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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即将消失的技艺”·之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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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晚报首席记者贾若晨

■图/晚报记者张 辉

金缮技艺一直少人所知，偶尔
有人提及，也会说金缮源于日本。
其实，金缮与锔瓷这对修补瓷器的

“表兄弟”，都是起源于中国。
“金缮”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即

用金修缮的意思。其实金缮是将
瓷器碎片用天然大漆黏合，表面敷
以金粉或金箔，“金”只是金缮工
艺最后的美化，“漆”才是修缮破
损器物的根本。

对于金缮，普遍认为是源自日
本的传统瓷器修复技术。据说，15
世纪末，幕府将军足利义政钟爱的
中国南宋龙泉碗不慎摔破，金缮工
艺才由此衍生。张亮告诉记者，金
缮真正起源于中国髹饰工艺的泥金
工艺。其工艺也好，大漆这种材料
也罢，都源自中国。

大漆，又名天然漆、生漆、土漆、
国漆，泛称中国漆，是一种天然树脂
涂料。中国发现使用天然生漆，可
追溯到公元前 7000多年，在新石器
时代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
器。后来也运用到器物修补领域，
即大漆修复工艺。“至少在宋代，老
祖宗已掌握类似金缮的修补工艺，
只是后来失传，反倒是在日本传承
得比较好。”张亮说。

相比较更本土、更为人所熟悉
的锔瓷工艺，金缮工艺有着鲜明的
特点。

锔瓷是在瓷器破损处打眼，用
锔钉将破损的瓷器“抓住”，使其复
原，补后滴水不漏。对于一些有大
块缺失的瓷器，锔瓷工艺难以补
救。通过补胎的方式，金缮可以对
有缺失的瓷器进行修补，弥补了锔
瓷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锔瓷过程
需要钻眼，会对器物带来不可逆转
的二次伤害。而金缮完全避免了二
次破坏的发生。程坤和张亮表示，
对文物的修复必须遵循“可逆性”，
也就是可以对修复推倒重来。在这
方面，金缮要比锔瓷有很大优势。

锔瓷和金缮在艺术上的差别
也较明显。大部分锔瓷艺人掌握
的都是“普活”，是一种实用技能。
因此，经锔瓷工艺修复的器物美观
度往往会有所损失。金缮工艺更
偏向艺术性。程坤说：“金缮修补
的过程其实是艺术上的二次创作，
其中融入了绘画、雕塑等因素。结
合瓷器本身特点进行艺术上的二
次创作，可以把残缺和瑕疵变成另
一种美，使原有瓷器在艺术上得到
进一步提升。”

金缮 把残缺变成一种美

瓷器摔碎了怎么办？
全扔掉，换新的，这是现代人的思维；修补

好，继续用，这则是古代人的思维。
为了修补瓷器，老祖宗发明出了锔瓷这种

工艺，通过类似订书针的金属锔钉把破碎的瓷
器重新装订起来。在流传了至少1000年后，
为生活服务的锔瓷工艺已少有用武之地，渐渐
淡出了大众生活。

商丘还有没有人在坚持锔瓷这样的老手
艺？记者花费了一年有余的时间去寻找答案，
始终无果。直到了解了程坤、张亮这两位商丘
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在埋头苦干的事
情，记者才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商丘
还有人在做修补瓷器的事情，但他们做的不是
锔瓷，而是近似于锔瓷的老手艺——金缮。

为学艺两人奔赴千里

这已是两个多月来第N次接触那件口沿
破损的汝瓷罐了，程坤、张亮两人依然小心翼
翼地把握着瓷器，拿捏着调度和力度，进行着
修复程序。

对破损瓷器采用金缮工艺进行修补是一
件烦琐的高难度技术工作。面对一件破损的
瓷器时，程坤和张亮两人先拼合、清洗瓷器创
面，用大漆、糯米粉等材料调制、研磨出黏合
漆对瓷器碎片进行黏合、补缺。待以大漆为
主要原料的黏合漆干燥后，两人还要用大漆、
瓦灰调制的黏合漆对黏合处进行填充。之后
是阴干、打磨、填充、修线等环节的反复进行，
直至黏合处变得如原始瓷器一样平滑、坚固，
程坤、张亮两人才会进行最有一道工序，在黏
合处填涂上纯金粉。

“三个月完成一件瓷器修复已经是比较
快的了。如果瓷器有缺失，还要加工内胎。
大漆干得也很慢，如果不是有阴室，金缮耗时
可能会更久。”张亮说。

“这么麻烦的事情，你们为何要去做？”张
亮和程坤回答：“一部分是因为兴趣，另一部
分是因为责任。”

程坤是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雕塑老
师、雕塑工作室负责人，张亮是美术学院国画
老师、美术学院实验设备室主任，两人在艺术
追求上的兴趣是自然而然的。他们所说的责
任，则是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大事情。

2013年年底，商丘师范学院在雕塑工作
室的基础上建成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实
习实训中心。2014年实习实训中心正式运作
起来后，两人便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以及各种老技艺的传承和发掘之
中。由于接触过漆器制作，两人的兴趣点不
约而同地聚集在了与大漆有着紧密关系的金
缮工艺上。

“2014年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在网上找
了不少资料，也找南方的一些会金缮技艺的
老师了解了一些。就是那么琢磨着干，试着
来。”程坤说，“试验了很长一段时间，总是不
成功，黏合部分变形、脱落的问题一直解决不
了。所以就想着找老师学习一下。”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和交流后，
2015年3月份，两人一同到福建，拜访了华侨
大学一位掌握金缮技艺的老师和福州一家大
漆厂的老师傅。这次学习只有短短几天时
间，张亮、程坤却豁然开朗，原来一直以来从
资料上学习的技术都是不准确的，是有所保
留的。

福建之行帮助张亮、程坤解决了一直无
法攻克的技术难关。又经过之后几个月的试
验，今年年初，两人终于成功掌握了金缮技
艺，做出了高水平的金缮作品。

“出发”之时，张亮和程坤便肩
负着金缮技艺的传承责任。工艺上
有了突破后，两人把传承摆在了首
要位置。不过，传承不是说说那么
简单。

金缮修复中需要用到很多绘
画、雕塑方面的技巧，所以熟练掌握
这些技巧成为学习金缮的前提条
件。金缮修复是个“慢工出细活”的
过程，需要学习者有足够的耐心和
定性。这既要有艺术基础，又能耐
得住寂寞。条件有点苛刻，将很多
人挡在了门外。即使有人通过努力
满足了这些条件，还不得不面临一
次身体方面的考验。

这是一个连张亮和程坤都没
有想到的考验。大漆来自于漆树

汁液，极易引起人体过敏。经常接
触者即使是带着口罩，穿上防护
服，也往往难以避免。张亮和程坤
之前的几名学生，就是因为无法突
破身体过敏的问题而不得不放弃
了学习。

金缮的传承离不开资金的支
持，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大
漆一市斤的价格要数百元，一支优
质填补毛笔价格近千元，一克金粉
要千元左右，修建一间阴室要几万
元……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金缮
技艺的传承难以实现。

即便面临这么多困难，程坤和
张亮依然负重前行。“传承是一种责
任，是必须坚持下去的，是我们今后
的一个主要任务。”他们说。

修复是艺术上的二次创作

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承

破裂的瓷器

用胶黏合

凝固

破裂处撒金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