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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实施文化传承展示工
程的重点项目之一。
该系列计有《江苏名镇》、《江苏名园》、《江苏名宅》、《江苏名刹》、《江苏名街》、《江苏名
店》、《南京云锦》、《南京金箔》、《苏州刺绣》、《苏州桃花坞年画》、《扬州漆器》、《宜兴
紫砂》十二种，基本囊括了江苏物质和精神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各个方面。
何谓风物，六朝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在《游斜川》诗序中说：“天气澄和，风物闲美。
”以致现在的不少辞书仍然在将“风物”作“风光”与“景物”解，这当然是不够全面的。
唐宋以降，风物又加入了风俗与物产的内涵，如《通典》、《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无不将风俗物产
列入到“风物”的类别中。
明清以后，“风物”的概念愈加宽泛，举凡风光、民俗、方言、物产、古迹、轶闻等，无不纳入到“
风物”的范畴中。
至如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诗中有“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句，则泛指社会上各类事
物以及诸色人等的心态，这当然是更加自由而近乎浪漫的表述了。
作为自然景观与文化积淀的风物，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对风物的研究，离不开对特定地域、特定群体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与生产方式的考察，此正所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江苏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自古风物清嘉，秀丽宜人。
境内傍江临海，平原辽阔，江河湖泊密布，东海、长江、太湖、洪泽湖在此汇集，苏北沿海海景壮观
，苏南水乡风景婉约。
江苏风景兼江湖河海之美，长江横穿东西，江面辽阔，一泻千里。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连云港海阔天空，太湖烟波浩瀚，洪泽湖碧波万顷。
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为代表的历代诗人，在江苏留下了许多讴歌山川秀美的不
朽诗篇。
江苏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我国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厚的省份之一。
千百年来，江苏人民依靠智慧和力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我们留下了像徐州楚王墓群、南朝
陵墓石刻、苏州古典园林、明孝陵与明城墙这样闻名遐迩的物质文化遗产。
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苏州刺绣和桃花坞年画、南京的云锦和金箔、无锡惠山泥人、扬州的漆器和
雕版印刷、南通风筝和蓝印花布、宜兴紫砂、常州梳篦、苏州和扬州的盆景，以及素有“百戏之本”
美誉的昆曲等，都是江苏风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局面，江苏文化建设也取
得了巨大成就。
2006年，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江苏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
的目标，努力实现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和文化人才队伍强，使江苏文化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几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文化战线辛勤耕耘、奋力拼搏，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省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优秀文艺作品和文化人才不断涌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化遗产
保护成效显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龙头文化企业迅速崛起，全省文化实力明显增长。
《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的出版，是我省文化建设的又一个喜人收获，期望它会进一步提高我们
的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增进我们热爱家乡的自觉意识，为江苏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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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实施文化传承展示工
程的重点项目之一。
该系列计有《江苏名镇》、《江苏名园》、《江苏名宅》、《江苏名刹》、《江苏名街》、《江苏名
店》、《南京云锦》、《南京金箔》、《苏州刺绣》、《苏州桃花坞年画》、《扬州漆器》、《宜兴
紫砂》十二种，基本囊括了江苏物质和精神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各个方面。
本书是其中的《南京金箔》。
　　南京金箔锻制技艺保持了传统的冶炼、打制等多种技艺，旧时老艺人将金箔业分为五行，为拍叶
、装沾、打箔、出起、切箔。
经过前人的总结，当代南京金箔业将金箔锻制过程归纳为十二道工序，这一过程神奇微妙，使金块变
为薄如蝉翼的金箔，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智慧，是中国民间工艺的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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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黄金说起第二章  回眸昔日金箔余辉  一、与文明古国相伴  二、青铜时代的娇子  三、神州古
代艺海拾金  四、诗文故事话金箔第三章  历史上金箔的运用  一、元代以前金箔在服饰上的运用  二、
金箔在漆器上的运用  三、金箔在建筑装饰上的运用  四、金箔的药用第四章  南京金箔的历史痕迹  一
、六朝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蒙元时期  四、明朝时期  五、清朝时期（上）——江宁织造所在地
织金妆花锦中魁  六、清朝时期（下）——天王爱彩画宫殿多用金  七、民国时期金箔业的萧条  八、南
京等地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南京金箔、金线第五章  建国以来的南京金箔业  一、合作社时期  二、“文革
”时期  三、改革开放万物复苏金箔发展金线遇挫  四、南京金箔锻制技艺的申报  五、南京金箔锻制技
艺传承与发展高层论坛  六、南京金箔锻制技艺传承人第六章  薄如蝉翼轻于尘——南京金箔锻制技艺  
一、黄金配比、化金条、拍叶、做捻子、落金开子  二、沾金捻子、打金开子、装开子、炕炕  三、打
了戏  四、明清著作对打箔的记述  五、神奇的乌金纸  六、出具与切金箔  七、金箔的品种与规格  八、
机器打箔与全自动打箔  附：诗文话南京金箔第七章  南京金箔工艺的运用  一、佛寺庙宇贴金  二、建
筑上的贴饰金箔  三、金箔与漆艺  四、金箔与金线  五、金箔的药用、食用及在化妆品、电子工业中的
使用  六、新工艺金箔画及系列工艺品  七、金箔与剪纸  八、洒金折扇与金花笺  九、金箔在古徽墨中
的运用  十、金箔的现代装饰工艺  十一、其他金属箔的运用第八章  南京金箔贴饰工艺  一、传统贴金
技艺  二、现代贴金技艺  三、鎏金与扫金  四、《天工开物》对贴金的记述  五、为香港回归贴饰紫荆
花  六、为奥运村等场馆贴饰金箔第九章  千丝万缕见神工——南京传统真金线的制作技艺  一、做胶—
—白土红土牛骨胶舂粉慢搅寻开窍  二、打纸——换面换锤轮番打坚韧基纸始出来  三、褙金、担金、
砑金、熏金——可恨年年压金线  四、切金——“驰马蹿蹄”硬把工  五、搓金线——粗纱细纱缠金皮
刺绣织造两相宜第十章  南京传统真金线工艺的运用  一、用金银灿若云霞“金宝地”瑰丽灿烂——金
线在云锦上的运用  二、通经断纬缂丝魂入金方有缂金法——金线在缂丝工艺中的运用  三、戏服喜用
金银线民族服饰巧刺绣——金线在剧装和少数民族服装上的运用  四、皇家专利金银线庶民若用受制
裁——明初朝廷对民间禁用金线第十一章  诗文故事中的南京金箔金线  一、金箔的传说  二、葛仙翁方
山显灵的传说  三、步步生莲花  四、杜秋娘作诗《金缕衣》  五、从金线在云锦上的运用看“锦上添花
”  六、周晖由金箔技艺发感慨  七、《红楼梦》中的织金织物  八、金边牡丹的传说  附：南京金箔与
历史上漳州、苏州金箔金线业的比较第十二章  南京金箔制作厂家  一、南京金线金箔总厂  二、金陵金
箔公司  附：南京中国金箔艺术馆  三、宝玉金箔有限公司  四、中国金箔城  五、雨后春笋般的金箔新
企业  六、南京金箔业、金箔工艺企业（含个体）一览表第十三章  南京金箔工艺厂家  一、南京祥龙贴
金工艺有限公司  二、南京九鼎金箔工艺有限公司  三、南京金顺贴金工艺有限公司  附：世界著名金箔
产地侧记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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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金屋藏娇  “金屋藏娇”这一典故出自汉班固《汉武故事》。
汉武帝小时候很喜爱表妹阿娇，说如能得到阿娇做妇，要用黄金作屋让她住。
后人遂用“金屋藏娇、金屋贮娇、藏娇、贮娇、阿娇住金屋”等写新娶娇妻美妾，极其宠爱而禁于深
宫幽室。
用“黄金屋、金屋”等指极其华丽的宫室，多指美女居所。
对于“金屋藏娇”中“金屋”的理解，有人特别是金箔业内的人士认为应该是指用金箔贴成的房屋更
为容易接受，用黄金作屋显然是不现实的，好在汉代金箔已广泛使用。
李白《怨情》诗：“请看陈后黄金屋，寂寂珠帘生网丝。
”自居易《续古诗十首》之五：“岁暮望汉宫，谁在黄金屋。
”李商隐《无题》诗：“黄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楼？
”李贺《上云乐》诗：“三千宫女列金屋，五十弦瑟海上闻。
”古今多少名家都用过这个典故，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黄金屋”的意思？
为人作嫁  “为人作嫁”是出自唐代的一个典故，比喻徒然为别人忙碌。
“为人作嫁”出自唐朝诗人秦韬玉的《贫女》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风流。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就有做金线的，“压金”同流传在南京今天的“砑金”或者“桠金”(
图011)，无论是从语言发音上还是从词意的理解上都是差不多的。
“砑金”是用砑珠压在金纸上来回推磨，将珠子上的光抛在金纸上，由于砑杆上还坠一个沉甸甸的石
砣，故而操作起来是很费力气的，是一个苦活，无怪乎被秦韬玉感叹为“苦恨年年压金线”。
试想一个贫女自己没有钱为自己置备嫁衣，却年年替人家制作金线缝制嫁衣，真是令人伤感、同情的
。
狩野永德创立的屏风画善以金箔作地  早在日本平安时期，僧人空海制作曼荼罗佛画，在紫色缎子上
用金银泥线描制作出《两部大曼荼罗》彩色画。
到了11世纪平安时代中期，和风佛画成熟，有一幅名为《释迦金棺出现图》，该画通过多种色彩，描
绘出丰满的佛容和披皱褶袈裟的佛身，展现了一种立体感，同时加上装饰性的要素和传统的截金(用金
箔截成)纹样，创造出纯粹的东方古典样式。
而安土桃山时代(794—1192年)，由狩野永德创立屏风画、隔扇壁画也重视金箔的运用，大多直接用金
色作底色，如狩野永德绘制的屏风画《洛中洛外图》(图012)、八条宫家的屏风画《桧图》以及屏风画
《唐狮子图》，画中的地面或云彩都敷以金箔，这种大幅金碧浓彩画的特征，充分发挥了力量感和豪
华的装饰性。
信长营造安土城的7层天守阁时，还令狩野永德绘制富丽堂皇的装饰性壁画，题材以花鸟为主，配有
山水，还有中国故事人物，永德率全家全身心投入，呕心沥血，前后花了5年时间才完成。
该作品金色作底，绘以浓彩，金碧辉煌。
有人称赞该装饰画日：“御绘所上上下下都是金。
”俄罗斯人“纯金”做屋顶  相传俄罗斯人自古就喜欢用金箔装饰物品，多用于内部装潢和建筑物的
门面。
有一年，蒙古金帐汗国军队的首领看见俄罗斯人的屋顶金光灿灿，就认为这些屋顶都是用纯金做成的
。
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有些士兵看见金光灿灿的屋顶建筑，心中为之一震，有个士兵企图取
下教堂上图案精美、发出金光的“尼古拉大十字架”，一斧子砍下去后，随之也击碎了士兵们的黄金
美梦，原来那十字架上仅有一层薄薄的金箔。
唐诗中的金线  华丽的词章中常会出现“金银”的字眼，而在诗歌鼎盛的唐代，形容服饰的华美，往
往少不了“金线”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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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丽人行》诗：“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蹙金”，按照《辞海》的解释：用拈紧的金线刺绣，使刺绣品的纹路绉缩起来，又名拈金。
杜甫的这句诗是说用金线绣出孔雀、用银线绣出麒麟来，这里杜甫用金银线绣出的华丽衣饰来形容杨
贵妃衣着的奢华。
王建《宫词》诗：“看着中元斋日到，自盘金线绣真容。
”李商隐《无题》诗：“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
”前一句指的是烛光半照在绣金翡翠的衾被上，从李商隐的诗句中可见被上翡翠图案是用金线绣成的
。
李商隐还有一首《为有》诗：“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金龟，指朝服上用金线所绣的龟形，《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天授元年，改内外所佩鱼，并作
龟，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
”从以上唐诗中可看出，唐代是盛行金线用在服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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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从文学创作开始走进写作之路的。
多少年来，我没有写出能打动作者的作品，想不到我奉献给社会的第一本书竟是属于说明文文体的小
册子，但我并不因此而低看它，我相信若干年后，这本书仍能保持它的信息量，至少说它反映了特定
时期“南京金箔”的状况。
首先我要感谢李宝祥先生，这本书里的许多信息都来自李先生。
近几年来，我养成了个习惯，每一次与他的交往过程，都留心记录他无意中流露出的与金箔有关的信
息，正是这些信息充实了我这本小册子的内容。
李先生从事金箔业近四十年了，他是学技术出身的，无论是金箔的锻制技艺、真金线制作，包括当代
乌金纸的制作，还是国内外金箔业的状况，他都烂熟于胸，可以说，就“南京金箔”而言，他是最有
发言权的人；其次我要感谢南京金箔金线业的一批老艺人：李兴锦，我童年时代的邻居，当年的供销
科长，他有满腹说不尽的关于南京金线金箔的话题，虽然他不曾亲手参与过金线金箔的制作，却能将
每道技艺过程、技术要领以及金线金箔的运用解释得详详细细，能具体到任何一个细节，他一次次不
厌其烦地为我介绍、解释金箔金线知识，我有一种直觉，他就是一部金箔金线的“活字典”！
要知道这些知识是艺人们口授心传的，在任何典籍里也查询不到，因而是弥足珍贵的。
李兴旺、武廷奎、沈梓源、熊怀娣、正是他们的演示和口授进一步成就了我这本书中的关于金箔金线
手工制作技艺的篇章，特别是那些今天已被机器替代而老艺人们尚能说得清的手工技艺，如果今天再
不把它记录下来，那将会成为一桩憾事，一桩永远也弥补不了的憾事，因为在整个封建社会，手工技
艺被视为“末技”，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金箔锻制技艺的描述也只
有一、二页纸的篇幅，清代迮朗对金箔的记述，从份量上看与宋应星相比是旗鼓相当的，正因为此，
我觉得这一点正是我这本书的最大收获，我庆幸这批老艺人还健在，更庆幸赶上了国家重视非遗保护
的好时代；再其次我要感谢南京金箔集团宝玉公司的蔡敏女士，早在2004年她就接待了我的去访，为
我提供了一些金箔运用方面的资料，他们的金箔艺术馆让我大开眼界，南京金线金箔厂的高级工程师
张文娟女士、摄影家刘苏华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图片，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本书对南京金箔的起源或者说源流，交代的还不够，我从民间一些老人的口里只
能得到一些传说和清末的情况，传说显然是缺乏科学的依据，清末以前的情况就很模糊了，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中流行一个“从哪里来”的命题，显然，这本书对这疑问回答的似乎不够充分，这也是是
书不足之处。
在我接受省人民出版社写作《南京金箔》任务时，只给两个月时间，而此时正遇南图搬迁新馆，不要
说古籍部了，闭架书也不对外开放，我想从古籍堆里寻出点史料哪怕是一鳞半爪，也成了泡影。
鉴于此，我将在今后的读书过程中继续关注南京金箔的昨天，希望能有机会弥补这本书的不足，更希
望以此书为引玉之砖石，聆听各方专家的赐教。
就在这本书即将付印之际，我又看到一个关于南京有金矿开采的报道，我联想到本书曾提到“南京是
个不产黄金的地域”，看来这一说是不能成立的，我想应该把它改过来。
本书的总编建议我在后记里提一下，我采纳了他的建议。
其实我有个在南京银矿退休的朋友，他早就跟我说过，南京银矿每年也有几十斤黄金的开采，我总觉
得这几十斤跟南京其他丰富的矿藏相比算不上什么，便把它忽略了。
这次的报道是说南京江宁的铜井有一个江苏最大的金矿，我想到有人说过：南京与黄金的关系有三个
，一是享有盛誉的南京金箔，二是将金线运用到织造里的云锦，三是同样享有盛誉的南京金银细作，
看来还应该再增加一点，即南京也有金矿。
最后有一点我必须要在这里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编辑出版时间紧迫，加之对图片数量的要求之多，在
录用近170幅图片中，有几幅可能并非是提供图片的朋友亲拍，恕未能与摄影者取得联系，万望能够予
以鉴谅，盼有关人士能主动与编者联系，以补上我的谢忱。
管秋惠 2008年11月写于南京麒麟门外锦绣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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