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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玛藏族传统金工艺术布纹镶嵌及其应用

1.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嘎玛乡的地理方位   2. 布纹镶嵌工艺——拔银丝

内容摘要 ：嘎玛藏族传统金工布纹镶嵌工艺是

藏族金属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

工艺研究价值。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正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昌都地区嘎玛乡布纹镶嵌技艺的

审美情趣、加工技艺及形制结构。本文对嘎

玛藏族金工布纹镶嵌工艺及纹饰进行了梳理，

希望为在工业化背景下传承这门古老的手工

技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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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工——布纹镶嵌

镶嵌工艺是一门技术要求很高的金工技艺，

是将天然宝石、人工合成宝石、半宝石等用各种

适当的方法固定在贵金属托架上的一种常见工艺。

当今比较常见的金工（首饰）镶嵌工艺包括爪镶、

包镶、钉镶、闷镶、轨道镶等镶嵌工艺，金工匠

通常根据宝石的物理形状及大众审美选用上述镶

嵌方式。金工布纹镶嵌工艺亦是传统金属镶嵌工

艺的一种，但和上述传统的镶嵌工艺有本质区别，

技艺要求也相对复杂。它将两种不同硬度的金属

镶嵌在一起，利用金属的物理属性、软硬度及热

胀冷缩等特性完成的金工镶嵌形式。其最具特色

之处是可以镶嵌非常繁复致密的金属材质的装饰

纹样，纹样之复杂、规律之程度令其他镶嵌工艺

很难企及。在国内其他地区，几乎看不到布纹镶

嵌的金工饰品，更没有使用此种技艺的历史。笔

者查证大量西藏本土资料，也未发现关于使用该

工艺的历史记录。嘎玛乡千百年来一直盛行的布

纹镶嵌工艺是否是尼泊尔文化的遗存已无法考

证。事实上，藏族传统的金属艺术（首饰）中也

很少看到这种金工技艺，只有在嘎玛乡个别的首

饰作坊才能看到该工艺的遗留作品，且大多是祖

上留传下来的物件。现在当地的很多首饰匠人几

乎都不会布纹镶嵌工艺。由此推断，布纹镶嵌工

艺应该是随同当年（约 850 年）兴建嘎玛乡境内

的嘎玛丹萨寺的印度、尼泊尔工匠流传到嘎玛乡

的。据记载，在当时中亚一些国家有使用布纹镶

嵌工艺的历史。“在尼泊尔金属工匠的作品中，使

用布纹镶嵌工艺极为普遍。当年在建造位于嘎玛

乡境内的嘎玛丹萨寺时，曾请一些来自尼泊尔、

印度、锡金、拉萨，以及内地召集来大批能工巧匠，

大兴土木，筑殿饰彩，镂金雕玉，合璧生辉”。[1]

在七世嘎玛巴曲扎江措从尼泊尔带来两位善造金

属佛具的金工匠人，由于手艺非凡受到极高的款

待，之后就安家落户在嘎玛乡瓦孜行政村白坡丛，

以金属饰品制作与销售为生。

笔者考察的首饰作坊男主人叫巴松，是嘎玛

乡瓦孜行政村唯一的一户尼泊尔后裔，在当地金

属工艺界颇有名气。之后巴松推荐来自该乡唯一

熟悉布纹镶嵌技艺的瓦孜行政村金属世家——格

布从家的旺青曲达师傅前来演示该技艺。

二、布纹镶嵌技艺

金工布纹镶嵌制作工艺复杂且技法难以掌

握，加工的基本工具相对固定，主要制作工具都

是金工匠人自己加工而成的，如紫铜锤子及一些

辅助材料等。制作工具包括 ：紫铜锤子、胶板、

平口錾子、拔丝板、铁砧子、剪刀及加热火枪等。

材料相对简单，包括铁片（厚度≥ 2. 5 毫米）、银

丝或铜丝（直径 0.1 毫米左右）、银片（厚度 0.05

毫米左右）。

布纹镶嵌工艺流程包括三部分 ：

1. 镶嵌银丝

（1）将铁片固定在胶板上。铁片的厚度是 2.5

毫米左右 , 低于此厚度錾刻纹理时铁片容易变形，

影响最终的视觉效果。另外要使用硬度比较大的

胶板，否则也会导致铁片变形。如果铁片的面积

比较大，固定铁片时，可在铁片背面抹上一层油

( 食用油即可），然后迅速再将铁片固定在胶板上，

这样可以大大增加铁板与胶板之间的牢固度。

（2）待胶板冷却后，用锋利的平口錾子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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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纹镶嵌工艺——主要工具  4. 布纹镶嵌工艺——银片

5. 布纹镶嵌工艺基本流程（5-1. 錾刻网格纹，5-2至 5-4. 镶嵌银丝，5-5. 捶打银片使其变薄，5-6. 镶嵌银片，5-7. 镶嵌银片，5-8. 镶嵌完成，

5-9. 退火使其变软，5-10. 冷却，5-11. 轻按挤压，使镶嵌更牢固，5-12. 布纹镶嵌作品）

片上錾刻交叉纹理线，该纹理线类似金属工艺所

使用的板锉上的纹理。刻线的方向一定是斜向交

叉 , 而不是垂直交叉，刻线要密而匀，线条越密

越匀，嵌入的银丝就既牢固又规整。

（3）自然铁的颜色泛银白色光，嵌入银丝后

色彩对比效果较弱，因此要提前把铁片染黑。将

铁染黑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把铁浸在浓硫酸或

浓硝酸溶液中，通过化学反应可以变黑，或者直

接使用工业上使用的染黑剂等。这样铁的黑色与

之后镶嵌上银的白色就会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

（4）镶嵌银丝。类似中国传统的景泰蓝掐丝

的方式，将银丝制成需要的形状，然后把成形的

银丝放到铁板上，固定银丝并执锤敲打银丝，直

至其嵌入铁片内。需要强调的是，敲打时一定要

使用紫铜锤子。因为铁嵌银（布纹镶嵌）工艺的

基本原理是依靠錾子在铁板上錾刻出的网格纹将

银丝抓住。如果用铁锤敲打银丝，就会把铁板上

锋利的网格纹敲钝 , 那么银丝就不易被抓牢。而

紫铜锤子的硬度刚好合适，既不会把纹理敲平，

又能把银丝砸进铁板上相应的纹理中。

2. 镶嵌银片

（1）将银片按所需的纹样剪好。

（2）将錾刻好的网格纹的铁片染黑。

（3）将剪切成形的银片放在錾刻网格纹的铁

片上。在银片上垫一小块树皮（或类似的物品）。

然后用铁锤敲打 , 银片就会牢牢地嵌入铁片上了。

藏族匠人镶嵌银丝时，用紫铜锤直接敲打银丝，

避免破坏银丝的形状。镶嵌银片时，则在其上垫

上一块树皮，目的是借用树皮的韧性把银片压入

网格纹内，并紧紧地贴附于铁板上。

3. 退胶

根据需要纹样镶嵌所有的银丝和银片之后，

要用火枪把固定铁块的胶吹化后迅速取下铁片，

事先应将铁片周围留出一厘米的空白，以免火苗

把嵌入的银丝、 银片吹化。镶嵌好的铁皮去胶后

迅速放到冷水中，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使之镶嵌更

牢固，银丝和铁片接触的缝隙更小、更加平整。

三、布纹镶嵌工艺在当下饰品中的应用

嘎玛乡文化名人、唐卡艺术大师嘎玛德勒说：

“在昌都地区嘎玛乡，金工布纹镶嵌工艺曾经极

其繁荣，该金属技艺主要装饰在马鞍的局部及饰

品的边缘等。”[2] 在现代化交通工具未进入嘎玛乡

以前，人们出行主要依靠马匹。好马配好鞍，马

鞍的制作极为精良，局部所体现的布纹镶嵌工艺

亦十分讲究，与之对应的装饰纹样十分精美。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藏民的出行条件得到明显

的改善，摩托车普及，部分富裕的家庭已开上私

家车。马匹不再是藏民出行所必备的，制作马鞍

的这种手工艺也随着马鞍被人们遗忘在生活的一

边，导致当下布纹镶嵌的没落。现今只有个别的

金工匠人还能制作简单的布纹镶嵌工艺，但装饰

和形式意味明显落后于此前遗留下来的作品。考

察金属工艺期间，笔者偶然发现瓦孜行政村一家

银匠家的一副马鞍。该马鞍的局部装饰为金工布

纹镶嵌，装饰纹样精微细致，工艺制作壮观中彰

显精致，苍劲中不失细腻，是纹样和工艺完美结

合的精美之作。

马鞍的边饰是藏族传统金工——布纹镶嵌工

艺的代表作，其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材料、纹样、

技艺等全方位突破其他镶嵌方式对材料的局限，

视觉效果壮观精致，两种金属镶嵌，浑然一体。

其次，饰品之间的色彩对比，金、银等金属丝、

片的镶嵌把握极为精准，超越了传统镶嵌的视觉

效果，用錾子在钢板上手工刻均匀网槽，追求非

常规律的衣纹呈现，把粗细均匀金属丝和薄厚适

宜的金属片赋予布纹表面，追求布纹镶嵌平、光、

亮与背板衣纹的空间效果，使之呈古拙中不失清

秀的视觉效果，是不可多得的藏族金工艺术珍品。

嘎玛藏族传统的首饰纹样的表现形式很多，

较常见的有饕餮纹、莲花纹、卷草纹、卍字纹等，

唯独卍字纹在布纹镶嵌中较多出现。卍字符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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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嘎玛藏族老式火镰——实用性物品  14. 嘎玛藏族老式火镰钢条——没有装饰纹样（局部） 张卫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珠宝学院

随着宗教诞生在西藏，最初也只是出现在庙宇或

者佛教法器上，随着佛教的普及逐渐在民间流行。

今天在藏民的生活中，卍字不仅代表一种佛教符

咒 , 还被人们看作一种吉祥的装饰图案。在今天

能看到的布纹镶嵌的金工作品当中，大都是采用

卍字纹样反复出现的形式进行镶嵌的。卍字纹样

是布纹镶嵌的独特视觉语言，是藏文化当中一种

简洁明快、有秩序的装饰纹样。

火镰是藏族腰饰当中主要的饰品，一般由四

部分组成 ：荷包、钢条、打火石、火绒。现在嘎

玛乡的藏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使用火镰了，但

是每逢节日或者其他需要展示自己的场合，人们

一定要在腰间佩戴各种饰物，其中就包括火镰。

笔者在嘎玛乡考察金工艺术期间，在嘎玛乡瓦孜

行政村金属世家——格布从家发现了多件传统老

式及现代新式的藏族火镰。该火镰已由过去的实

用物品转变为现在的审美性饰品。这种角色的转

变，使得首饰工匠制作现代火镰比传统火镰更注

重装饰性。老式火镰一般只在荷包部分做一些金

属装饰物，或者镶嵌珊瑚和松石，老式火镰的钢

条上面很少做装饰，以实用功能为主。但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它早已被遗忘在记忆中。据格布从

家金属匠人旺青曲达介绍，在西藏噶玛乡，失去

功能性的火镰仍然在民间流行，由曾经的实用性

物品向审美性饰品转变，成为节日盛装时的一种

装饰品。现代新式的火镰不仅荷包上的装饰物比

传统火镰繁复许多，而且新式火镰的钢条长度约

为 5~8 厘米，打造成镰刀形状作为火镰的主要部

件。钢条上用布纹镶嵌工艺镶嵌着有秩序、明快

的卍字符，极为华丽。工艺制作从内容到工艺完

美体现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嘎玛

藏族新式火镰在满足基本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它的装饰功能。因为对于现代藏族人而言，

火镰既是取火的工具，也是彰显高原民族性格的

一种腰饰，因此制作现代新式藏式火镰的材料和

布纹镶嵌工艺都十分考究。这也恰恰证实火镰对

于嘎玛乡人而言，已经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装饰

品了。

任何一种工艺都有它独特的语言形式 , 金工

布纹镶嵌也不例外。首先，布纹镶嵌工艺适合表

现纹饰美，因为运用该工艺可以在饰品表面制作

繁密的图案，纹样的复杂程度是其他镶嵌工艺难

以替代的。传统纹样是中国工艺美术发展过程中

传承下来的形式美的集中体现，利用布纹镶嵌工

艺的视觉特点，将传统纹样当中的形式美用现代

首饰语言表达出来，是嘎玛藏族布纹镶嵌工艺与

现代首饰设计相结合所产生的一个创新点。其次，

布纹镶嵌工艺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金属的黑白对

比关系。在染色的铁或者钢表面镶嵌银片或银箔

形成黑、白对比关系，黑色与白色是色彩当中没

有冷暖属性的一对颜色，几乎可以和任何颜色构

成和谐关系，被称作永远的流行色。将布纹镶嵌

工艺运用到现代首饰设计当中，可以表现黑与白

的秩序感、韵律感，展现简洁明快的现代首饰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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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 英 ] 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M]，

向江笳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第 85 页。

[2] 嘎玛德勒是唐卡艺术重要的画派分支——嘎学噶志派的唯一

传人，他 5 岁学藏文，8 岁学经书，是该画派 500 年来除三个扎

西以外最优秀画家的代表，画风影响整个藏区。嘎玛德勒不仅是

一位优秀的唐卡艺术大师，也是一位教当地金工匠人 “造型”的

老师。据昌都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布东介绍，嘎玛德勒的弟子已达

200 余人，遍及整个藏传佛教地区，嘎学噶志画风对嘎玛藏族金

工技艺的影响不可估量。

6. 马鞍——部分金属部分的制作工艺为布纹镶嵌  7. 布纹镶嵌工艺的纹饰   8. 嘎玛藏族卍字纹样——火镰  9. 嘎玛藏族莲花纹——腰饰

10. 嘎玛藏族卷草纹——錾刻工艺  11. 嘎玛藏族新式火镰——审美饰品  12. 藏式火镰的钢条——布纹镶嵌工艺（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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