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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匠心 不负光阴
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保护文化遗产。

2008年，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申遗成功，给陈令勇及东方艺珍带来了

很多的便利，搞文创、办工作室、申请政府特

殊津贴，去年还加入了通州区关于国内高层

次人才引进的“运河计划”……“现在咱也打

上‘人才’的标签了，这要搁以前，哪有资格参

评这些呀！过去常说我们手艺人‘你就那点

雕虫小技’”，陈令勇说，这种雕虫小技也需要

一定时间去积累，大约是现在生活节奏太快，

更需要有人能真正沉下来。

而正是因为有和陈令勇一样醉心其中的

匠人，才使得古法手作的花丝镶嵌异军突起，

更多人开始追求首饰背后蕴含的意义和故

事，于是，高级定制火了，就连市面上看到的

很多大品牌，也开始和东方艺珍合作，花丝镶

嵌给中国珠宝首饰市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花丝镶嵌和陈令

勇一样，经历了大起大落，最终才摸索出适合

自己的路。如今，拥有员工近百人，生产车间

也换到了现在的800多平方米，还另外设置

了展厅。

现在回想起来，陈令勇竟是厂子改制前

最后一批入厂的员工，如今，他已经成为北京

东方艺珍花丝镶嵌厂制作总监、执行厂长。

而就在近日，他便要带着生产线上的百十号

人去往江苏，那是他的老家，也是他一手带出

来的这些徒子徒孙们的老家。以后，通州这

边就只做研发和展示。

细数这四十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可

有一样是始终不变的，那便是匠人们对于这

门手艺的执着传承，而技术的革新，便是传承

最重要的进阶之路。

文并摄/本报记者 杨红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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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沉浮廿五载
从风光到破产再到改制 陈令勇找到了工匠传承之路

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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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金丝在他手中辗转腾挪，再用一把镊子就能掐成各式精美的造型：蜻蜓造型的簪子、三层

花瓣的胸针、镂空的葫芦……

在通州区张家湾广聚街6号的一栋四层小楼里，一群人整日与黄金玉石为伴，掐、填、攒、焊、锉、锼、捶、挤、镶等

技法并用，花丝闪烁，清风徐来。说起花丝镶嵌，向来不善言辞的陈令勇总能侃侃而谈。

老牌国营厂的风光

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起源于春

秋战国时期，是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

统手工技艺，早些时候主要用于皇家饰

品的制作，那会儿叫“轻工造办处”……

如今，这门技艺只留存于北京、成都

两地，尤以北京的花丝镶嵌工艺最为齐

全，而北京这一脉，通州又最具话语权。

老北京的花丝镶嵌艺人多出在通州。

1958年，在通州孔庙遗址上建成的

“北京花丝镶嵌厂”，成为当年北京花丝

镶嵌工艺品的主要生产地。陈令勇没赶

上厂子最鼎盛的时期，他是1993年才应

招进入当时的小西天分厂的。不过，光

是从老师傅们那儿听来的故事就足够令

他自豪了。

受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影响，当时国

家并未完全放开黄金交易，国营厂有相

对充裕的指标，“那会儿厂子拿到黄金原

材料，加工成成品流向市场，（上个世纪）

70年代初期基本都用于出口，为国家的

出口创汇做出过突出贡献。”陈令勇说，

那会儿的北京花丝镶嵌厂应该是全通州

最好的企业，甚至办过学校。

这种好光景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

80年代。

从濒临破产到更名改制
改革开放并没有让这个老牌国企

太快见到利好。80年代中后期开始，

厂子的效益便大不如前。随着企业改

革的逐步深入及整个外部环境的影

响，加之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频

繁更换厂长大约一度也成为制约厂子

发展的原因之一。

到了90年代后期，北京花丝镶嵌

厂连年亏损，濒临破产。陈令勇进厂

正好赶上厂子“日渐西斜”的那几年，

“后来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就给一块

写着‘中国人民银行定点维修单位’的

铜牌子，到当时市里的蓝岛、西单、菜

百等商场，去维修首饰”，陈令勇说，厂

子提供营业执照，个人自负盈亏。

和大多数能买断工龄的国企老员

工不同，作为合同工的陈令勇感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压力。1996年，他和厂

子里的一位老师傅合伙，在西四的羊

肉胡同租了栋二层小楼，办起了自己

的花丝镶嵌厂，“说是厂子，其实多半

都是干些维修的活儿，”陈令勇说，楼

下接活儿，楼上加工。后来西四建地

铁，二层小楼面临拆迁，陈令勇就将厂

子搬到了通州。

北京花丝镶嵌厂于1999年5月由

北京市工美集团总公司划转到北京市

通州区管辖。1999年12月，北京花丝

镶嵌厂更名为北京东方艺珍花丝镶嵌

厂（下称“东方艺珍”），企业性质为全民

所有制。至2009年为适应新的形势

要求又改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

从吹灯聚火到激光焊接
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经历反复

的论证和实践，而这个过程，只能交给时间

去磨合。对于陈令勇来说，改革开放的成

果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几千年不变的技

术开始不断更新换代。

“三分手艺，七分家伙”，这是老辈儿师傅

们传下来的话。可在早些时候，匠人们用的

“家伙”也不过是些寻常人家的物件儿。

陈令勇的师傅沿袭着代代相传下来的

靠吹灯聚火焊接，“端个煤油灯，用嘴，对着

空心铜管将煤油灯火聚成一束高温火焰”，

陈令勇说，得想办法使换气的时候火不停。

90年代初期出现了脚踩器，工具的替

代最主要的表现便是省力。与此同时，汽

油替代了煤油。之后使用煤气和氧气的氧

乙炔焊，再到现在的激光焊接，完美解决了

焊件之间的角度问题。

技术的革新改良升级了每一道制作工

序，才使得如今加工出来的首饰精美绝伦。

传承的是一种内涵、一种精髓，陈令勇说，不

一定非得照搬原来一模一样的东西。

1988年 毕业合影

陈令勇作品

2014年陈令勇为世界旅游小姐冠亚

季军制作了头冠

1995年 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