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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丝工艺
在在奢奢华华记记忆忆中中凋凋零零

“二百支红炉，三千砸铜匠，九千
绣花女，十万织布机”，历史上，潍县
传统手工艺曾鼎盛一时，三千砸铜匠就
是当时首饰加工行业繁荣程度的真实写
照。然而，每一样老工艺，每一种老文化
背后带着一个时代的烙印，因为当今经济
社会的高速发展，一些工艺、文化难以迅
速转型，面临传承难题。

在国家的支持下，潍坊的生产
环境非常好，一个曾经散匠云集的
地方，花丝工艺迅速复兴。

《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出口珠宝、首

饰倍增，港商认为我出口首饰难与港货

竞争》，一九七三年，香港七月十八日

电传消息，“香港玉石制品厂商会主席
指出，目前香港珠宝、玉石和金银首饰

业的前景甚佳……该商会主席表示，有
人认为中国扩大首饰出口，可能影响香
港，实为过虑。因香港首饰无论是款式

或手工方面，都比中国(大陆)首饰更为
卓越。并更能适应潮流，而且中国(大

陆 )首饰以银器为多，用以镶配的钻

石、红兰宝石及养珠均需进口，所以在

短期内难与香港首饰竞争。”

此条消息一出，马上引起国务院的

关注。七月二十一日，时任副总理的李

先念同志作了重要批示：“请轻工部
与外(贸)立即研究。这一仗我们不能

输。”

1956 年，潍坊曾成立了首饰生产
合作社，使得花丝首饰得到了继承和
发展。文革时期被迫关停，工匠也都

自寻出路。上世纪 70 年代初，潍县
作为传统手工艺文化的集散地，胡以

方以技术带头人身份与厂长徐联辉一

起组建潍坊工艺美术厂，用短短一个

月的时间召集起上百名能工巧匠，开

始研究加工首饰产品。花丝工艺作为
代表工艺，在这项古老宫廷工艺的带

动下，首饰加工行业迅速崛起，并成

为当时潍坊手工业中四大支柱行

业之一。

胡以方说，当时潍坊的手工

业，以首饰、嵌银、刺绣、地毯
四大产业为支柱，首饰以其高附

加值列首位。潍坊的花丝首饰通

过北京首饰公司大量出口西欧及

东南亚各国。那段时间，潍坊花

丝首饰成为山东惟一被认可的享
有国家计划的企业，同时，同时

受到了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的重

视，其亲自批示建设了潍坊首饰

大楼。

在国家的支持下，潍坊的生

产环境非常好，一个曾

经散匠云集的地方，花

丝工艺迅速复兴。

“制作方法中个

个没有三五年的沉心

研究练习，很难胜任，

还得有点天赋。”

花丝首饰，是根据

中国传统的花丝工艺制

作而成的金银首饰，为

中国首饰的一大流派，

源自北方。远自唐宋期

间，花丝工艺早已应用

在当时妇女发饰上。至

元代期间，更有专门花

丝工匠专业生产。花丝

首饰工艺主要在北京和

山东潍县一带，明清时

期，发展成为工艺美术

一大产业。

将金或银加工成丝，再经盘曲、掐花、填

丝、堆垒。根据装饰部位的不同可制成不同纹样

的花丝、拱丝、竹节丝、麦穗丝等，制作方法可

分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制作方

法中个个没有三五年的沉心研究练习，很难胜

任，还得有点天赋。“用句老话，就是得下‘奶

功夫’(狠功夫)”，胡以方说。

整个工艺均经过人手掐、填、攒、锉及焊等

多重工序而成，最考功夫的是焊接工序，需要将

发丝般纤细的丝焊接起来，并织成网状，然后再

掐造出各种不同的款式，每一个步骤均需熟练而

严谨的工艺技巧，稍有出错，整件货品将会前功

尽废。

胡以方老人师从陈涓，是一名手艺精湛的老

艺人，已经去世。见到胡以方老人的作

品，初看并不惊奇，但细看之下就能看

出其中的细致与功夫来。小小一枚戒

指，可分为数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镂

空丝型，立体感十足。其中一枚戒指最

为精细，直径不到两厘米的戒指，看着

严丝壁合，轻轻一扣，竟还有一个铅笔

头大小的小盒子，活动联合处的轴已经

细至毫米级，奇的是这根轴上还均匀缠

有更细的金丝。

老人最为得意的作品就是一盏花丝

宫灯，用玻璃罩封存，一般人去拜访老

人都不会拿出来。这盏铜制花丝宫灯通

体因氧化而发乌，重近十斤，灯高约 40

厘米、直径约 20 厘米，分 6 个面，每

面上都有一幅仕女图，灯顶还有一个雕

刻异常精美的龙，灯底垂有铜丝灯穗，

有风吹过或者轻轻碰触就会自然飘摆，

与丝制绢穗无二。

一个玻璃盒中装着四条花丝

“鱼”，拿起来活动自如，如活的一

般。这几条“鱼”分为 9 节、 14 节、

16 节，节数越多鱼身体的摆动越灵活，

其工艺也越复杂，用细丝勾出的鱼身体

在触感上也与真鱼相似，其中一条鱼使

用银兰材料，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现在我对招徒弟已经不那么

着急了，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世人

知道有这门手艺，这门手艺曾经辉

煌过，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在与老人的交淡过程中，胡以方老

人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这门手艺的喜欢

与得意。但谈及传承问题，老人则表现

出一丝惋惜与无奈。胡以方老人今年

66 岁，在 60 岁退休后，终于有了空闲

时间，做好准备收徒传艺，但一直没

能如愿。

一位老艺人靠着对这门手艺的热

爱，曾求助朋友、媒体，希望能得到

支持，使这门手艺得以传承发扬。当

年与胡老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已经转

行，很难再回来。花丝首饰也慢慢淡

出潍坊人的视线，现在年轻人中知道

花丝手艺的少之又少。胡以方曾想开

店授徒，因为单位上不允许，就以老

伴的名字开，仍然被迫关门。

胡以方老人有两个女儿，均不愿学

习这门老手艺。经过好几年的努力，依

然收徒不成，老人慢慢地接受了这个现

实。谈及收徒，老人表示有三个困难，

第一，老人自己没钱，现在老两口依靠

约三千元的退休金生活，倒也不困难，

但是打首饰做工艺就不行了，更谈不上

带徒弟了。花艺所用材料都是金、银、

铜，不是三五十元就能做，而是得几十

万上百万的投入。第二，没人来学，这

是一门精细手艺，学个差不多没有三五

年功夫不行，现在年轻人鲜有沉下心来

学习的，这也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招不

到徒弟的原因；第三，制作的工艺都是

贵重物品，道德品行很重要，现在一克

金子 300 多元，用手指沾几下就有数百

元之多，如果学生品行不行，也难办。

“现在我对招徒弟已经不那么着

急了，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世人知道

有这门手艺，这门手艺曾经辉煌过，

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胡以方有

些忧怨地说。

胡以方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花丝宫灯文/本报记者 周锦江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潍县的花丝工艺堪与京

城皇家工艺齐名，几经变

迁，花丝这门精巧至极的技

艺却面临着失传，老艺人胡

以方成为京城之外少数几位

还掌握这门艺术的老艺人。

老人曾为这门手艺能够传承

做过很多努力，但事与愿

违。现在他老了，干不动

了，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

世人知道这门手艺曾经出现

过、辉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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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4 日讯 (记

者 张浩 通讯员 张继

荣)4 日，记者从安丘市质监

局获悉，该局建立了全市 61

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质

量安全信用档案，将详细记

录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抽查

中的安全信用问题。

据安丘市质监局的工

作人员介绍，档案采取“一企

一档、一档一盒”的形式，内

容涵盖了企业的基本信息、

质量控制能力信息、行为记

录、日常监管等信息。

安丘 61家食品企业建信用档案

本报 11 月 4 日讯 (记

者 韩杰杰)4 日，记者从潍

坊市商务局获悉，临朐县开

展打击私屠滥宰专项整治行

动以来，共查处“问题肉”

1940 千克，维护了市场秩序。

此次专项整治持续三

个多月,期间，临朐共排查出

生猪非法屠宰业户 55 户，

查没各种非法屠宰生猪产
品 1350 千克，查缴注水及

病害肉 470 千克，查处非法

冷鲜肉专卖店 6 家，查封非

法冷鲜肉 120 千克。

临朐查处 1940 千克“问题肉”

本报 11 月 4 日讯 (记

者 周锦江 通讯员 陈

树庆)4 日，记者了解到，寿
光市弥河湿地公园内一座

别致的建筑正式亮相，花架

上方架设太阳能板，并配上

蓄电池，主要为附近设施提

供用电。

据介绍，这块太阳能收
集板是由 20 块 150 瓦的单

晶硅太阳能板集合而成，年

发电量为 4650 千瓦时，每

年 可 节 约 标 准 煤 约
1674Kg。该湿地公园还准备

争取 4A 级景区，整个公园
计划都用太阳能，整个滨河

大道都是风光互补灯，计划
11 月 15 日开工建设。届时

整个滨河大道将实现“无
线”照明。

寿光湿地公园尝试太阳能

本报 11 月 4 日讯 (记

者 赵松刚)4 日，记者从诸

城市民政局获悉，自今年 10

月 1 日起，诸城市城市低保

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 320

元，农村低保标准调整为每

人每年 1600 元，提升幅度

是近 3 年最高。

据介绍，2008 年诸城市

城市低保标准为 235 元，

2009 年提升至 260 元，而今

年则提高到 320 元。农村低

保标准也从 2009 年的每人

每年 1200 元提升至 1600

元。诸城民政局低保科王科

长告诉记者，此次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提升，是参

考诸城市上半年的城市居

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

纯收入水平决定的。

诸城上调低保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