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式口大街路北承恩寺，一进山门，庙
堂，翠柏，碉楼……真是一个闹中取静，别有
洞天的好去处。但笔者此行，并不是为了古
刹寻幽，而是专程探访有着当代“宫廷造办
处”之称的北京燕京八绝艺术馆。

据同行的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东城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漆镶嵌髹饰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北京燕京八绝艺术馆馆长
柏群介绍，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记载，康熙年间设立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是
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先后设有六十
多个专业作坊，为宫廷服务两百多年。

清朝灭亡后，清宫造办处的工匠散落民
间，在北京地区逐渐形成颇具代表性的八种
绝技——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
嵌、花丝镶嵌、宫毯和京绣，统称“燕京八
绝”，这八种技艺都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燕京八绝的作品几乎囊括了故宫中
80%的陈设品，它们彰显出富丽华贵的皇家
气象，浸透着原汁原味的京城文化。

走进位于承恩寺大雄宝殿的燕京八绝
艺术馆主展厅，笔者看到，近百件“燕京八
绝”精品、文物珍品和大师作品依次陈列，既
有当代工匠打造的上佳作品，也有清朝传世
的经典佳作，不少展品更是参加过“国字头”
的外事活动和重要宴会，例如当年APEC会
议上展览的金漆镶嵌八吉祥银锭套盒等。
此外，还有从清朝时保存至今的海黄根雕、
景泰蓝竹笛等，其中以木雕精湛技法雕刻蜘
蛛网、在竹胎上添加景泰蓝等传统技艺目前
已不可考，只有现场观摩才能体会其技艺之
精深。

边走边聊，听柏群细细道来，真是涨了
不少见识，所谓“燕京八绝”：

一为景泰蓝。也称“铜胎掐丝珐琅”，因
其釉料颜色主要以蓝色(孔雀蓝和宝石蓝)
为主，又因其最初兴盛于明景泰年间，故称
为景泰蓝。景泰蓝最后一个繁荣期便是乾
隆时期。当时烧制大型景泰蓝的技术迅速
提高，数量显著增多，高大的屏风、宝座，制
作技术高、难度大。

二为玉雕。在玉雕漫长的工艺发展历
程中，明清时期，玉器开始形成了固定的流
派，即南玉作、北玉作。南玉作以苏州、扬州
为中心，北玉作以北京为中心。清代，大批
南玉作能工巧匠来到北京，形成了集两家之
长，融南、北玉作之美的北京玉器。

三为牙雕。牙雕旧时又被称为“皇家工
艺”，产品主要作为皇家贡品。北京牙雕以
仕女、老人、佛像、器物、花卉等见长。早期
的牙雕仕女，人物动态变化不大，被叫作“棍
子人”。后来北京牙雕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作品出现了组雕或群
雕等形式，雕刻技法上也吸取圆雕、浮雕和
镂空雕等技法。

四为雕漆。雕漆是北京特有的工艺。
清代的雕漆工艺纹样更加细腻华贵，往往集
绘画、雕刻和漆饰工艺于一身，创作出了难
得的精品。 雕漆有金属胎和非金属胎两
种，前者是珐琅里，后者为漆里。雕漆的颜
色有红、黑、黄、绿等多种色彩，其中以红为
主，所以雕漆又叫“剔红”。

五为金漆镶嵌。中国的漆器有着非常

悠久的历史，北京漆器主要有两种，一是雕
漆，另一种是金漆镶嵌。这两种漆器都具有
古朴沉稳、做工精细的特点，是北京漆器的
代表。史料证明北京金漆镶嵌在元代已经
颇为成熟，并开创了软螺钿新工艺，漆器主
要品种有雕漆、戗金和螺钿镶嵌等。到了清
代，在内务府造办处下设42作中专门有“漆
作”。产品主要有车、小船、轿、仪仗及皇室、
贵族所用的日用家具、器具及各种装饰摆
件。

六为花丝镶嵌。花丝镶嵌，又叫“细金
工艺”。它是用金、银等材料，镶嵌各种宝
石、珍珠，或用编织技艺制造而成。花丝镶
嵌分为两类：花丝，是把金、银抽成细丝，用
堆垒、编织技法制成工艺品；镶嵌则是把金、
银薄片锤打成器皿，然后錾出图案，镶以宝
石而成。

七为宫毯。编织地毯在我国已有两干
多年的历史，早在元代时，元大都就已有专
为皇宫编织地毯的作坊，到明清时期，则已
大为发展。北京更加兴盛繁荣。北京手工
织毯制作工艺考究，图案丰富多彩，因为过
去曾是皇宫专用的御用品，所以又叫宫毯。
其以工艺精细、样式美观、图案多彩、色调素
雅而驰名世界，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艺术的
代表”。

八为京绣。北京地区丝织业在唐代开
始兴旺，辽代时进入高峰，当时的燕京专门
设有“绣院”。《契丹国志》述燕京“锦绣组绮，
精绝天下”。京绣在清代，尤其是清末民初，
受苏绣影响很大，另外还受到湘绣、粤绣、蜀
绣的不同影响，因而京绣在近代博采众家之
长，一度成为众家之首。在历史上大量京绣
主要供奉宫廷帝王侯爵服饰之用，因而京绣
又被称为宫绣。

“燕京八绝”各有所长，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的机遇和挑战又各不相同。据有关记载，
明清朝是““燕京八绝””的鼎盛时期。当时
两朝下设 42 间作坊，每个作坊都汇集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他们以自己的聪明
才智和精湛工艺向皇帝和达官贵人展示了
民间的绝技，““燕京八绝””就是在这样的环
境下诞生的。

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八绝””最辉煌的
时候是新中国成立初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那时北京拥有工艺美术工厂、花丝镶嵌厂、
雕漆厂、首饰厂、象牙雕刻厂、金漆镶嵌厂、
玉器厂、珐琅厂、地毯厂等一批专为特种工
艺美术行当设立的大型生产基地，他们生产
的工艺美术品大部分出口。但经过30多年
之后，由于工艺复杂、原材料价格昂贵、遭遇

“李鬼”假冒等种种原因，“八绝”都相继走入
了发展困境，甚至一度遭遇手艺失传的危
险。

工艺需要传承，也需要用传统工艺来服
务人民，美化人民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让
传统工艺焕发新的青春。如何才能让旧时
宫廷风范器，飞入寻找百姓家呢？

这份使命对于柏群来说，有着不同寻常
的意义——柏群的父亲柏德元，是清宫造办
处第四代传人王珍的关门弟子，也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漆镶嵌髹饰技艺的
代表性传承人。据柏群介绍，父亲所在的北

京金漆镶嵌厂，成立于1956年，由清宫造办
处漆画匠首领，以及承应皇宫所需的漆器艺
人和其传人等开设的 16 家作坊，采用公私
合营的方式联合建立。

2003年，北京金漆镶嵌厂企业改制，成
立了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转为股份
制民营企业，柏群在父亲的建议下，离开原
本的工作岗位，开始逐步接触金漆镶嵌和其
他宫廷技艺，“父亲当时对我说，‘传统工艺
的师傅们技艺超群，却不精于表达，只能靠
作品说话。你做宣传工作出身，应该发挥自
己的优势，让更多的人接触、了解到这些传
统技艺。’”柏群回忆道。

在父亲的感染之下，柏群从品牌管理入
手，潜心学习金漆镶嵌髹饰，投身金漆镶嵌
技艺的研发与推广。柏群介绍：“金漆镶嵌
的工序极其繁复，掌握起来也对艺人有着极
高的要求，比如刮灰，如何迅速、流畅地将灰
面刮平整，这之中的分寸把握非常精细。再
比如雕刻，讲究的是出刀无悔，有些纹路比
头发丝都细，几千刀的雕填，对艺人的考验
可想而知。”

先后师从于万紫、李德伦等多位大师，
2015年，柏群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恢复了
失传已久的梅花断技艺。2017 年，柏群完
成了自己的作品《彩绘十八罗汉图》。今年，
柏群又和万紫、李志刚等大师一起，参与完
成了大型雕漆屏风《燕京八景图》，整个作品
创作历时四年。

传承，不仅仅是一门技艺的发扬光大，
更是一种文化的生生不息。2008 年，柏群
想：“燕京八绝堪称民族瑰宝，是北京工艺美
术的代名词，有没有可能成立燕京八绝的平
台，代代传承下去，让流传七千年的民族漆
艺永放光彩。”

2010 年，北京“燕京八绝”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挂牌成立，同年，柏群在京西古刹承
恩寺建成了北京“燕京八绝”艺术馆，又在
2015年成立了北京“燕京八绝”协会。柏群
与“燕京八绝”各门技艺的多位传承人，齐心
协力架着这艘非遗传承的小舟扬帆起航。

“过去的传承人要求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今天我们的传承人同样要求新

‘四有’——有理想、有智慧、有创新、有作
为。”拥有着十多年媒体工作经验的柏群有
一个梦想：“今天的传承人，不再只讲求工
艺，闭门造车，我们有眼光、有胸怀，一步一
个脚印，实现着我们的金漆梦，也实现着我
们的燕京八绝梦！”

近几年，“燕京八绝”艺术品秉持不断贴
近市场的发展理念，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此
同时，这些艺术门类的新发展都将与“燕京
八绝”文化平台的提升息息相关。在这个平
台上可看、可听的故事多了，可感受的技艺
多了，文化内涵也得到不一样的延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依照西山永定
河文化带的定位，结合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
区的改造，在不久的将来，燕京八绝艺术馆
将以民办公助的方式升级为燕京八绝博物
馆并对外开放，让更多的市民感受到优秀传
统文化。”柏群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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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口古刹里的当代模式口古刹里的当代““宫廷造办处宫廷造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