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孟剑锋， 1974年2月出生。 1993年进入北京工美集团旗下北京握拉菲首

饰有限公司工作， 现为北京握拉菲首饰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享受北京市政
府技师、 朝阳区政府首席技师特殊津贴。 2015年， 他入选 “大国工匠”。

在纯金上雕画？ 这种一般人不敢想象的奢侈体验， 对孟剑锋来说， 却
是日常工作。 孟剑锋进入工艺美术行业已整３０年， 尤其擅长制作贵金属工
艺摆件。 他匠心独运， 成功制作了 “两弹一星” 科学家功勋奖章、 “神
舟” 系列航天英雄奖章， 并荣获中国礼仪休闲用品设计大赛国务政务类金
奖。 2014年， 他追求工艺极致， 制作了 《和美》 纯银錾刻丝巾果盘， 被选
定为APEC会议各经济体领导人配偶礼品。 2017年， 他制作了 “一带一路”
峰会礼品———《梦和天下》 首饰盒套装。 多年来， 他一直以实际行动践行
着 “工匠精神”， 并作为工艺美术行业的代表， 先后两次登上中央电视台
《大国工匠》 栏目。

30年前， 19岁的孟剑锋第一次走进
握拉菲的大门， 当时的他想法很简单：
学门手艺。 作为国内第一家具有金银饰
品加工资质的中外合资企业， 握拉菲工
作环境整洁、 生产设备先进， 这些都完
全颠覆了当时人们对工厂车间的认识，
孟剑锋也不例外， 年轻的他心想： 要是
能在这上班多好啊！ 后来， 孟剑锋幸运
地通过了握拉菲的面试， 被分配到镶嵌
车间， 学习 “执模”。 执模是首饰加工
中的一道重要工序 ， 包括对工件的整
形、 锉削、 焊接、 打磨等， 主要就是修
补工件的缺陷， 为下道工序做好准备。

在车间埋头苦学了一年多的 “执
模”， 孟剑锋的手艺渐渐熟练起来。 这
时， 他便有了一些时间去观察车间里的
其他人， 他发现， 这里的师傅们都有着
自己的绝活儿， 特别是一位老师傅， 他
的工作不起眼， 但是孟剑锋一看就被牢
牢地吸引住了———老师傅拿出两个金
片， 也没有打草稿， 直接用錾子在金片
上雕起了图案， 雕出来的图案还栩栩如
生。 当时的他还不知道， 老师傅的这门
手艺就叫做 “錾刻”。

錾刻 ， 是指在设计好器形和图案
后， 按照一定的工艺流程， 以特制的工
具和特定的技法， 在金属板上加工出千
变万化的浮雕状图案。 孟剑锋说， 那时
候学艺和现在不一样， 单位没有组织培
训， 想学本领就得自己动脑子。 认准了
要学錾刻后， 孟剑锋首先摆出了端正的
学习 态 度 ， 用 他 自 己 的 话 说 ， 就 是
“磨”。 每天跟在师傅身旁， 给师傅打下
手， 帮师傅干零活。 上班时， 他在一旁
看师傅在金器上錾刻， 下班后， 他就借
师傅的錾子 （用来凿金属的小凿子 ），
在铜板上练习。

孟剑锋说： “老师傅都是老老实实
的手艺人， 一辈子只干一件事， 从不跟
人比较。” 看出孟剑锋是真心来求学的，
师傅便开始向他传授技艺。 有一天， 他
拿着新完成的作品问师傅 ： “咋样 ？”
师傅看了挺高兴说 ： “行 ， 小子有长
进， 继续坚持。” 紧接着又说：“你知道什
么叫坚持吗？”孟剑锋顿了一下答：“坚持
就是干呗 ！” 师傅拍了下他的后脑勺 ，

“坚持不一定成功 ， 坚持到底才是成
功。” 如今想起师傅的一言一行， 孟剑
锋很是感慨 ： “师傅不仅传授给我手
艺， 还教会了我为人处事的哲理。” 在
这个圈子里， 技艺是传统的， 秉持的信
条也是传统的———踏实、 坚持。

“对每件事坚持到底的这种劲儿，
是师傅对我的期待。” 艺人也好， “大
国工匠” 也好， 在孟剑锋眼中都有同样
内涵———踏实 、 坚持 、 执着 、 精益求
精， 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的精神是不能用
金钱衡量的。 后来， 师傅在退休之前，
特意找到孟剑锋， 把自己用了几十年的
工具都给了他， 孟剑锋说， 那一刻他从
师傅手中接过的不仅仅是工具， 还有师
傅秉持了几十年的信条———做真诚的
人， 不攀比； 干实在的事， 不动摇。

在工艺美术这一行里， 传承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孟剑锋说， 当年， 师傅
把一身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 现
在， 他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所学传授
给徒弟。 “想要干好， 就必须要下苦功
夫， 同时， 天赋也是很重要的。” 对此，
孟剑锋十分自信地说， 他感觉自己就是
“天生吃这碗饭的”， 一张平面图纸拿到
他面前， 他能立刻在脑子里想象出来立
体造型来 。 在带徒弟上 ， 他也注重天
赋， “干了这么多年， 年轻人是不是干
这行的料， 打眼一瞧就能看出八九分来
了。” 这样说听起来有点残酷， 但也正
是因为孟剑锋的这份苛刻， 他的徒弟们
现在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成为了公司发
展的中坚力量， “现在， 有的徒弟的技
术水平已经快赶上我了， 在我们企业能
排上前几名， 让我非常欣慰。 能带出一
批技术过硬的徒弟， 那说明我这师傅好
啊！” 他乐呵呵地说道。

2014年 ， 北京APEC会议期间 ， 与
会的各国领导人配偶都收到了一份精美
的国礼。 这份国礼取名为《和美》，它是一
个精致的金色果盘， 里面放着一条色泽
晶莹的白丝巾。 接受礼物的人都会情不
自禁伸手去拿那块丝巾， 却没人能够抓
得起来。 原来， 这块丝巾是用纯银錾刻
出来的装饰物。 孟剑锋就是制作这个丝

巾果盘的人。
彼时的他， 从事錾刻工作近20年，

也称得上是老师傅了 ， 可是接到制作
“国礼 ” 的任务后 ， 他还是犯起了难 。
孟剑锋说， 每次着手制作前， 他首先会
在脑海里面列一份流程表： 图纸设计 、
要用到的錾子 、 制作周期……每个环
节 ， 会自然地在他脑子里进行排列组
合。 而这一次生成流程表时， 他发现了
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手头的錾子不行。

“要錾刻一个精美的图案， 第一步
就是要开好錾子。 我们的錾子全部都是
自制的， 用工具钢或弹簧钢打制而成，
有圆形、 细纹、 半月等花纹， 敲击不同
的錾子 ， 就会在金属上留下不同的花
纹。” 孟剑锋介绍到， 为了做出仿竹编
果盘的粗糙感和丝巾的柔美光感， 他反
复琢磨、 试验， 制作了近30把錾子， 最
小的一把在放大镜下做了5天。 “一把
横截面2.5平方毫米的錾子， 一共有20多
道细纹 ， 每道细纹大约只有0.07毫米 ，
相当于头发丝粗细。”

但开好錾子仅完成了制作国礼的第
一步 。 最难的是厚度仅0.6毫米的银片
上， 有无数条细密经纬线交错， 在光的
折射下才能形成图案， 这需要上百万次
錾刻。 “上百万次錾刻， 只要有一次失
误就前功尽弃。”

除了丝巾的巧妙， 《和美》 果盘背
面的四个支脚———手工编织银丝中国
结， 也创造了奇迹。 我们知道银质金属
的硬度， 是没办法像绳子那样进行编制
的。 想把它做成中国结， 就必须先进行
机械铸造， 然后再进行焊接。 “这个建
议显然更快、 更容易操作， 但是用机器
做出来的底托特别呆板， 没有生命力。”
孟剑锋认为， 铸造的银丝会产生砂眼，
尽管砂眼极其微小， 但对精益求精的他
来说， 那就是过不去的坎儿。

经过考量， 孟剑锋决定用纯手工方
式进行编织。 想用直径约3毫米的银丝
编织中国结， 先要进行高温加热使银丝
软化， 并需在温度降低、 银丝变硬前迅
速编织 。 而且每弯一次需要重新再加
温， 要褪很多遍火才能成型。 滚烫的银
丝将他的手磨出了一个又一个大水泡，
水泡磨破了， 汗水一浸疼得钻心。 水泡
又变成了厚厚的茧子， 那段时间， 他的
食指都变形了， 一根手指像两根手指那
么粗。 怕影响工作， 他就用钳子剪去手

上的死皮 ， 接着干 。 “零瑕疵 ， 纯手
工， 这才配得上国礼。” 孟剑锋说。

孟剑锋制作国礼的情景， 还被收录
到中央电视台推出的 《国家记忆》 纪录
片中， 《和美》 绽放着夺目的光彩， 让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

在制作出国礼 《和美》 的第二年，
集团公司带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到
孟剑锋的工作台前， 告诉他准备拍摄一
个叫做 《大国工匠》 的节目， 并请他展
示制作 《和美》 的工艺。 一向埋头干活
的孟剑锋对此心里有点没底： “要咱干
活儿成 ， 但要对着镜头说 ， 多少会发
怵。” 领导鼓励他， 就和平时一样， 没
事儿。 就这样， 孟剑锋配合电视台的工
作人员， 拍摄了一个多星期， 终于顺利
地把所有工艺流程拍完了 。 也正是在
2015年， 孟剑锋成功入选 “大国工匠”。

众所周知， 后来 《大国工匠》 节目
在中央电视台的多个栏目进行了播出，
“大国工匠” 作为一个新词走进了人们
的视野， 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2016年， “工匠精神” 写入了政府工作
报告， 大家对 “大国工匠 ” 的关注度
更高了。 当年 “十一” 期间， 孟剑锋再
次登上中央电视台， 拍摄了纪录片 《大
国工匠》， 他一下子成了 “名人”。 “其
实出名不是我的目的， 踏踏实实干活儿
是我的本分。 当然， 入选 ‘大国工匠’
后， 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 我获得
了各种荣誉 ， 还当选了北京市第十二
届党代表， 座谈、 采访、 宣讲等社会活
动也多了起来。 ”孟剑锋说，那时候，他便
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 无论参加什么活
动，都不能耽误工作。 每次活动结束， 不
管多晚， 他都会赶回单位完成工作。

成为“大国工匠”后，很多人都曾问
孟剑锋，他心目中的工匠精神是什么？他
的回答是坚持、传承和创新。坚持，不一
定就能胜利， 但坚持到底就能胜利；传
承， 就是要把古老的技艺一代一代传下
去， 这是作为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责任和
义务；创新，则是最好的传承。

在和孟剑锋面对面交谈时， 记者能
深切地感受到， 他身上那股踏实肯干、

孜孜不倦的精神 。 虽然获得了诸多荣
誉， 他却一点没有浮躁， 采访中， 他几
次提到 “人外有人”， 他说， 在手工艺
这一行里， 每个匠人都有自己的优势，
就像古语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不
会因为自己有了‘大国工匠’这个头衔就
飘飘然，相反，我会更加谦虚、 勤奋。”

步入2024年， 孟剑锋50岁了， 他依
然在坚持走出舒适圈， 不断突破自我。
随着科技的发展， 传统手工艺遭遇了被
现代科技冲击的局面， 錾刻也不例外。
面对变化， 孟剑锋坚持学习， “科技创

新与传统工艺并不矛盾， 甚至可以让传
统工艺提高效率。” 他说， “可能多少
年后， 3D打印这项技术就是传承。” 而
一切前提是保留传统工艺。 他认为， 科
技永远不能也不会取代传统技艺， “即
便再过千年， 传统珍贵技艺也不会丢，
也不应该丢”。

展望未来 ， 孟剑锋的想法十分朴
实， 就是要做一辈子的匠人， 用工匠精
神时刻鞭策自己， 用双手为握拉菲、 为
北京工美集团， 乃至中国传统工艺美术
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匠人精神
一辈子只干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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錾錾刻刻大大匠匠孟孟剑剑锋锋：：

择择一一业业 精精一一技技 钻钻一一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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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古法
他让国礼出神入化

潜心錾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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