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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开设目的：
n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的掌握金属编织首饰的基本概念、不同

的编织方法以及如何设计和制作出金属编织首饰。培养学生的金属编织制
作工艺，金属编织首饰的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并通过必要的设计创作来
掌握这些规律。使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具备不同工艺的首饰设计能力，为以
后从事珠宝首饰企业首饰设计、生产、加工、营销等工作而打下基础。

n  
本课程的学科基础：
［1］《中国手工艺丛书 》 王连海，孙法鑫　著,大象出版社出版社，2010.03.
［2］《首饰材料应用宝典》〔英〕安娜斯特尼亚·杨著, 张正国.倪世一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什么是“金属编织”？
•什么是“金属编织首饰”



•谈谈“金属编织首饰”的现状





第一章 金属编织首饰的概念、编织工具的认识



• 本章节重点：金属编织的概念；

• 本章节难点：金属编织首饰与其他编织首饰的区别；



• 1.金属编织工艺的历史



• 1.金属编织工艺的历史:
• 金属编织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秦始皇陵墓出土的一号马车和二号马车排头

的马匹脖子下悬挂的璎珞和头饰纛[dào]全部是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
制作而成，专家们用放大镜反复观察都没有发现表面有任何锻打痕迹，均匀
的粗细，都表明了这些铜丝很有可能是由拔丝法制作而成。这说明了早在公
元前两百多年，我们国家就可能具备了优秀的拔丝工艺，也为后来明代细金
工艺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夯实的基础。而在西方艺术史的长河中，苏美尔王
朝和古罗马王朝中也多次出现金属绕线首饰的身影。金属编织首饰虽然在中
西文明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都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洗礼，拥有着顽强的
生命力发展壮大渊源流传，在现代首饰急速发展的今天，用厚重古老的生命
吟唱着新的歌曲，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图1—1 纛[dào]   图片来源：兵马俑博物馆 图1—2  明代万历金冠 图片来源：网络 



• 这顶金冠重826克，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据专家介绍，此冠虽只属于皇帝常服冠戴，但其制作工艺技巧却

已登峰造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纵观这个冠体，竟然找不到一个接头，一个焊点。

• 翼善冠分为"前屋"、"后山"和"金折角"三个部分，通体为极其精致的金丝编织。其前屋部分，以518根0.2毫米细的

金丝编成"灯笼空儿"花纹。由于当时的工匠技艺纯熟，所编花纹不仅空当均匀，疏密一致，而且无接头、无断丝，

看不到来龙去脉，有如罗纱、蝉翼轻盈透明。在半圆形的帽山上，立着两片状似兔耳朵的金丝网片，一颗太阳状

的明珠高悬在两耳之间，两条金色的行龙足登帽山，正面昂首眺望明珠。

• 后山与折角也全用金丝编成，编织形式同前屋。后山部分组装有二龙戏珠图案的金饰件，其中二龙的头、爪、背

鳍和二龙之间的火珠，全部采用阳錾工艺进行雕刻，呈半浮雕效果;龙身、龙腿等部位则采用传统的掐丝、垒丝、

码丝工艺进行制作，每个鳞片均以金丝搓拧成的花丝制成，码焊成形。由于工匠焊接时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如

此复杂的图案装饰，却不露丝毫焊口痕迹。这样绝妙的技艺令专家学者叹为观止。

• 对于这顶极为珍贵的翼善冠，专家的评价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缕织工艺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 2.金属编织首饰的概念



• 2.1 纤维vs金属纤维
• 纤维的概念界定：天然的或者合成的具有细丝状或者呈线性外形结构的物质，

包括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等传统纤维以及金属纤维等非传统纤维。

• 金属纤维的概念界定：金属纤维是纤维材料中的一种，属于非传统的纤维材
料。1936年，在美国2050298号的专利中Eeverett SJ.公布了用集束拉丝法
来生产金属纤维。大约经过三十年多年的时间，利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微米级
纤维才达到商业应用程度。金属纤维生产涉及到了冶金、化学、机械和加工
等众多学科领域，目前在这一技术在世界上只被几个公司所掌控来生产耐蚀
耐热金属纤维。由于技术复杂，价格昂贵，因而，相对于越来越成熟的天然
纤维和人造纤维来说，金属纤维还鲜为人知，极少在杂志、教科书或者百科
全书中被介绍。金属纤维的制作方法：金属纤维的制作方法主要分为三种，
一种是拉拔法，一种是切削法，一种是熔抽法。



• 2.2金属编织首饰的概念

• 综合得出，金属编织首饰是一种将拉得很细的金属丝或可以弯绕曲折的金属
条也就是类似于线状的具有弹性的金属材料用弯绕、编结、穿插、编织等纺
织或是编篮工艺来实现目的的首饰类型。所用的材料一般为金属丝，金属条，
金属长片等，常规的金属丝一般为0.2到1.0mm不等，但是规格尺寸随着技
术的发展而发展，贵金属和贱金属均可作为材料使用。



• 3.金属编织工艺满足现代实用艺术的需求



• 现代首饰市场的六个需求分为情感性需求、回归性需求、个性化需求、文化
性需求、精神性需求、体验性需求。金属编织由于其造型的自由性和多样性，
能更好的表达人们对金属首饰的情感诉求，从而满足首饰市场的情感性需求。
编织这一古老朴素的技艺，蕴含着自然性和原始性，满足了首饰市场回归性
的需求。金属编织首饰兼具金属的坚韧和织物的柔软，难以批量生产，具备
手作的独一无二性满足了个性化需求。金属编织工艺在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大
环境下形成各具特色的表现形态，满足了首饰市场的需要多种文化性的需求。
金属编织首饰的少焊接少机械的制作方法，更符合现代人的低碳生活方式以
及手工制作的慢生活的渴望，满足了首饰市场的精神性需求。金属编织相较
于其他的金工工艺更为安全便利，而且易于手工操作，技法由浅入深利于初
学者学习，满足了首饰市场的体验性需求。



• 4.与金属编织同类型的首饰对比研究



4.1 绕线首饰或称为绕丝首饰（wire wrapped jewelry）:绕线是一种最古老的手工制作珠宝的技法之一。
这种技法可以制作一些首饰链并且还可以被用来制作首饰中类似于链子的部件。不需要通过焊接或者加热
金属丝线就可以使首饰中的一个零件连接到另一个零件。在这种技艺中，通常将金属丝线弯绕出一个圆环
或其他装饰性的形状，然后再将金属丝尾端环绕在自身身上形成永久的固定零件（单元）。因为这种技艺
环绕的特性，所以这种技术被称为绕线。
绕线首饰的历史：绕线和串珠首饰的技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数千年。可以从大英博物馆的苏美尔王朝珠宝
展品中发现这种技艺的踪影，展品中含有螺旋状的零件。这表明绕线技艺大概出现在大约公元前两千多年
前。也有其他来自古罗马的珠宝展品显示绕线首饰中绕环这一技术，这是绕线首饰中一个重要的技术。在
早期的首饰制造中，并不存在首饰的焊接技术。后来随着焊接技术的发展，这种技艺也得以继续发展的很
大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一个经济、快速使首饰各零件组合起来的技艺。目前，绕线技术并不经常用于批量
生产的珠宝首饰中，因为机械化生产的模具零件更便宜也更准确。绕线首饰更多的是采用独立手工匠人的
制作方法存在着。
绕线首饰的特征：
(1)绕线首饰是由金属丝和类似金属丝的金属线状物制作而成。
(2)绕线首饰每个零件之间的连接组合是由金属丝线之间的环绕编结而成的，没有焊接或者是热处理，而是
通过一个圆环连接另一个圆环形成封闭的回路。材料：一般是由金属所制成的不同粗细的丝线。



图4—1 绕线首饰 图片来源：网络



• 4.2纤维编织首饰

• 纤维编织首饰：西方传统中，人们将应用于首饰中的编织视为“纺织技术”
（textile technology）。它易于塑造富有装饰性的纹理，使首饰结构带有
一定弹性。历史：20世纪中期的工业生产导致的情感荒漠的背景下，随着
手工业作为补偿性反应在西方范围内复兴，运用纺织品工艺创作的编织首饰，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编织门类工艺的发展。



图4—2 纤维编织首饰 图片来源：网络





结论：
1、从材料上来说，纤维编织首饰取材范围最广，其次是金属编织首饰，最
后是绕线首饰。 
2、技法上来，金属编织首饰包含绕线首饰的技艺，金属编织技艺与纤维编
织技艺类型相似。
3、从三种首饰类型的特征可以得出，传统纤维编织首饰民族性强给人温暖
怀旧的感觉。绕线首饰给人复古感有很强的异域风情。金属编织首饰给人
通透精致的观感，具有很强的艺术美感。





• 本次作业：每人搜集5款绕线首饰的图例，图片注明出处。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