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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掐丝珐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精湛的工艺技术，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

桥梁。而掐丝珐琅社团，作为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承者与推广者，在地域文化特色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本文旨在深入探索掐丝珐琅社团在地域文化特色构建中的价值与影响，以期为地域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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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tide of globalization，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and crafts，silk-pinching enamel，with its unique 

artistic charm and exquisite technology，has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s the inheritor and promoter of this art form，the silk-pinching enamel societ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value and 

influence of silk-pinching enamel commun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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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掐丝珐琅社团：地域文化特色的守护者 

掐丝珐琅，又称景泰蓝，源于古代波斯，后在元代传入中

国，并在明清两代达到鼎盛。它以铜胎为底，用细铜丝掐出

图案轮廓，再填以各色珐琅釉料，经烧制而成。每一件掐丝

珐琅作品都是匠人心血的结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和地域特色。掐丝珐琅社团，作为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承者，

通过组织活动、传授技艺、创作作品等方式，守护着地域文

化的独特魅力。 

首先，掐丝珐琅社团是地域文化记忆的承载者。通过举办

展览、讲座等活动，社团成员向公众展示掐丝珐琅的历史沿革、

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使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得以在现代社会中

延续和传承。同时，社团成员还积极挖掘和整理地域内的掐丝

珐琅文化资源，为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力的支撑。其

次，掐丝珐琅社团是地域文化创新的推动者。在传承传统技艺

的基础上，社团成员不断探索和创新，将现代审美观念、设计

理念和技术手段融入掐丝珐琅艺术中，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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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色的新作品，这些新作品不仅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

还提高了掐丝珐琅艺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掐丝珐琅社团：地域文化特色的传播者 

掐丝珐琅社团在地域文化特色构建中的另一个重要价值

在于其传播作用。社团成员通过共同努力，掐丝珐琅艺术得以

跨越地域界限，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一方

面，掐丝珐琅社团通过参加国内外展览、交流活动等，将地域

内的掐丝珐琅艺术作品推向国际舞台，展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

力，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地域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促进

了地域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掐丝珐琅社团还利用

现代传媒手段，如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扩大掐丝珐琅艺术的

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通过在线展览、直播互动、短视频分享等

方式，社团成员将掐丝珐琅艺术的魅力传递给更多的人群，激

发了公众对地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三、掐丝珐琅社团：地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掐丝珐琅社团在地域文化特色

构建中的经济价值也日益凸显。通过推动掐丝珐琅艺术的产业

化发展，社团为地域经济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掐丝

珐琅社团促进了掐丝珐琅艺术品的生产和销售。掐丝珐琅社团

组织工艺品制作、销售等活动，不仅为掐丝珐琅艺术品提供了

展示和销售的平台，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原材料供

应、工艺品设计、包装运输等，这些产业链的发展不仅增加了

就业机会，还提高了地域经济的整体效益。其次，掐丝珐琅社

团还推动了地域文化旅游的发展。社团成员结合地域内的自然

景观和人文资源，开发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掐丝珐琅文化旅游线

路和产品，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这不仅促进了地

域内旅游业的繁荣，还提高了地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掐丝珐琅社团在地域文化特色构建中的挑战与

对策 

尽管掐丝珐琅社团在地域文化特色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如人才短缺、技艺

传承困难、市场需求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以

下对策： 

（一）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融合掐丝珐琅技艺 

掐丝珐琅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代表之一，其独特的艺

术魅力和文化内涵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因此，掐丝珐琅社团

在构建地域文化特色时，应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将地域

特色元素融入掐丝珐琅技艺中。例如，社团可以组织成员参观

当地的历史文化遗址、博物馆等，了解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

艺术风格和民俗风情，从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具有地域特色的

掐丝珐琅作品。同时，社团还可以邀请当地的文化专家、艺术

家进行讲座或工作坊，为成员提供指导和建议，帮助他们更好

地将地域文化元素与掐丝珐琅技艺相结合。 

（二）加强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 

1.人才培养 

掐丝珐琅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专业

人才的培养。社团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桥梁，应积极与

学校、职业教育机构展开深入合作。学校方面，应开设专门的

掐丝珐琅专业课程，将这一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技艺正式

纳入教育体系之中，从小培养学生的兴趣与基础技能。职业教

育机构则侧重于实践技能的提升，为学生提供更多动手操作的

机会。同时，社团还应举办形式多样的工作坊、讲座和大师班

等活动，邀请业内资深匠人及专家进行技艺传授，这些活动不

仅能够让学习者近距离感受掐丝珐琅的魅力，还能有效提升从

业者的专业水平，促进技艺的精细化发展。此外，为了鼓励更

多年轻人投身掐丝珐琅艺术的学习与实践，社团可联合相关机

构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助学金，这些奖助措施将有效减轻学习者

的经济负担，激发他们对掐丝珐琅艺术的热情，为技艺的传承

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2.技艺传承 

掐丝珐琅社团的核心使命是技艺传承。社团应建立完善的

技艺传承体系，以确保传统技艺得以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该

体系通过师徒制的形式，让技艺在师徒间口口相传，手把手教

授。同时，社团也应组织集体创作活动，让成员们在共同实践

中领悟掐丝珐琅的精髓。此外，掐丝珐琅社团还应积极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对掐丝珐琅的制作过程进行记录和展示。例如，

社团运用数字化记录技术，将制作过程精细地保存下来；利用

虚拟现实（VR）技术，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掐丝珐琅的

制作过程，使这一技艺得以跨越时空限制，广泛传播。社团在

传承技艺的同时，还应十分注重创新。掐丝珐琅社团应引导传

承人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个人风格和时代元素，不断推

陈出新，这样的做法，使掐丝珐琅艺术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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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焕发新的生机，吸引更多人的喜爱。 

（三）加强社团交流与合作 

掐丝珐琅社团应加强与其他文化社团的交流。掐丝珐琅社

团应主动与本地的书法、绘画、戏曲等传统艺术社团进行交流

合作，这些社团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通过交流，

掐丝珐琅社团可以借鉴其他社团在文化传承、技艺创新等方面

的经验，同时，也能将掐丝珐琅的独特魅力介绍给其他社团成

员，促进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这种跨社团的

交流合作，有助于形成多元互动的文化氛围，为地域文化的繁

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掐丝珐琅社团应积极参与地域文化节庆活动。地方政府

和文化部门通常会举办各种地域文化节庆活动，如庙会、花

灯节等，这些活动是展示地域文化特色、吸引游客的重要平

台。掐丝珐琅社团应积极参与这些活动，通过现场展示、技

艺表演等形式，向游客和市民展示掐丝珐琅的独特魅力和制

作工艺。同时，社团成员还可以与其他文化艺人、手工艺者

进行交流互动，共同探讨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路，这种

参与不仅提升了掐丝珐琅社团的知名度，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播

和推广做出了贡献。 

掐丝珐琅社团应加强与学校、社区的合作。学校和社区是

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掐丝珐琅社团可以通过与学校合作开设

兴趣班、工作坊等形式，将掐丝珐琅技艺引入校园，让更多的

学生了解和掌握这项传统技艺。同时，社团还可以与社区合作

举办文化讲座、手工艺展览等活动，增进社区居民对地域文化

的认识和认同，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培养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

的兴趣和热爱，还能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 

掐丝珐琅社团应加强与其他地区掐丝珐琅社团的交流与

合作。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但不同地区的文化之

间也存在着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掐丝珐琅社团应加强与

其他地区掐丝珐琅社团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联合展览、技

艺交流等活动，共同探讨掐丝珐琅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之路，这

种跨地区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拓宽社团成员的视野和思路，促

进掐丝珐琅技艺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与交流。 

例如，北京市景泰社区掐丝珐琅制作活动作为“一社一品”

特色活动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掐丝珐琅技艺的传授，提升社区

居民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活动中，志愿者们详细介绍了中

国“十大国粹”以及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引领大

家感受华夏文明的千年魅力，这种结合地域文化的掐丝珐琅制

作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还促进了地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杭州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掐丝珐琅社团将掐丝珐

琅技艺与戏曲人物两大非遗项目相结合，创作出十二生肖戏曲

人物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既具有传统的历史厚重感，又富有现

代的创新活力。通过社团的教学和活动，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掐

丝珐琅技艺，还加深了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此外，潍坊

青州市圣水学校掐丝珐琅画社团将传统文化融入教学，让学生

们在制作掐丝珐琅画的过程中领略传统工艺的精湛，通过掐

丝、点蓝等工序的实践操作，学生们不仅锻炼了耐心和专注力，

还培养了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这些成果在校园环境布置中成

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

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掐丝珐琅社团在地域文化特色构建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掐丝珐琅社团作为地域文化特色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不仅守护着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通过传播和推广地域文化

特色，促进了地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掐丝珐琅社团面对未来

的挑战和机遇，应继续加强人才培养、技艺传承、市场需求拓

展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为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贡献更

大的力量。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给予掐丝珐琅社团更多

的关注和支持，共同推动地域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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