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人介绍：
钟连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
艺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钟大师在景
泰蓝工艺的表现形式、 技艺的保护
传承、创新发展，以及传统工艺同现
代环境装饰相结合这一新的领域中
取得了很大成就， 其作品数十次荣
获国家级金奖。近几年，他主导设计
制作完成了2014年北京APEC会议
主会场集贤厅景泰蓝装饰工程，中
央政府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
立六十周年赠送的大型作品 “国泰
榴芳尊”的设计制作。参与并完成了
2014年北京APEC会议、2017年北京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
国总统特朗普夫妇首次访华等重要
外事接待任务。

景泰蓝的起源

“景泰蓝” 起源有 “本土说” “外
来说” 和 “综合说” 的多元观点， 但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外来说。 其根据主
要是以下二点： 其一， 在南宋 （1127
年~1279年 ） 顾文荐所著的 《负喧杂
录》 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予得一瓶，
以铜为坯胎 ， 傅之以革 ， 外为觚棱 ，
彩绘外国人之奇形诡状 ， 却似琉璃 ，
极其工巧 ， 不知何物 ， 闻是蒯国物 ，
更当质于博识者。” 显然， 文中所述的
铜胎上有似琉璃之物， 也许是我国有
关 “珐琅器” 的最早记载。 蒯宾国为
古西域国名， 顾文荐所描述的就是公
元11~12世纪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制作的
以基督圣徒为纹饰的金属胎珐琅器 。
其二， 景泰蓝在中国的称谓颇多， 而
一般又以称作 “珐琅” 者为众。 按照
常见的用产地名称来称呼出产物的习
惯， 有的专家学者对与珐琅谐音的地
名做过一番探究。 一是据清代 《陶说》
记载 ， 珐琅又称 “发郎 ” “佛朗 ”
“发蓝 ”， 实为 “佛菻 ”。 佛菻国 ， 据
《汉书 》、 《唐书 》 记载 ， 即是大秦 ，
亦即拜占庭帝国的称谓。 4世纪， 以君
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盛行金
属珐琅工艺制品。 12世纪， 两河流域
烧造的有铭文的铜胎掐丝珐琅盘， 盘
面描绘亚历山大大帝驾驭天马升天的
故事， 就是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典型例
证。 珐琅工艺技术传入中国后， 中国
人就用拜占庭帝国———“佛菻” 的国名
作为这一技术的名称了。 所谓 “发郎”
“佛朗” “发蓝” “珐琅” 等， 都是对
“佛菻” 音的转译， 或是对 “佛菻” 名
词的讹音而来的。

虽然学术界对景泰蓝的称谓、 界
定以及历史渊源等都还存在着不少分
歧意见， 但景泰蓝作为中国工艺美术
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宫廷艺术的
典范代表是毋庸置疑的。

“景泰蓝” 之称谓

早期的景泰蓝被称谓 “大食窑 ”
“鬼国窑器” “佛郎嵌”， 宣德时期也
有称作翠瓶、 翠炉者。 清康熙、 雍正、
乾隆时期称之谓 “铜胎掐丝珐琅” 或
“发 （法） 蓝”。 景泰蓝这一称谓目前
所见的最早记录是清雍正六年 （1728
年 ）， 《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 中的记
载： “五月初五日， 据圆明园来帖内
称， 本月初四日， 怡亲王郎中海望呈
进活计内， 奉旨……珐琅葫芦式马褂
瓶花纹群仙祝寿 、 花篮春盛亦俗气 。
今年珐琅海棠式盆再小， 孔雀翎不好，
另做。 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 钦
此。” 对于这一记载， 有的学者认为当
时已经把明景泰时期的金属胎珐琅制
品称作 “景泰蓝珐琅”， 也有的学者认
为文中的 “其仿景泰蓝珐琅瓶”， 也可
以解释为 “其仿景泰， 蓝珐琅瓶”。 虽
然这些还不足以说明 “景泰蓝” 那时
已是专有名称了， 但可以证明景泰蓝
这一称谓是经过了多年的演变之后 ，

才逐渐成为掐丝珐琅 （或曰金属胎珐
琅器 ） 的代名词而广泛地流传开来 。
几百年来， 在我国民间， 景泰蓝早已
深入人心， 为国内外人士所熟悉， 更
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

“景泰蓝泄密事件” 澄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外界流传日
本人偷走了景泰蓝工艺， 从而让中国
景泰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冲击， 这
甚至被描绘为 “第一失密案”， 其实压
根儿就没这回事儿。

那是1976年， 日本稻叶七宝烧株
式会社给外交部来封信， 大意是 “七
宝烧” 源于中国， 如今日本年轻人都
不爱学这个了 ， 他们想把 “七宝烧 ”
的工艺传授到中国， 由中国传承下去，
他们负责销售。 为此， 日方的负责人
都来到中国进行访问， 他们都是硅酸
盐方面的本科生， 而且还带来了很多
“七宝烧 ” 产品 ， 让我们大开眼界 。
“七宝烧” 在日本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
了， 其工艺借鉴了中国景泰蓝工艺中
的掐丝和点蓝， 他们使用的釉料色彩
更加鲜艳 、 细腻 ， 掐的丝均为银丝 ，
使用的都是透明釉料。 日本人在当时
的北京景泰蓝厂里既没有录像也没有
摄影。 但当时厂里接待室和车间大门
样子完全一样 ， 一次日本人走错了 ，
进了车间， 当时几个老师傅正光着膀
子打扑克， 在外交形象上不太好， 不
知道为什么 ， 这事后来就被演绎成
“失密案”。 先是国外， 后到国内， 掀
起了所谓景泰蓝技术泄密、 被日本窃
取的轩然大波。 国内新闻界纷纷刊登
报道 ， 其内容大同小异 ， 如出一辄 。
其实， 上世纪60年代东欧国家来景泰
蓝厂摄影摄像的多了， 景泰蓝工艺根
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日本人至今
也没生产出一个景泰蓝来， 更没给我
国景泰蓝行业造成过冲击。

新中国成立初期景泰蓝状况

新中国成立时， 北京有大小景泰
蓝作坊200余家 ， 最大的不过二三十
人， 小的只有两三个人， 从业人员不
足千人， 此时的景泰蓝行业还处于濒
危境地。 1950年梁思成、 林徽因在清
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工
艺美术研究小组。 当时的景泰蓝抢救
小组成员有钱美华、 常沙娜、 孙君莲、
高庄、 莫宗江等。 他们在林徽因的带
领下， 深入到各珐琅作坊了解景泰蓝
生产现状。 他们的创新设计和抢救工
作， 引起了国家相关领导的关注和重
视。 当时， 北京正在进行 “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的筹备工作， 这
两项国际性活动的礼品和大会美工都
交给了美术小组。 林先生带着常沙娜、
钱美华几人反复推敲礼品的品种， 最
终他们设计的景泰蓝台灯、 烟具等确
定为赠送贵宾的礼品。 这些带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受到各国与会代表
和来访苏联艺术家们的喜爱， 郭沫若
称 “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 1951

年， 为了尽快复兴景泰蓝工艺， 规范
景泰蓝的生产制作 ， 由梁思成倡导 ，
北京市建立了专门研究制作景泰蓝的
国营特艺实验厂。 1958年这个企业并
入北京珐琅厂， 从此， 景泰蓝才在国
家的扶持下走向正规化生产， 而钱美
华进入北京市珐琅厂， 成为我国从事
景泰蓝事业第一人。

当代景泰蓝的创新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景泰蓝以
传统造型为主 ， 主要有瓶 、 罐 、 碗 、
洗子、 盘等， 产品规格以20英寸以下
为主， 也有少量大件作品。 如高仿西
安秦始皇陵 《兵马战车》， 是按原型1∶
1比例制作， 是景泰蓝工艺中难得的传
世佳品； 1980年， 珐琅厂制作了8对2
米高的大瓶， 其中 《巨雄瓶》 现陈列
在中南海紫光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国进入市
场经济 ， 北京市珐琅厂根据 “国内 、
国际、 旅游” 这三大市场， 开发了华
夏文化、 欧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个
系列 ， 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
这些新品风格独特 、 造型装饰简练 、
色调协调， 其图案装饰多数为现代图
纹， 有借鉴国画、 油画， 还有抽象的
图纹以及平面构成等图纹， 迎合了当
代人们的消费心理。 特别是色调柔合，
适于陈列居室， 这点和传统大红、 大
绿的强烈对比相左。 产品一上市就获
得人们的好评， 一时供不应求， 当时
国内各大型商场到公司订货都要拿着
支票排队等候， 有的一等就是半个月。

为宣传景泰蓝文化， 北京市珐琅
厂现在公司内除设有1000余平方米的
景泰蓝工厂店、 1000余平方米的技艺
展示区外， 还新建成了景泰蓝制作技
艺体验场馆和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
同时加大了景泰蓝设计研发力度， 开
发研制了60余种无铅釉料、 10多种新
釉色， 高仿出60多件元明清时期的珐
琅器。 景泰蓝技艺的应用也从原来以
陈设品为主， 向着室内外建筑装饰工
程 、 城市景观工程 、 大型佛教用品 、
名牌产品的外包装、 人们的日常用品
等方向发展， 景泰蓝的技艺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水平。

经过多年的努力， 景泰蓝无论从
色彩、 造型、 工艺， 还是应用领域都
得到了很大发展， 可以说现在是景泰
蓝制作技艺发展的最好时期 。 同时 ，
以景泰蓝为主的区域文化也在北京市
东城区珐琅厂附近逐步形成， 天坛南
门二环上的景泰桥 、 往南的景泰路 、
景泰东里、 景泰西里、 景泰小学， 甚
至景泰路上还有一个珐琅厂邮箱。

2017年11月8日下午， 习近平主席
在故宫迎接首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夫妇，在畅音阁，两国元首夫妇
体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
泰蓝制作技艺。 在现场，习主席对特郎
普说，景泰蓝技艺是舶来品，是从欧洲
到中东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但中国
是目前世界上制作景泰蓝最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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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钟连盛

国国之之重重器器——————景景泰泰蓝蓝

2014年北京APEC会议雁栖湖国际
会都集贤厅景泰蓝装饰

《兵马战车》

钱美华大师12英寸盖碗型瓶

钟连盛、 李静大师设计的国礼 《盛
世欢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