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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金箔制作工艺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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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 上海 2仪犯 31 )

摘要 传统的金箔制作工艺是传统金属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制作金箔的主要和唯一方法是锻

造
,

自商代起一直沿用至今
。

早期由于未采用隔层材料
,

只能逐片锻打
,

厚度也不可能太薄
,

随着

隔层材料的使用
,

特别是至迟在明代使用的乌金纸
,

使金箔的厚度大大降低
。

从最早的逐张锻打

发展到目前的一次锻打 10 以) 一 2 (XX ) 张
,

生产效率有了极大提高
。

工序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细化
。

科技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

对传统工艺产生 了极大的冲击
,

因此对传统工艺的保护成为

当务之急
,

有效的途径之一是对传统工艺进行调查和研究
,

为此对南京金线金箔总厂的传统金箔

制作工艺进行了调查
,

从合金的成分
、

熔炼
、

打制和切割工具
、

隔层材料
、

制作工序等方面对金箔

的传统制作工艺流程作了记述
。

关键词 金箔制作
,

传统工艺

中图分类号 C Z翻 文献标识码 A

金具有美丽的金黄色光泽
,

具有 良好的化学稳定性
,

是人类较早使用 的金属之一
。

由于

金质地柔软
,

具有极为优 良的延展性能
,

在所有金属中位居首位
,

可褪碟成厚度仅为 0
.

00 1
~

厚的金箔片
,

因此中国古代金除制作成各种器物外
,

还将金碾成箔片
,

进行青铜器
、

漆器
、

佛

像
、

寺院建筑等的表面装饰
,

如包金
、

贴金
、

霖金等
,

在增加器物装饰性 的同时
,

减少 了黄金的

使用量
,

故有
“

凡色至于金
,

为人间华美贵重
.

故人工成箔而后施之
”

的古文献记载 lj[
。

目前考古资料表明我国使用金 的历史起于商代
,

河北箕城台西村图
、

北京刘家河
、

郑州

商城
、

安阳殷墟
、

山西石楼桃花庄
、

四川三星
.

堆等商代遗址 的大 中型墓 中都 出土了圆形
、

菱

形
、

梯形
、

长条形或不规则形等各种形状的金叶
,

主要用于贴附于金属器
、

漆器或棺木等物体

表面作装饰
。

其中三星堆出土的金器数量较多
,

形体也大
,

有金面罩
、

金手杖
、

金箔叶形饰
、

璋形器
、

虎形器
、

金叶
、

金鱼等各种形状
,

附着在青铜面具上的黄金面罩 (图 1 )
,

为青铜器增添

了一份神秘色彩图
。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

沿用了商代金箔 的褪碟工艺
,

曾侯乙墓出土了共计 940 片的金箔
,

多数有压印的花纹
,

主要用来贴附在铅锡饰物上
。

金箔最厚的 0
.

378 ~
,

最薄的 0
.

037 ~
,

一

般在 0
.

1 一 0
.

2~ 之间
,

形状不一
,

有圆形
、

半 圆形
、

圆弧形
、

方形
、

三角形
、

梯形
、

尖齿形
、

S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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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

见 图 2
。

图 1 三星堆出土贴金箔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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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
,

金箔多用在漆器的表面装饰上
,

西汉墓 中常出土以金箔为地的漆盒圈
,

以及从

漆器上脱落下来的金箔片 6j[
。

隋唐以后
,

随着佛教在 中国的兴盛
,

多用金箔进行佛像 的表面贴金及寺庙建筑 的表 面装

饰
。

明清时期
,

出现以金粉
、

金箔在器物和家具漆地上描金和贴金
。

到 20 世纪末
,

采用金箔制

作 的金箔工艺画成为家居装饰的一种新品
。

目前传统的金箔工艺仍流传于北京
、

南京
、

浙江
、

福建和广东佛山等地
。

中国传统工艺的历史源远流长
,

是珍贵的科学技术遗产
,

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但是
,

近百年来
,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

对传统工艺产生了极大

的冲击
,

使许多种传统工艺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

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 区
,

传统工艺以很快的速度

在消失
。

因此
,

对传统工艺的保护成为当务之急
,

有效的途径之一为对传统工艺进行调查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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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这就有了《传统工艺全集》的编撰和出版计划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 )
。

金箔的

传统制作工艺是传统金属制作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列人了
“

金属工艺卷
” ,

为此笔者对位于龙潭

的南京金线金箔总厂进行了考察
,

结合高鲁冀 7j[
、

朱筱著 sj[ 对南京地区
,

陈允敦
、

李国清刚 对福

州
、

泉州两地的调查
,

对金箔的传统制作工艺流程记述如下
。

金箔制作的工艺流程为
:

…合金配料与熔铸 )一 }拍叶 (即锻坯 ) }~ 匾亘国 ~ }打开子…一 …装开子…一 }亘碴{一 !亘戛 ~

…切金箔
、

包装 {

1 制箔合金的成分和熔铸

自然界 中的金主要 以自然金状态存在
,

依出产地不同分为沙金和山金
,

沙金产于河流或小

溪的砂石 中
,

山金则是含 自然金 的矿石
,

依 自然形态金可分为瓜子金
、

数皮金
、

马蹄金
、

橄榄金

等
。

中国古代主要采用淘洗法从沙矿中淘洗出金粒
,

然后将金粒置于称为柑塌的陶罐里加热
,

熔炼成金块
,

作为打制金片的原锭
,

商代遗址三星堆的 1 号坑 中出土了金料块
,

两面平整
,

略呈

长方形
,

侧面还留有浇 口 3j[
,

即为制作金器或打制金片的金锭
。

由于金和银常以各 自的矿物共生在一起
,

或成天然合金共成一体
,

因此自然金中除金外还

常含有 0% 一
30 % 的银

。

金的熔点为 l仪湃℃
,

熔炼时因金 的比重较大沉在下层
,

混人金粒中的

沙子等杂质形成熔渣浮在上面
,

由于银的熔点为 9团
.

8℃
,

熔炼金时
,

与金共生的银也被熔化
,

成为杂质留在金里
。

对曾侯 乙墓 出土的部分金箔进行检测
,

素面金箔含金
一
92 %

,

银
一 8 % ;几

何纹金箔含金
一 86

.

7%
,

银
一 13

.

3 % 闭
,

其它的金器也含或多或少的银
。

因此打制金箔的金块

成分是随着金料来源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变化
。

只有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
,

出现了金银分离

术
,

才能提炼出纯度较高的金
。

纯金柔软
,

强度不足
,

难以打制出极薄的金箔
,

因此在传统 的金箔制作过程 中并不使用纯

金
,

而是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加人其它元素
,

使其合金化
,

以增加金 的强度
。

由于银与金 能完

全互熔 ll[ 〕
,

延展性仅次于金
,

银成为最主要的添加元素
,

其次为铜
。

目前的产品按成分分顶红 (含 97 % 金 )和顶赤 (含 79 % 金 )两种
,

顶赤含金较低
,

降低了金

箔的成本
,

但色泽微偏红
。

将按 比例配好的黄金放人增涡
,

高温熔化后注人铸铁模内铸成长

or 一
20

c m 的金条待用
。

2 制箔工具

2
.

1 打制工具

主要是锤和砧子
,

根据不同的工序
,

锤和砧子的形状有所不同
。

拍页过程中使用的拍页砧

和拍页锤 ;打开子过程中使用的平砧和锤子 ; 打箔过程 中使用的石捻子和推锤及护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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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隔层材料

乌金纸
,

牛皮纸
,

茅台纸等
。

乌金纸是打金箔时采用的隔层材料
,

将金片一层层隔开
,

使同

时锻打多层金箔成为可能
。

乌金纸何时出现已不可考
,

但最迟在明代时已用于打制金箔
,

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
·

五金

第八
·

黄金》篇中记述了乌金纸的制作
: “

凡乌金纸由苏杭造成
,

其纸 由东海 巨竹膜为质
。

用豆

油点灯
,

闭塞周围
,

只留针孔通气
,

熏染烟光而成此纸
” 。

直到现在
,

乌金纸基本仍沿用此法制

作
,

一般采用多年生的竹子中最坚韧的纤维部分
,

制成植物纤维纸 ;刮下豆油或煤油缓慢燃烧

在灯罩上产生的烟良 (即碳黑 )
,

将其掺人用牛骨等熬成的骨胶中
,

搅拌均匀后在竹纸上涂刷七

八遍
,

烘干
,

用檀木锤反复锤打
,

直至打出光泽
,

锤击力使碳黑和骨胶渗人纤维纸 的间隙中
,

形

成致密坚韧乌黑发亮的乌金纸
,

图 a3 是放大约 100 倍的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乌金纸的形

貌
,

细小致密的颗粒分布其上
,

与同样倍率下观察到的普通复印纸的形貌有很大区别 (图 3b)
。

图 3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乌金纸与普通 白纸的形貌

a
.

乌金纸
,

b
.

普通白纸

R g
.

3 M a g诵ed im a g e s of ht e b la e k po pe
r 出 l d a c

~
aP pe

r
.

a
.

1〕la e k p司祀 r ,

b
.

~
p拜祀 r

乌金纸是打制金箔过程中最关键 的材料
,

金箔能打成的厚度与乌金纸 的品质有很大关系
。

2
.

3 切割工具和垫板

皮板
,

竹刀
,

羽毛刀
。

打成的金箔约 0
.

1脚
,

切箔时必须采用极细腻干燥 的垫板
。

取一方

形木板
,

下接圆形木柄
,

上敷棉花
,

绷上硝熟的整张猫皮
,

制成皮板
,

见图 4 ( a)
。

竹刀是选用多

年生的老竹
,

剖成片
,

一侧修出锋利的刃 口
,

固定在工字形木架的两侧
,

两竹刀的距离即为成品

金箔 的尺寸
,

见 图 4( b)
。

3 传统金箔制作工序

3
.

1 拍叶

拍叶即锻坯
。

在拍叶砧上用拍 叶锤将金条反复锻打 (图 5 )
,

其间由于加工硬化的原 因
,

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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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切割工具

a
.

皮板
,

b
.

竹刀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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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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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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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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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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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坯片置于木炭炉或电阻炉中加热至 减刃℃
,

进行退火热处理 (图 6)
,

使金片变软
,

方可继续锤打
。

至厚约 0
.

08 ~ 的坯片时
,

将其剪裁成方形小片 (图 7 )
,

每片约重 1分 ( 0
.

31 25 9 )
。

拍叶砧是一直

径约 35 cm 的圆柱形木墩中嵌一边长约 s cm 的方形铁砧
,

拍叶锤的锤面为长方形
,

见图 5
。

3
.

2 做捻子和打开子

将裁下的小片装人 1c0 m x 1c0 m 的黑色乌金纸中部
,

以 1(XX) 一 20( X) 片间隔地叠成一包
,

用

双层牛皮纸裹上
,

粘牢
,

称为做捻子
。

继续锤打
,

传统是采用手工在平砧上锤打
,

现在 已半自动

化
,

使用打箔机替代了平砧和锤子
,

机上安装着往复垂直运动的机械锤
,

约每秒下落 1 次
,

工人

移动在铁砧上 的捻子
,

控制锤击的位置 (图 8 )
。

此时被打开的金捻子 叫做
“

金开子
” ,

需要继续

锤打得更薄更开
。

3
.

3 装开子

先用布团在每张 20
c m x

20
c m 的乌金纸上扑上一层滑石 粉

,

用竹刀将金 开子从 1c0 m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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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拍叶
:

将金块锻打成薄片

Rg
.

H 5a J刀 mer ig n
a

og d b l lo ck面 ~d do n wt i
.

图 6消除加工硬化的退火热处理

瑰
.

6A n n

l a eh et g n a i p双犯
e ss

n班 k ig n
s

t iff en ig no l sd b lo ckto s

fot
.

10 c m见方的乌金纸中移人 0 2
c m x

0 2
c m的乌金纸 内 (见图 9 )

,

此道工序叫装开子
。

装开子的关

键在于吹
“ 口风

” ,

用竹签挑金箔的同时
,

风吹的方向如果不准确
,

很有可能挑碎金箔
。

所 以
,

装

开子的车间里终年不能通风
。

左手大拇指套上纸制指套
,

将移人的金箔置于乌金纸 中心
,

也以

1(XX) 一 20( 刃片为一包
,

外仍用双层牛皮纸裹上
,

粘牢
,

俗称
“

家生
”

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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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裁金叶
:
将拍薄的金叶裁剪成方形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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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打金开子
:

在打箔机上将夹在乌金纸内的金叶打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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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用布团将每张 2 0
cm减

2 0m c的乌金纸均匀扑上一层滑石粉

皿

( ) b用竹刀将金开 了从 1 0m c
x1 0二 见方的乌金纸内移人 2 0

cm x
2 0m c的乌金纸内

图 , 装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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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打箔

打箔工序由 2 人操作
,

一人在上左手将
“

家生
”

包置于石捻子上
,

右手持推锤指挥
,

另一人

在下双手持护锤用力打 (图 10)
,

开始时要轻打
,

称
“

前粘
” ;接着一锤紧接一锤

,

称
“

后垛
” ;后改

轻打
,

称
“

中心靠
” 。

这种打法俗称
“

打了系 (细 )
” ,

非常关键
。

如果用力不当
,

将金箔打穿
,

一包

金箔只能作废
,

必须 回炉重新熔铸打箔
。

废弃的金箔叫做
“

回残
” 。

楠赢

( a) 打金箔

( b) 打箔用的石砧—
石捻子

6 t 、

考一一一
、

/ /
-

二一一戈一
一一一一~ 司卜一一

,, . ` . . ~ ,

一 - 一---

(
。
) 坐在上方工匠用 的推锤 ( d) 坐在下方工匠用的护锤

图 10 打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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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具

将乌金纸中已打成的金箔用鹅毛挑人柔软的茅台纸内
,

称出具 (图 1 1 )
。

打成的金箔已薄

如蝉翼
,

不能用手触摸
,

一碰就会粘在手指上
。

和装开子一样
,

工人边吹 口风
,

边顺着金箔的翻

动之势用鹅毛将金箔轻轻挑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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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图 n出具
:

将乌金纸中已打成的金箔用鹅毛挑人柔软的茅台纸内

瑰
.

nM v o in gl s o o d fl s it ot s o f Pa
e p

ru s in g goos e e f
a t h

e r

3
.

6切金箔

打成的金箔呈边沿不齐整的方 圆形
,

将金箔移到皮板上
,

用竹刀切割成所需规格的形状

(图 12 )
,

切箔时竹刀有时会损坏金箔
,

此时需用竹签挑些金箔碎屑敷在缺损部位进行修补
。

至此
,

整个的金箔打制过程才结束
,

经过了多道工序
,

依工匠们 的熟练程度不同一包金片

需锤打 2 万到 3 万次才能得到薄如蜂翼的金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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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

) a (将金箔从柔软的茅台纸内移到皮板上
,

用竹刀切割成所需规格的形状

( b) 若金箱有残损
,

用细竹棒

挑些
“
回残

”

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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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将修补好的金箔移至包装纸上

图 12 切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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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锻打是金箔制作的主要和唯一方法
,

自商代一直沿用至今
。

由于为手工锻打
,

金箔各

部位的厚度就有区别
,

一般为中间厚
,

边缘薄
,

曾侯 乙墓出土的金箔
,

最厚 的 0
.

378 ~
,

最薄的

0
.

03 7~
,

要相差 0
.

341 ~
。

由于未采用隔层材料
,

只能逐片锻打
,

厚度也不可能太薄
。

随着

隔层材料的使用
,

特别是至迟在明代使用的乌金纸
,

使金箔的厚度大大降低
,

至清代成品金箱

已被称为
“

飞金
”

了
。

( 2 ) 从最早的逐张锻打发展到 目前 的一次锻打 1(XX) 一 2X( 刃 张
,

生产效率有了极大提高
。

工序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细化
:
从拍叶

、

做捻子和打开子
、

装开子
、

打箔
、

出具
、

到切金箔
,

须 2 万 -

3 万次锤锻才能完成 1 张金箔的制作
。

(3) 锻打是金箔制作过程 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序
,

要经过
“

前粘
” 、 “

后垛
” 、 “

中心靠
”

等用

力轻重不同的步骤
,

工人的劳动强度也最大
。

现已 由机械锤替代
,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

但

同时
,

熟练的技术工人也在消失
。

因此
,

传统工艺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中
,

应该 同时注重

传统工具的保留和掌握传统技艺工人的保护
。

致谢 本工作得到了南京金箔金线总厂黄述白
、

黄必孝
、

余传龙
,

南京博物院万俐先生的极大帮助
,

特此



增刊 廉海萍
:

传统金箱制作工艺调查研究 3 4 7

致谢

参 考 文 献

1潘吉星
.

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
.

成都
:巴蜀书社

.

18 9 9
.

义 9一 3 50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

革城台西商代遗址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19 85
.

161

3 商代蜀人秘宝—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

见 : 中国考古文物之美第 3 集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19多4
.

112
一 1 16

4 湖北省博物馆
.

曾侯乙墓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19 89
.

3 90
一 3 99

5 文物编辑部
.

座谈长沙 马王堆一号汉墓
.

文物
,

19 72
,

(9)
: 犯 一 73

6 湖北省博物馆
.

光化五座坟西汉墓
.

考古学报
,

197 6 年
,

( 2)
: 149

一 170

7 高鲁冀
.

中国古建筑中的婆金与贴金
.

考古与文物
,

19 80
, .
: 4)

: 125 一 133

8 朱筱著
.

金箔流行从头细说
.

申江服务导报 (上海 )
,

2X( X) 年 1 月 26 日 y7I
,

8 版
.

9 陈允敦
,

李国清
.

传统薄金工艺及其中外交流
.

自然科学史研究
,

19 86
,

5 ( 3)
: 256 一 2 65

10 孙哉
.

金银冶金
.

北京 : 冶金工业出版社
,

19 86
.

18

on t r a山 t io n 目 奴叉 h 苗q砰e of m吐1119 go ld fo U

L IA N H ia P ing

凡兜 。八六五诚〕
闻

o yr fo
r 公万 l` e

耐咖 & A r J 刁砚 0 1硬哟
,

s ha
了

倒
奴王i M白占。 5八。 了妙

。 1 2印2 3 1 )

A bs t份 C t

hT
e t r a d it io n al et e

hn i甲
e al x 〕ut m a k ing 即 ld fo i l 15 a k in d Of im po rt an t t

adr i ti o nal me alt te e
hn i明

e i n

C h in a
.

hT
e fo 笔 in g 15 ht e m , tl y an d on l y m e ht do for

In a k i n g g ol d fo i l
,

I t e on t in l l es ot be u s e fu l l x s h a n g

d犯l as yt ot ht e p er s e n t
.

A t ht e e a r ly t ime
s ,

oG ld fo il s

weer
o

vln fo r g e d p i ec e
场 p i e e e be e au s e of n ot ot u s e

i n et lr盯e r
.

A n d i ts ht i e k n e s s e ou l d on t b e v e巧 ht i n
.

A l o n g iw ht u s in g int elr vae
r n 1a te ir al

,

ht e ht i e k en s s of

sol d fo il was er du
e ed ve 巧 mu

e h
, e s详 e i滋l y n lak i n g u s e of a k in d of s p e e i al b lac k P即 er

.

hT is ki n d of

b lac k p a p e r a p ep , d i n M i嗯 d y l l as yt at l e as t
.

U n ti l to Qi嗯 d y n as yt
,

ht e ht i e kn es s of 即 ld fo i l s was
v

衅
ht i n j

u s t lik e i t e ou ld 场 i n het
s
场

.

On
e t ime

o n 〔 , p i e e e of go kl fo i l fo誉d fo
mer vlr

,

b u t

own
a t a

丽
e e o r

wot hot
u s an d P iece of sol d fo i l e ou ld be n )gr e d t o ge ht er al on g iw ht ht e t e e l〕n i卿

e d e v el O Pl n en t
.

T he

maun
-

fac tu er ieff
e ie n e y 15 i n e er as e d y

恻 mu
e h n

ow
.

nI ht i s p a ep r ,

het
t ar d i t io n al tec hn i卿

e a l刃 u t xn a ki n g 即 ld

fo il was ivn e s t ig at ed in ht e N anj in (沁 ld S itr
n g A ,飞d oG ld oF i l F a c to yr

.

tI i n e ih de s ht e
all 叮

e o l l lop s i tion
,

s

me h i嗯
,

wo kr i n g
onr

e e
du er a n ( l tool

s
.

hT
e p u er 即l d was

n o t u s e d i n ht e p or e e s s be e au s e i t 15 oot
s
oft an d



348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第 4 1卷

de o
s o nt hv a e e

~ g h i nt e l ls ity t oegt pa pr e一
t h i

n
g ok lo i fl

.

0 5a c
rt e a i nr P oe prt io nt e ma ljust k i l

es ir e hr o

e o pper 1a 5 d de dit o nt e h pt l托 s o l dt o ma ke it t oe b

e o c m
a l loy

.

TI、 er e

r ea
s
v e

er a ]k i n ds o d fie ff
r

t e ns h即 e

11a n皿 e。 田 l de a k bi

~
t oe bus e di nt e h die ffr et nPr o ce

u dr ew llie lo fr g ig ns o l do i fl
.

h Tr ee ea l
s
v e

e
磁

k i n ds o fit e nrs a l
r e mat e n眺

,

for
e x 出n p le b lac k p a p e r ,

b~
1 p ap e l , 助 d Maot ia p a P er

.

nA d ht eer aer hot er

ik dn oot ls
.

A ob词 iw ht cat isk
n on su

r fa c e an d ban 山 00 kn ife 15 cu itt gn t oo l s
.

A P lu m e i , a

~
in g t oo l

.

hT
e p or e e d u l℃ of lb r

ig嗯 卯 ld fo il 15 as fol l o w s
.

H

amme
ir n g a g o ld l〕 lco k ot ht inn er

, e u itt n g i t int o s l n a l l

s q l l a况 p ie e e ,

卯 tt in g i t i n ht e b lac k p aP e r ,

bu dln
i嗯 wet

n yt or ht i r d t y tll o t l s a n d s b l (℃ ks iw ht i n t e r l叮er of

b lac k p举
r
( l o

e m x 10 e m )
,

h

amme
ir n g ht i。 p ac k娜

,

vmo
in g g o l d fo ils 拓犯 1 s m al l bl ac k p a ep r

( 10
e m x

10 e m ) ot la r g e b lac k p
举

r
( 20 cm

x
20 cm )

,

b U n d l i吧 th e n 、 ,

h明m l e ir嗯 a g a in
,

an d ht en a v

卿 ht i n sol d

fo i l e an b e 即 t
,

K e y w o r ds oG kl ifo l
, r

Tar d i t io aln me alt ect hn i q l l e

2X() 2 一

06
一

肠 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