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匠精神” 是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有的优秀品质。 从古时技艺精湛的
鲁班、 游刃有余的庖丁， 到现代钻头
大王倪志福、 “一抓准、 一口清” 的
张秉贵。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 对产品
精雕细刻、 精益求精， 对工作追求完
美和极致， 努力把产品品质、 工作质
量从99%提高到99.99%。

近日， 记者在北京寻访到一批老
工匠， 让我们从他们身上重温令人肃
然起敬的 “工匠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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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珐琅厂， 一层车间内， 磨光机与珐琅
器飞速触碰的声音响彻耳端， 铜胎与釉料经打磨
散发出的金属气息扑鼻而来。最里面的机器前，一
位身材壮硕的师傅正低头专心打磨着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钱美华设计的一件10英寸周其垒， 飞溅出
的水花抛出完美的弧线，落在师傅裸露的双臂上。

王宝双， 主攻景泰蓝磨光工艺， 高级技师，
景泰蓝传承普系第六代传人， 东城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

悟性高提早带徒

燕京八绝之一的景泰蓝制作工艺， 是一门综
合艺术， 是美术、 工艺、 雕刻、 镶嵌、 冶金、 玻
璃熔炼等技术知识的结晶。 景泰蓝由金银铜贵重
金属， 经制胎、 掐丝、 烧焊、 点蓝、 烧蓝、 磨
光、 镀金等十余道工艺集体创作精制而成。 北京
市珐琅厂正是传承这一工艺的载体。

磨光， 是将釉料固定在胎上后 ， 因薄厚不
均， 需将其磨平， 使掐上的丝纹显露出来。 先用
粗砂石再用细砂石把制品表面凸出的釉料磨平，
然后用黄石、 木炭再细磨， 直到发出均匀的亮
光， 最后再用布轮。 经过磨光的景泰蓝制品， 周
身散发出新鲜的光彩。

王宝双所从事的磨光技艺， 正是景泰蓝工艺
中承上启下的一道工序。

从1973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 王宝双已经做
了43年磨光匠人。 他不记得经自己的手打磨出品
了多少件景泰蓝器具， 也不记得有多少件险些报
废的景泰蓝作品被他起死回生。 他所关心和在意
的， 始终是磨光技艺的各项标准和技巧。 “这道
工序需要心沉， 心沉下来、 有耐性， 牢记各项标
准， 才能干好。” 王宝双说。

王宝双师从景泰蓝传承普系第五代传人杨茂
林， 学习景泰蓝制作中的方圆活磨活技艺。 他在
师傅的耐心指导下， 刚进厂半年， 就能够剌二
火， 找补活， 磨石头、 磨碳， 独立完成一件景泰
蓝制品。 工作中踏实肯干， 虚心钻研， 在师傅的
耐心指导下， 王宝双磨活技术提高很快， 经过不
断学习实践， 他全面掌握了景泰蓝制作技艺。

传统学徒讲究三年出师， 王宝双进入珐琅厂
一年多，还没有到出师年限，就已能带徒弟了。

没出过一件坏活

景泰蓝磨活技艺分为头火磨活、 二火磨活，
从技法上讲分为半机器磨活和手工磨活。 由于制
胎、 掐丝、 烧焊、 点蓝、 烧蓝等工艺均由不同工
匠完成。 因此每件到达磨光匠人手中的景泰蓝制
品全都不同。 对于王宝双来说， 上眼一瞧， 便知
此物需要打磨多长时间、 多少圈数， 可以达到一
次成功。 在王宝双手下， 经过磨光的器具都能丝
纹清晰， 亮光均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为镀金工
序打好基础。

之前提到的10英寸周其垒， 正是一件即将进
入下一道工序———镀金的作品。 《周其垒》 是钱
美华大师1981年创作的景泰蓝花瓶作品， 器型传
统，简洁，丝工设计严谨、考究，图案用双鱼、蝙蝠、
寿，寓意福寿有余；牡丹、菊花、莲花组成吉祥装饰
纹样。这样一件花纹繁复的作品，对磨光工序的要
求极尽严格，除去丝纹显露，要求作品每一细节都
要光滑平整， 瓶口镀金部分更要触感润滑。 这要
求磨光工匠有丰富的经验。

不仅如此 ， 前面程序中出现漏洞造成的瑕
疵， 在磨光这一程序中也可得到弥补。

一次， 王宝双的徒弟把一件二尺圆盘的丝磨
没了， 王宝双用工具， 一点一点重新抢出拉丝的
沟， 利用两天时间连修带磨， 才重新回到点蓝工
序重新烧制磨光。

坏活儿变好活儿， 对王宝双来说并不新鲜。
去年一对60寸大瓶， 在制胎时产生了一个不

足1厘米的小口经烧制后开焊， 变成了一道大裂
缝。眼看要报废的大瓶，王宝双一上眼：“可以修。”
王宝双每天面对大瓶一点一点找补，2个月后，一
对大瓶修复一新，为企业挽回60万元的经济损失。

国礼全手工打磨

王宝双曾参与制作过多件获奖产品， 如 “清
韵”、 “荷梦”、 “海底梦幻”、 赠送香港的 “普
天同庆” 大瓶、 “盖碗型瓶”、 为庆祝建国60周
年制作的 “2.009米和平尊” 等， 钟连盛、 钱美
华等大师设计的精湛产品 ， 也都是经他之手
制作而成 。 这其中不乏需要手工打磨的国礼
制品 。

依靠机械磨光的景泰蓝器物， 一般是形状规
则的圆形， 但是遇到异形胎体的景泰蓝， 则只能
通过手工磨光来实现脱胎换骨， 这就完全依靠工
匠的经验。

去年， 王宝双受命制作一件国礼制品。 那是
一件景泰蓝假山石， 一共要做四块大小不一、 形
成各异的假山石。 做出的成品， 要与真正的假山
石一样凹凸不平。 其中大的两米多高， 小的也有
一米多。 如此一件作品， 需要纯手工打磨， 需要
耗费相当功夫。

当时正值盛夏，王宝双作为技术指导，来到位
于河北的加工基地，与其他参与制作的工匠一起，
手工打磨这件国礼制品。即使一个不起眼的小窝，
也要利用砂石、木炭打磨得如同天然形成一般。

最后完工的成品， 疏密有致， 主题突出， 与
实际物品100%相同， 令过目之人无不称奇。

从业43年， 王宝双的技艺精湛， 带徒传艺，
弘扬景泰蓝优秀传统技艺。 1974年开始， 带徒传
艺至今已有13名艺徒， 他以自己的工艺实践对艺
徒言传身教， 耐心指导， 使他们很快便掌握了景
泰蓝磨光技艺， 能够处理景泰蓝在制作过程中出
现的任何质量问题。 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用耐心成就
景泰蓝磨活第一高手

北京市珐琅厂 王宝双

这道工序
需要心沉， 心沉
下来、 有耐性， 牢
记各项标准， 才
能干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