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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铜铸胎掐丝珐琅”，它的另一个名字“景泰蓝”可能更为大

众所熟知。2017 年 1 月，莆田景泰蓝工艺被列入福建省第五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林辉则是这项技艺的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

北艺南传形成莆田特色

景泰蓝工艺在莆田发展的渊

源可以追溯到明朝，迄今已有 300

余年历史。据《林氏家乘》记载，清

顺治四年冬，莆田籍官员林嵋在

兴化城沦陷之前，事先把皇室御

用工匠安排在涵江江口林氏百廿

间大厝内。后来兵败明亡，这些工

匠便留在当地重新开始制作景泰

蓝。从此，北方的珐琅工艺便传入

莆田林氏家族。

所谓铜铸胎掐丝珐琅，就是

将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图案花

纹粘焊在铜胎上，再把珐琅釉料

填充在花纹内，经过反复烧制、打

磨而成的器物。

不过，与以北京为代表的传

统景泰蓝工艺不同的是，林氏铜

铸胎手工掐丝珐琅工艺不仅保留

了明代宫廷珐琅技艺的精髓，还

结合了莆田当地特色人物造型与

精湛的铸铜工艺，能够应用自如

地打造各种大型器具和人物造

像，作品呈现出浑厚凝重、精致

细腻的韵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艺术风格，也被业界誉为“南方

景泰蓝”技艺。

“莆田景泰蓝最大的一个特

点是铸胎，胎体较厚，烧完后不变

形，也因此善于制作人物造像。”

林辉说，北方的景泰蓝因采用镀

金工艺，所以色彩鲜艳夺目，而南

方采用鎏金护色，颜色相对古朴

沉稳。

对于景泰蓝工艺的制作流

程，林辉早已熟稔于心。从设计构

图，塑造模型，再到掐丝、点蓝、烧

蓝、鎏金……每创作一件景泰蓝

作品，就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每道

工序都蕴藏着无数细节，考验手

艺人的指尖功夫、色彩搭配水平

和艺术创作能力。

由于掐丝是在铜胎上操作

的，空间有限，且着重线条的婉

转、层次的丰富，这就需要极大

的专注力与耐心。“最开始做学

徒的时候，单单掐丝这道工序，

我每天得练上十几个小时，整套

手艺学了五六年才出师。”林辉

说。

在所有制作流程中，点蓝堪

称最“出彩”的工序。据林辉介

绍，点蓝就是用蓝枪和滴管将珐

琅釉料填充入繁复的花纹内，给

胎体上色。每一步颜色的深浅明

暗过渡都受控于点蓝师对色彩

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在方寸之间

描绘出颜色的渐变，这也是景泰

蓝的魅力所在。

怀揣初心重拾昔日荣光

林辉的父亲、祖父都是涵江

一带有名的景泰蓝匠人，在耳

濡目染之下，林辉从小就痴迷

于祖传的景泰蓝工艺。从 1973

年开始，随父亲、兄长学习制作

景泰蓝技艺及机械加工手艺，

林辉与景泰蓝已结缘 50 余年。

上世纪 70 年代，由于工序

多、制作成本高、社会经济不景

气，国内景泰蓝市场逐步萎缩，

这门曾经十分兴盛的宫廷技艺

陷入困境。在一片惨淡的行情

中，迫于生计压力，承袭了父亲

和祖父手艺的林辉不得已改行

靠制作补鞋机和农家用铁器贩

卖为生。然而，他的心里始终凝

结着对景泰蓝难以割舍的情

怀，弘扬祖上工艺的想法也愈

来愈强烈。

1981 年，22 岁的林辉创办

了“江口机修厂”，借机培训机

械行业的人才和积累资金。2012

年，林辉与家人正式创办了“莆

田万物宝艺术品有限公司”，专

门制作景泰蓝工艺品。

家传老手艺的复兴之路并

非一帆风顺。“一开始有的工人

把景泰蓝烧坏了，我跟工人说

不要紧，烧坏了我们就找找问

题出在哪，把作品‘救’回来。”

林辉坦言，铸胎的烧制技术难

度非常大，因为胎体厚薄不均

匀，如果工匠不熟悉这门烧制

技术，没有掌握好火候，就容易

出现掉丝或铜丝烧化的情况。

“有的工人焊药粉弄太多了，

或者边边角角没烧好，我就到现

场帮他们找出原因，指导工人重

新烧制。”在不断摸索、总结失败

经验的过程中，林辉与他的团队

终于成功地烧制出大型景泰蓝

作品，并打开了市场，逐渐找回景

泰蓝的昔日荣光。

为了更好地发扬南方景泰

蓝工艺和莆田妈祖文化，林辉

决心继往开来，干出更大的名

堂，他要打造一尊世界上最高

大的景泰蓝妈祖圣像。

萌生这一大胆念头的同时

并非没有担忧。“当时我和我儿

子都冒了很大风险，因为没有

前人做过，万一没成功，几百万

的投资就没了。”不过，得益于

早年做大型机械加工技艺的经

验，林辉对自己这一决定也更

有信心，他对儿子说，别人不敢

投资他来，只要产品做得好，肯

定有人买单。

为了赶在湄洲妈祖祖庙莆

田会馆揭幕之前完成圣像，2015

年底，林辉组建研发团队，着手创

作大型景泰蓝妈祖像。“妈祖的诞

辰在农历三月廿三，所以我们打

造的这尊圣像高为 3.23 米，是以

湄州妈祖祖庙里的纯金妈祖像原

模为型，用了近 1000斤的紫铜打

造胎体。”林辉介绍，圣像用了近

20万片铜丝镶嵌出四龙十凤、40

多朵牡丹、5朵莲花、18 只蝴蝶、

20 片祥云、上万个云朵纹，再化

近 3000 克纯金用鎏金工艺制作

而成，采用整尊工艺烧制，没有一

处拼接，实现了工艺技术难度的

又一次突破。

2017 年 6月 28 日，这尊耗

时近两年的景泰蓝妈祖像经扛

旗世界纪录认证师现场测量认

定，确定为“世界上最高的珐琅

面无拼接景泰蓝妈祖像”，并当

场颁发证书，同时也让“莆田铜

铸胎掐丝珐琅工艺”进一步走

向世界。

求变创新艺术走进生活

“要使景泰蓝贴合市场需求，

就要让作品进入百姓生活，实现

景泰蓝艺术生活化。”见证了景泰

蓝行业的兴衰沉浮，林辉更明白，

为了让莆田景泰蓝工艺不在传

统中湮灭，只有创新才能让这项

非遗技艺走得更远。

目前，林辉已将景泰蓝工艺

运用到文房四宝、茶盘、茶叶

盒、皮带扣等日用品中，在兼顾

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同时，让景

泰蓝技艺“走民间，接地气”，以

更亲民的方式亮相。此外，他还

将景泰蓝工艺与陶瓷工艺、木

雕工艺、家具、建筑装饰等结

合，不断追求景泰蓝在新形式

上的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林辉还创作

了妈祖平安锁景泰蓝皮带扣、

妈祖梳妆镜等，将妈祖文化元

素融入到景泰蓝工艺中，让二

者在碰撞融合中彰显浓厚的文

化底蕴。

“制作景泰蓝是一项手艺活，

不过我现在也会利用 3D打印建

模，激光切割等现代设备。”在创

新与创作的同时，林辉也尝试将

高科技融入到传统工艺之中，让

老手艺持续焕发新生。

对于景泰蓝的未来，林辉有

信心也有动力。“在过去，景泰蓝

工艺品作为稀有的高端产品，只

有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才

会购买用于收藏，民间却可望不

可即。”他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景泰蓝工艺品逐渐走向寻

常百姓家，整个行业未来发展的

前景是可观的。

现在，林辉团队已经与省内

高校建立合作培训机制，成立

“福建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实训

基地”，他们也从校园中寻找人

才资源，积极传播莆田景泰蓝

文化。 （陈玲玲 来源：东南网）

为什么古人饮茶叫“吃”茶

点蓝

林辉创作景泰蓝作品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

年），日本僧人圆尔辨圆入宋求

佛，师从浙江余杭径山万寿禅寺

的无准师范祖师。学习六年后，圆

尔辨圆得法回国，开创了日本临

济宗东福寺派法系。同时，圆尔辨

圆还带回了径山种茶以及饮茶方

法。茶种被栽在他的故乡静冈县，

按照径山茶的制作方式，圆尔辨

圆生产出高端的日本碾茶，也就

是抹茶。之后抹茶的栽培技术从

静冈县开始普及至全日本，这样

抹茶和配套的吃茶方式在日本扎

了根。

许多人一看到粉末状的茶，

总是先想到日本抹茶，这甚至成

为西方人区别中日茶文化的标

志。但日本的这种饮茶方式来自

宋代的点茶法，这种被称为中国

茶文化的巅峰技艺为何没落，这

也与中国茶文化的历史选择有

关。

当代人习惯的泡茶法，每次

泡完都会有剩余的茶叶，通常这

些茶叶会被丢掉。但茶叶的干物

质里，蛋白质占了将近 30%，还有

单糖、脂溶性色素等都不溶于水，

也无法被浸泡出来，这些营养物

会随着倒掉的茶叶被浪费掉。而

点茶法，需要先把茶叶磨成粉，然

后冲点热水，再搅拌击打，使茶形

成浓厚的沫饽，随着茶汤一起吃

下去。这种品茶方式，会让人有种

饱腹感，说是“吃”一点没有歧义。

点茶法出现在唐朝后期，在

北宋徽宗时期达到了巅峰。在唐

之前，人们饮茶常常加很多自己

觉得好的东西，甚至还会加很多

药材，把饮茶当作进补。这种“加

料茶”，被中唐时期的茶圣陆羽所

鄙视。他推崇茶的本质，推崇那种

原生的味道，陆羽以《茶经》教会

人们挖掘茶叶中的香气。而陆羽

倡导的饮茶方式，被称为“煎茶

法”。到了宋代，人们则认为点茶

法要比煎茶更为高级，虽然两者

都需要将茶加工成粉末，但宋朝

制茶工艺的进步使得点茶法可以

使茶叶发挥到极致。

唐代煎茶，全部技巧集中在

对火候的控制上，而点茶不仅讲

究磨茶、择水、候汤，

还要有高超的击拂手

法。正因为点茶既专

业又复杂，宫廷还流

行起了斗茶之风。点

茶的能手还被尊称为

“茶匠”。士大夫的重

视使得点茶文化成为

一种流行文化，在宋

朝社会各个阶层广泛

传播，茶馆、茶坊、茶

肆、茶楼、茶摊遍地都是。《水浒

传》中，王婆开的茶肆就在小县城

阳谷县中，可见当时吃茶之风的

盛行。两宋之际，吃茶的习惯东渡

传至日本，自此点茶也成了日本

的主流饮茶方式，流传至今。

点茶法的消亡大约在明朝中

期，除了政治上的不提倡，明代高

温炒青的流行则改变了传统制茶

工艺，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于

茶味、茶香的感知，让饮茶变得容

易，使得茶叶更利于推广。

点茶并非过去式，饮茶的方

式也谈不上淘汰与否。中国传统

的茶文化发展的同时也要了解老

祖宗的传统技艺，这样才能看懂

中国与茶为什么密不可分。

（吴越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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