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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制造中的夹层工艺，是将构成器物的
胎体分为两层分别制作，完毕后将较小的内胎体
放到较大的外胎体中套接，两层胎体的交接处用
卷折的方式合并，从而形成双层中空的效果，也
可以叫作套胎，目前所知出现于宋代。夹层或套胎，
是现代人的叫法，不见于文献记载。[1] 中国古代
金银工艺技术，在唐代大都已经发明运用，后代
的进步主要在于更加精细，并无本质变化。宋代
出现的夹层工艺，是少见的创新。夹层工艺的特
点是能够防热，减轻器皿的重量且增加强度，还
节省原材料，属于“高档产品”，是宋代金银器的
新面貌。

四川彭州西大街窖藏出土的南宋银夹层螭虎
纹杯 [2]，外壁口沿下是一周雷纹，腹中部满饰卷

云纹，底部为一周双层叠压的团云纹。圈足錾刻
卷草纹一周。腹上附双螭，一螭上身向上横爬于
杯口上，两前爪攀在杯沿，头伸于杯口。另螭横
爬于杯腹上。双螭是加工成形后被焊接于杯体上。
器身为内外两层，中空，杯唇部可见内层外翻的
接痕。（图 1）

贵州遵义杨价墓也有一件十分相似的金杯 [3]

（图 2），从口部到圈足的纹样与彭州的银杯基本
相同，区别是双螭的螭首对称探出杯口，成为杯柄，
口沿唇部双层器胎的咬合处更加精准，几乎看不
出来是夹层。

湖南临澧柏枝乡出土螭虎纹银杯 [4]，也是双
层结构。（图 3）外层腹部錾刻翻滚的水浪，其间
锤揲一对尾端相接环绕杯身的螭虎，螭虎腾身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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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部分用另外两枚银片打造成形，扣合之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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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做法最早见于铜器，宋代金银器上的这类螭虎
也许另有所依据，是宋代流行的样式。

这几件器物，双层器壁之间是空的，并未粘
合在一起，外层是用锤揲加錾刻的技法表现纹样，
再加焊缀，高浮雕效果很强。口部的螭首可作为
柄、耳、提。不难发现，采用夹层工艺制作的器物，
不仅外观美观，也显得厚重稳健。

夹层工艺为什么出现在宋代?值得探究。宋
代金银的产量比起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器物
的制作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更加华丽、精细；
另一个则是趋于素朴、简洁。两者并不矛盾，因
为宋代金银器不再由皇室、贵族独享，比较普遍
地进入了富庶人家，也成为酒楼伎馆常用之物。[5]

金银器制作的私家作坊开始兴起，甚至成为主流，
引发了器物的多样化和行业竞争。在四川彭州窖
藏的近 350 件器物中，共有铭记 480 款。刻铭文
字内容有制造地点、店铺字号、工匠名字、拥有
者名字，还有器物名款、重量和质地成色的说明等。
其中“吉庆号”“德号”“张十二郎记”“何□三郎记”
等，表明它们来自不同的民间作坊。福建邵武窖
藏器物也有“尹一郎”“吴七郎造”“李四郎”“朱
十二郎”“□千一郎”“张十郎”“张六郎造”等 [6]，
显然是订做或购自于不同的作坊或店铺。而“周
家十分煎银”“周家十分”等 [7]，则带有宣传广
告、产品竞争的意味。从宋代金银器所见名款之多，
可以想见作坊的数量和生产规模颇为可观。

在市场的调节下，一些器物的形制、纹样等
形成了一些固定样式，产地和店铺虽然不同，产
品的形制、纹样却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如南宋黄
升墓 [8]、六安墓及稍晚些的元代张士诚墓 [9] 出
土的梳妆用银器基本相同。宋代出土于各地的小
口银瓶、银霞帔坠、银丝盒等都十分相像，表明
根据社会需求，金银制造行业会提供同样的服务，
还有批量生产的现象。

商品化生产追求多快好省，用最少的原料、最
短的工时获取最大利润，这就使宋代金银器总体上
以轻薄为特征，甚至简单粗糙，这是商品化后的必
然结果。然而，在适应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时，却
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富贵之家希望获得更
加华丽、精美的器物。在商品化的世界，产品的独
特性才能吸引客户，差异化的风格才能吸引不同的
消费者。生产和销售目标的不同，会引起器物群体
的分化。于是，既节省原料，又易于加工，还具有
厚重奢华外表的夹层工艺制造的器物应运而生。如
果器壁较厚，原材料增加，锤揲复杂的浮雕类也更
费工费时。在较薄的胎体上，比较容易锤揲錾刻复
杂的纹样。器物成型后，内部再加一层衬托，不仅
增加了器物的牢固性，不易变形，又使内壁光滑易
于使用，从而使轻薄与厚重、简易与精美的矛盾得
到完满的解决，还节省了原料。

夹层的发明，令制作精美的器物变得简明容
易，是一种聪明巧妙的发明，在市场上又合情合理，

结果却使器物的艺术效果大变，具有端庄、沉稳、
厚重的审美效果，满足了富豪贵族的需要。这类

“高档产品”有着超乎寻常的精致程度，能够拥有
者绝非普通人。如夹层金杯出土在遵义市杨价墓，
杨价是土司，是当地最高长官，权力很大，身份
地位不凡。

高档的夹层器物，既可以炫技，也能炫富，
还能展示权威，甚至讲述故事。

福建邵武窖藏中有一件鎏金夹层八棱银碗（图
5），外壁八个棱面上有高浮于壁面的人物、房屋
等图案，还突出了骑马人物。内底刻有《踏莎行》
词一首 ：“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
记。马前喝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宴罢琼
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至。修书速报凤楼
人，这回好个风流婿。”八棱杯上的骑马归来场面，
正是这首词的图解，带具体的内容与特定的情节。
古代读书人的理想，就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改
善自身地位。但考中进士很难，名列第一的状元
更是难上加难。若能成为“状元”，便走上了人生
巅峰，令人羡慕不已。衣锦还乡之时，排场很大。
早在唐朝，白居易的《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
中就说：“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
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
蹄疾，春日归乡情。”

邵武的这件八棱银碗，还有托盘（图 6），也
是八角形，盘沿饰格纹一周，内底锤饰凸起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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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图案，屋宇、亭池错落有致，花草、树木掩
映其间。一人在屋内对镜梳妆，二人在庭院里互
相礼让，仆人侍立一旁，还有龙凤驾着吉祥云朵
翔于天上。这不是在描绘普通的生活场景，令人
想起元关汉卿 《陈母教子》第一折 ：“学儒业，守
灯窗，望一举，把名扬。袍袖惹，桂花香，琼林宴，
饮霞觞，亲夺的状元郎。”这套碗、盘造型庄重，
词意与画境吻合。江西省新建也曾出土一件银盘

（图 7），与邵武托盘画面极其相似，并且也有《踏
莎行》这首词，只有个别文字不同，透露出这首
词在民间的喜闻乐见。

高档金银器制作有时还有特别的意图或特殊
的用途。史绳祖墓八卦纹银杯 [10]（图 8），杯身
内层底阴刻金、木、水、火、土五行图像。外壁
口沿下有一周 64 个方块纹，象征六十四卦。腹
部以竖棱分为八区，每区内饰八卦纹。墓中还有
一件八角形银杯，制作技术和纹样布局与此杯很
相似。夹层为精确表现纹样提供了方便，八卦纹
饰清晰凸起。史绳祖（约公元 1241 年前后在世）
为官履历丰富，曾主管成都府玉局观，精通易学
道教，晚年为人讲学。墓主的身份和器物的样态
表明这是一件应是用于筮卦的银器。

夹层工艺不仅助力器物制作的多样化，也更
容易展示人的思想观念。宋代各种材质的器物，
都有仿古作品，是整个社会风尚下的一种普遍做
法，而在金银器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在绵阳黄家
巷窖藏器物中，银鼎的颈部、耳部饰雷纹，腹下
部饰蕉叶纹 ；斗笠形银碗口沿内饰雷纹带 ；银瓶
肩部以雷纹衬地饰蟠虺纹。[11] 这些古色古香的文
雅，来自于先秦青铜礼器，秦汉后已消失，这时
又重新出现，而且并非是绵阳黄家巷窖藏器物独
有的现象，其他宋代金银器也经常出现，可以说
复古风格也是宋代金银器物的基调。[12]

溧阳窖藏的乳钉纹鎏金银盏 [13]（图 9），器
体呈四曲花形。碗的内壁口沿下有一周卷草纹，
唇部向外翻卷与外壁压合，内壁底部錾刻狮子戏
绣球。外壁在四曲处以凸棱相隔，分为四面，每
面在线刻的涡纹地上饰五颗高突于壁面的乳钉，
近底部有一周覆莲纹。圈足上饰一周花瓣组成的
纹带。口沿、圈足及花纹皆鎏金。外底有“李四
郎□”款铭，系制作工匠的名字。造型有似商周
时期青铜器中的簋。中国人有慕古心态，更是文
人的雅好，宋代尤为突出。宋人认为物以载道，
器物能以礼教培育情感，又相信理想的社会是在
古代，犹以三代最好。南宋翟耆年《籀史》关于
李公麟《考古图》的评述中说 ：“圣人制器尚象，
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
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这代表
了很多文人士大夫的观念，因此宋代的仿古作品，
尤其是模仿先秦时期青铜礼器的作品风靡一时。

湖南省澧县城关镇银乳丁纹簋式夹层杯 [14]，
仿青铜簋形。杯外口沿下为一圈云纹，腹部中间
饰一圈回纹地菱形乳丁纹。腹下部饰一圈内錾祥
云的莲瓣纹。腹部相对称附一半环形耳，耳上饰
有云纹和乳丁纹。宋代的仿古不是拷贝，正如宋
徽宗所称 ：“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
之意。”“复命有司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
之宜而勿牵于今。”[15] 这是纲领性的原则，复古
的追求没有作伪的动机，也并非惟妙惟肖，极少
照搬三代礼器原型，只是吸收元素，意趣相似。
复古作品形成的时代风气，目的是让器物转化为
精神生活的寄托。吕大临《考古图》中说 ：“非敢
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
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16]

金银器上的古式纹样，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
变形、改造。如彭州窖藏和杨价墓的螭虎纹银杯，

古朴典雅，口沿下饰先秦青铜器上常见的雷纹一
周，腹中部满饰云纹，也带有古意。而附爬在上
面的螭虎则又充满时代的新风，有着各种混搭现
象，充满憧憬想象，是“仿古不泥古”原则下出
现的古色新装，即便搭配生硬，却也奠定了另类
风雅的基础。

宋代文人士大夫对“雅”很在意，而且有着
独特的风尚。除了以古为雅，还追求宁静、恬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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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夹层工艺为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新出路。
杭州博物馆藏南宋夹层银鎏金盏（图 10），外壁
满饰花纹，主题为高浮雕荷塘小景，宋代常被称
为“满池娇”。利用金银材质的延展性锤揲出高浮
雕效果，把这种写实小景刻画得更加写实、生动。

夹层器物的双壁都很薄，外壁锤出高浮雕相
对容易。湖南临澧县新合乡龙岗村出土的双层银
杯（图 11），外层腹部的主题纹样也是高浮雕效
果的灵芝、仙鹤。内杯杯心錾刻叶脉纤细的荷叶，
叶心垫起一枚小小的银圆片，圆片上有一只乌龟。
圆片两侧用焊接的两个支架撑起乌龟，龟的头尾
和四肢因此可以自由摇摆，一旦盏中酒满，乌龟
便在莲叶间可动可摇，显得更为灵动。这也是古
人常说的“龟游莲叶”。杯或盏这类器物，历代常
见，至宋代变得奇巧雅致，造型纹样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南京市博物馆藏南宋夹层银杯，似乎
在移植花鸟画，极富情趣。

金银器不是生活必需品，却能满足精神上的
需求。夹层作品端庄、雅致华丽，满足了这一奢望。
有些杯盏可以用来饮酒，宋徽宗赵佶有诗曰 ：“酒
入金钟滟滟平，暗偷全在夹盘盛。宫嫔捧劝知分
别，相顾潜闻笑语声。”诗中说，用带有夹层的酒
具劝酒，欲使不知者多饮。已知夹层杯虽看不出
这种功能，但畅饮作乐的夹层酒杯是有的。夹层
器物虽以实用器的面目出现，却都与众不同，由
于过度的装饰，使用并不方便。有很多是八棱体，
盛装液体时并不便于饮用，高浮雕的纹样则导致

清洗不便。彭州窖藏、遵义杨价墓、临澧县出土
的螭虎纹杯，螭虎头部形成柄、耳、提，有的甚
至故意做得可以活动，使用起来却更不方便。因此，
夹层工艺制作的器物，虽然具有使用功能，但更
主要是用于陈设观赏，或在送别仪式活动中使用。
浙江桐乡骑塘龙吟出土南宋银盘盏，盏为夹层，
外壁有六朵凸花，盏内錾刻花卉。盘底与盏呼应，
是八组凸花，银丝相连以为藤蔓，器物整体像雕
塑作品，几乎完全失去了实用性。还有邵武的八
棱银碗和江西省新建银托盘，应是专门制作的有
纪念意义的作品。

以炫富、展示为主要目的夹层工艺作品，使
器物的风格大变。溧阳窖藏的瑞果银盘、狮子戏
球纹银盘十分夸张，盘中的狮子、瑞果竟高于盘
沿，超过了盘体的高度，突出了纹样而不是器
物。（图 12）宋代郭知章墓的带板一套共 13 块，
为鎏银金质，锤揲高浮雕花卉花果，果形椭圆高
突，果间枝茎圆弧连接且分出叶片，层次分明，
立体感强。[17] 郭知章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
年）的进士，历任州、县官吏数十载，到了哲宗
时，成为在朝“亲揽万机”的要员，并受“赐三
品”的官爵，享受“食邑九百户”的俸禄，晚年
又转调“知青州”。他的带板形体宽大，制作精美，
虽然实用性很差，却能显示富贵尊严。

夹层技术难度并不大，一经出现就很成熟，
成为宋代金银器中最高级的一批，仿古的多，高
浮雕的多，多属于艺术作品。这一技术的起因与
商业的发展有关，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
普通商品与艺术作品的差别，在于为生活还是为
理想。这些集鉴赏和实用于一身的佳作，展现出
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人们在使用、观赏中潜移默
化地塑造了时代风格，甚至会起到维系并支撑社
会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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