧以及装饰材料进行加工工艺的设

计。在一件工艺品上采用不同的纹饰，以不同的风格来

演化出千变万化的装饰效果。随着经济的繁荣，螺钿镶

嵌工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改进与工艺

的精细。到了清代后期，螺钿工艺逐渐成为家具装饰的

重要技术之一。多种技法的交替使用，使得螺钿工艺在

家具设计中获得了很高的应用，也获得了很多达官贵族

的喜爱。到了近代，人们对螺钿工艺的需求转向纯艺术

欣赏方面，螺钿工艺的历史传承需求变得越来越急迫。

3　螺钿工艺在青岛文创产品的设计应用

近年来，青岛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发展迅速，青

岛螺钿工艺逐渐走向世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

扬光大。青岛螺钿也成为了青岛文化的一项非常有特点

的代名词。在文创产品中引入螺钿工艺，对于青岛的文

创产品销售来说，具有极高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对

螺钿工艺的传承来说，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发展意义。

3.1 简单螺钿文创产品设计——茶叶盒设计

茶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产品，其历史悠久，

且具有强大的艺术特性——茶文化。把具有传统文化风

格的螺钿工艺与茶文化相结合，制作螺钿茶叶盒，既能

够为螺钿工艺带来更加良好的传承效果，也能够提高茶

叶的档次与茶文化的韵调。利用木制品作为工艺产品的

外盒，能够让整个设计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也更能提高

螺钿工艺的价值。

在设计中，考虑到螺钿片式一种通过天然方式获取

的材料，所以它的色彩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很多螺钿片

的色彩过渡非常自然。但是，在设计时这种灵活的色彩，

给精细加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因素。一旦设计的不好，

则有可能给设计的作品带来一定的混乱感，使得文创产

品失去艺术感。青岛作为螺钿工艺的重要传承地，需要

在螺钿工艺加工和涂漆过程中，针对设计物品的特征，

展开螺钿片色彩的筛选与整体设计。白螺钿片在螺钿工

艺中使用较多，且由螺钿很多时候带有非常丰富多彩的

色彩变幻，所以选择白色的螺钿片来加工设计是非常适

合的。鲍鱼贝壳的整体色彩中，以蓝色和白色为主，且

色彩斑斓，效果特别好。所以，把鲍鱼贝壳平磨后，放

在木胎上面，作为装饰非常具有传统艺术美感。

在制作螺钿片时，考虑到木胎上面需要制作出槽，

所以木胎槽的厚度设置为 0.25mm 左右，且精细打磨。打

磨完成后，还需要为木胎刷漆。刷漆完成后，需要注意

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必须在确保室内湿度足够的同时，

对漆干的木胎磨光。如果室内的湿度过干，则需要安设

空气加湿器。螺钿工艺非常精细，对温度、湿度都有非

高的要求。当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装饰螺钿。螺钿的

装饰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工艺，且对工匠的艺术水平要求

也非常高。其中，切割螺钿的刀具与设备都需要专业化

且精细化。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的

螺钿工艺依靠的是精湛且极为精细的工艺。结合青岛地

区的地域文化特点，把鹤作为该文创产品的主题设计，

如图 1 所示。

图1　螺钿文创产品茶叶盒的设计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该文创产品是一件带有传统工

艺特色的茶叶盒，主要采用的工艺为青岛贝雕。在贝雕

的作品设计中，每一道纹纹路或是每一抹白、蓝，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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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与众不同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完全是由天然工艺生

成的。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灿烂辉光的体现与展示，是青

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见证与发展。

3.2 复杂螺钿文创产品设计——龙凤呈祥宝盒

青岛螺钿文创产品汇集外在魅力与内蕴于一体，并

融合了多元化的美学元素。在螺钿文创工艺品的设计过

程中，把传统文化中的龙凤与文创产品相结合，利用不

同的色彩、轮廓，组合成独有的东方什么艺术色彩。在

我国的传统艺术设计理念中，龙凤图案具有非常吉祥的

寓意，自古以来，它都代表着吉祥与和顺，更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青岛螺钿采用龙凤纹来进行设计，

并充分利用图腾的方式，引发人们潜在的对“龙凤文

化”的崇拜感，来提高整个设计作品的艺术价值。青岛

螺钿从其传承上来看，它汇聚并传递了东夷文化的历史

文化精华，让凌空飞翔的吉祥之龙凤凸显出仁、义、礼、

智、信的中国礼仪之源，也为中国传统的祥瑞文化带来

更具有青岛地方特色的艺术表现。大型立体摆件龙凤宝

盒在宝盒的盒身上采用浮雕、镶嵌等工艺，并把螺、贝

壳作为装饰，让打磨得金光灿灿的螺壳通过拼贴的方式，

夹杂这金黄的贝壳钿片，使得飞龙的身体金光闪闪，呈

现出飞龙在天之势。而一旁的凤凰则用较小的螺壳和金

黄的贝壳钿片一点一点的拼接镶嵌而成，看起来既华贵

又端庄，如图 2 所示。

图2　老红木镶嵌螺钿文创产品龙凤呈祥宝盒设计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件老红木镶嵌的文创产

品，该产品可以用作首饰盒，或是其它贵重物品的装载

物件。设计的作品中能够看出龙凤呈现突出状，且龙的

头部色彩斑斓，活灵活现。

4　螺钿工艺在青岛文创产品的创新设计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获得国家重点关注的今天，

青岛文创产品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有自己的

特色。螺钿工艺与贵重的珠宝首饰材料，如：金、银、

钻石等，有一定的不同之处。这些贵重的资源，都是不

可再生资源，一经开采使用，就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且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而螺钿工艺的原材料，以

螺、贝壳为主，这些材料是由螺贝的自身肌理发展而形

成的，它不但具有温润、华丽的色调，在美学赏析方面，

其色彩斑斓不亚于金银之美。与此同时，螺钿工艺花样

种类繁多，设计方法与手段也更为灵活，在我国全面开

展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的今天，把螺钿作为首饰，

充分利用青岛地产的大量螺、贝壳通过传统工艺的再加

工，设计出不同种类的首饰，不但能够满足人们对美丽

的追求，还能够节省金属的开采与滥用。因此，把螺钿

工艺与青岛文创设计相结合，创新性的制作出不同类型

的饰品，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

5　结论

螺钿工艺作为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传承与

发展是对于青岛匠人而言意义重大。螺钿的工艺技法与

美学特性，从商周到当代历经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在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更好的传承效果。青岛文

创产品在设计中引入螺钿工艺，在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

技艺基础上，创新性地改进传统工艺，把生态可持续发

展融入设计理念中，利用黑檀木和螺钿代替贵重金属设

计首饰，能够在满足人们审美标准的基础上，提高螺钿

工艺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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