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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进联和金箔厂，可见昔

日用来生产金箔的老宅，已“变

身”为面向大众开放的金箔锻造

展示馆，这里已划分出金箔展销

厅、打箔房、切箔房、熔金房等区

域，其中金箔展销厅中陈列着金

箔装饰的木梳、金箔书签、金箔

生肖吉祥物等“吴氏金箔”的文

创产品。

吴炜全说，2016年年底应邀

参加了清华美院的非遗研修班后，

他认识到，只要找对路子，金箔锻

造技艺是可以创新、走出去的。历

经一年多谋划，他自行构思设计出

改造方案，在2018年花了近半年

时间改造联和金箔厂。

联和金箔厂翻新改造后，迎来

不少学生、家长、企业等组团参观、

体验。吴炜全也专门设置了一个

DIY课堂，教大家用金箔贴些小

饰物，体验金箔锻造的魅力，“疫情

结束后，我们将会逐步推出系列课

程，让更多人了解金箔锻造这项非

遗技艺。”

“唯有创新理念与探索品牌化

发展，才能打造一个属于金箔锻

造技艺的‘新时代’。”吴炜全说，

开放场地后，为了提高自家金箔

的影响力，他打造了自创的“吴氏

金箔”工艺品品牌，尝试推出木

梳、书签、挂饰、茶宠等金箔产

品。此外，他还开设网店，拓宽产

品销售渠道。

在吴炜全看来，打造生活化、

接地气的金箔产品才是出路。他

计划打造一个子品牌，进一步细分

产品功能，使金箔产品更“亲民”。

“金箔锻造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

一种文化。”吴炜全说，希望可以通

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了解和体

验这项非遗，更希望能够将金箔锻

造手艺这张佛山历史文化名片一

直传承下去。

谈及未来，吴炜全表示，要让

金箔锻造技艺跟上时代的步伐，他

会打造更加生活化的金箔产品，尝

试打开更多市场，扩大品牌效应，

“资源整合对于金箔锻造技艺的传

承与创新也非常重要，希望政府能

为我们对接更多的资源，将这门技

艺发扬光大。”

在南海区狮山镇联和社

区总排村的大片民居中，藏

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岭南老

宅，门口挂着“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金箔锻造技艺传习

所”的牌子。这是狮山镇罗

村联和金箔锻造厂（简称“联

和金箔厂”）所在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办厂至

今，老宅里的一砖一瓦，从老

宅里“走出去”的每一件金箔

成品，都记录着吴氏家族三

代人坚守、传承金箔锻造技

艺的故事。虽然随着时代变

迁，如今金箔厂不像以前那

般“热闹”，但广东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金箔锻造技艺佛

山市级传承人吴炜全从父亲

吴深龙手上接棒后，不断努

力地为佛山金箔锻造探索新

的生存之道，让这项岌岌可

危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绽

放新光芒。

佛山金箔锻造技艺最早是由宋

元时期中原移民传入的传统手工技

艺，在岭南发展已有近千年历史；由

于使用范围有限，加上黄金价格不断

上涨，佛山金箔行业逐渐萎缩，这门

用传统技艺和独有配方锻造金箔的

手艺，于2012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由吴炜全经

营的联和金箔厂，是广东省唯一的传

承单位。

联和金箔厂由吴炜全的爷爷吴

宝光创建，于 1978年正式挂牌开

张。吴宝光是原佛山“昌盛号”金箔

行的老艺人，师承佛山金箔锻造技艺

的第一代传人黄权成。吴宝光打造

的金箔被称为“吴氏金箔”。

自18岁起，吴炜全的父亲吴深

龙便跟随吴宝光学习金箔锻造技

艺。在多位老艺人的指导下，吴深龙

成为极少数掌握全套金箔锻造技艺

的人。40多年来，吴深龙一直坚守

这门手艺。凭借娴熟的锻造技艺，他

打造出来的金箔广受好评，不仅远销

港澳台、东南亚等地，还被广泛用于

国内多家寺庙的佛像装饰。2014
年，吴深龙被评定为广东省唯一一位

金箔锻造技艺传承人。

如今，吴炜全从父亲手中接过佛

山金箔锻造技艺的接力棒。在传承

的同时，他正努力用创新的理念探索

金箔新的生存之道，让这门岌岌可危

的传统手工艺焕发新的生机。

出生于1986年的吴炜全，是听着

“叮叮当当”的锻造声长大的。在旁人看

来，对于深受爷爷吴宝光及父亲吴深龙

影响的他而言，子承父业是水到渠成的

事。但当时吴炜全未曾想过当父亲的接

班人。

2008年吴炜全大学毕业时，佛山

金箔行业已不如昔日辉煌。是选择传承

“枯燥乏味”且前途渺茫的金箔锻造技

艺，还是出去“闯一闯”？最终，他选择了

后者。

在刚开始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吴炜

全时常需抽空回来帮父亲。他渐渐意识

到，这是爷爷和父亲一直坚守的技艺，如

果在自己这代断了未免太可惜。于是，

2009年他辞去工作，决定一心一意传

承金箔锻造技艺。

从一克黄金变成一张张薄如蝉翼、

光亮柔软的金箔，至少需要7天时间，要

经过配比、熔金、拉薄、打铠、切箔等十几

道工序，大部分是慢工细活，需要人工操

作，而且每一道工序都环环相扣，稍微出

错很可能要重新开始，对技术要求极

高。每一张金箔，都历经了“千锤百炼”。

为此，吴炜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努力，由于部分工序需人工操作，他长

期以固定姿势锻造金箔，颈椎发生了移

位；用1280℃的炭炉熔金，手被灼伤是

家常便饭……吴炜全透露，用于捶打金

箔的大锤有12斤重，捶打的时候要快且

准，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当时我每天至

少练习8小时，直到拿起锤子连续不间

断捶打1680下，才算可以出师。”

在学习的过程中，吴炜全也会不断

地思考总结，通过改进方法提高效率。

如今，吴炜全已掌握了全套的金箔锻造

技艺。2018年，他成为了广东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金箔锻造技艺佛山市级传

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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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藏家李冠春

今年“5·18世界博物馆
日”当天，藏家李冠春再次向
南海博物馆捐赠了10套古
代琉璃器，藏品年代跨度大、
品种多样，填补了南海博物
馆藏品类别的空白。

自 2013 年开始，来自
广州的李冠春每年都向南海
博物馆无偿捐赠藏品，包括
古陶瓷、木雕、钱币、石器、铜
器、金银器等类别，8年捐赠
的藏品数量已达225套超
1000件。

李冠春每次捐献文物，都优先给予区

级博物馆。他认为，相比较国家级、省市

级博物馆，区级博物馆更贴近群众、更接

地气，更应该充实其藏品使其发挥更大的

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民间教化作用。

多年来，李冠春陆续向国有博物馆无

偿捐赠了2000件左右藏品，包括祖庙、清

晖园、南海博物馆、华南农业博物馆、西汉

南越王博物馆和部分国家级博物馆，其中

向南海博物馆捐赠的藏品数量最多。

李冠春早年曾供职于广东省文物系

统，曾担任《收藏》杂志官方网站、《古玩世

界》、《收藏与投资》顾问和鉴定专家，也

是南海博物馆、骆越博物馆、大观艺术馆

等文保单位理事、顾问和鉴定专家。多

年来，他热心于文物传承与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在文物鉴藏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曾荣获广东省文物保护基金会“2016年

度广东省文化遗产保护突出贡献人物”

称号。

李冠春出生于广州一个传统文博家

庭，父亲也热衷收藏善本古书，潜移默化

下让李冠春对旧物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从儿时起，李冠春就会攒下零花钱，

时常跑到广州清平路地摊买旧物，“书店、

古董店、茶叶店是那时去得最多的地方。”

李冠春至今记得，自己买的第一本旧书就

是光绪年间印的《康熙字典》，还有一只雍

正青花龙盘，“当时只要几元钱，现在估计

涨到1万多元了吧？”

“南海是广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我虽然来自广州，但我对南海一直

有着深厚的感情，希望能为南海文化历

史的传承尽微薄之力。”在李冠春的印

象中，广佛从来都是一体的，南海在岭

南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南海博物馆负责人看来，李冠春

为人低调谦和，是一位热心文博事业的

热心藏家和专家。“自2013年与南海博

物馆结缘至今，他多次向南海博物馆捐

献文物，数量逾千件，品种繁多。”负责

人还告诉记者，2018，李冠春从他捐赠

的藏品中精选出100多件，成功举办了

“传承·活化”——李冠春先生捐赠藏品

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2011年，李冠春以“联珠雅集”的

名义，联合其他四位藏友在祖庙举办了

一次“古韵瓷风”古陶瓷展，展出了五位

藏家近百件高古陶瓷藏品，其中包括李

冠春提供的17件古陶瓷精品。出生文博家庭从小迷恋旧物
■李冠春的藏品马家窑蛙纹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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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吴炜全在创新中传承金箔锻造技艺

■金箔龙。

■金箔梳子。

■吴炜全为工艺品贴金箔。

■吴炜全在演示如何打金箔。

■吴炜全为贴了金箔的工艺品扫除金粉。

多次在佛山展出精品古瓷器

擅长古陶瓷鉴定跨界作画

在李冠春数量庞大的藏品中，古陶

瓷占据了大部分，且藏品横贯全国南北

各个窑口，他也最擅长古陶瓷鉴定。多

年来，他曾多次在省内多个国有博物馆

免费为群众鉴宝。

收藏的乐趣在不断学习，早年李冠

春供职于省文博系统，接触过的古董

达数十万计。但直到现在，他仍在学

习中。与一般藏家和鉴赏家不同的

是，在收藏旧物古董的同时，儿时受叔

公李澄之影响，李冠春从小便喜欢绘

画艺术。李澄之是中国现代美术开拓

者之一，解放前曾任广州美术团体“赤

社”的负责人，毕业于法国马赛美术学

院。李冠春没有采用油画的方式，而

是用丙烯颜料作画，题材多为古董文

玩和国画中的花鸟动物，颇有国画的

古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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