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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加工过程。永康锡雕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并被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本书的出版对保护和传承永康锡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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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职教育经过近几年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其培养的人才已经日渐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要求，现代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正在不断显现。我们学校于２０１１

年成功完成了牵头浙江省中职模具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和核心课程开发的任务，对

学生培养和专业教师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以此为契机，将该

工作推广到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等其他专业。

这两年来，我校专业骨干教师纷纷下企业，找教学素材，结对企业工程师；对

上牵手科研院校的专家教授，共同编写出二十多本校本教材，这些教材在学生教

学实践和企业员工培训中一次次得到修改和完善，近期经过专家们的审核推荐，

我们将其中较为成熟的十五本教材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其目的之一在于将本

校的课改成果向全社会推广，以产生更大效果；目的之二在于让我校校本教材开

发的阶段性成果接受更大范围的检验审核，以期今后我们能够不断完善与提高。

丛书编委会

２０１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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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永康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川秀美，文化灿烂，拥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民间文化源远
流长，绚丽多姿，熠熠生辉。永康又是一座五金名城。灿烂的五金文化，孕育了“吃苦耐劳、

开拓创新”的永康精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手工技艺、民风民俗，都极富永康
地方特色和民族精神。永康锡雕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手工技艺。

永康锡艺俗称“打镴”，是五金之乡重要的一门传统手工技艺。其制品古色古香，光泽清
亮，晶莹夺目，多用于制作传统嫁妆、仪仗道具、佛事法器及生活日用品等，具有较高的观赏
价值。永康市委市政府历来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锡雕进行了一系列切实有
效的保护工作。“永康锡雕”已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业根列为国家第三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永康以五金行业为依托，家庭、个体、私营、股份制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现代生产工艺、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大量应用，对传统手工技艺形成了巨大的
冲击。但是，由于学习时间长，学成不容易，做手工技艺辛苦，年轻人宁愿进企业打工而不愿学
传统技艺，锡雕师傅年龄老化、传统手工技艺效益低下等原因，使锡雕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是一所全国闻名的学校。学校以五金产业为依托，形成了以机电、

数控、模具为主的特色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该校领导十分重视文化传承工作，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几年前就与永康市文化馆合作成立了非遗传承教学
基地，在学生中开展锡雕工艺教学工作。不仅培养了一批手工“小艺人”，而且创新了学校德
育和地方文化传承的新形式，增强了学生对锡雕这种工艺的热爱和保护之情，增强了对家乡
的热爱感，激发民族自豪感。

欣闻该校老师通过不懈的努力，编写了一本永康锡雕的校本教材，这是该校文化建设方
面的一件大事，也是永康锡雕传承的一件大事。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

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永康锡雕的手工技艺及制作工艺。相信该书的出版一定能对永康锡雕的
保护和传承起非常积极的作用。

弘扬传统文化，保护好非遗传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我相信通过永康市文化
局、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的不断努力，永康锡雕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一定能重新焕发出青春
的活力。

浙江省职教教研室　程江平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图　文　集

金华市副市长张伟亚观看锡雕制作

永康市副市长戴翀观看锡雕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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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第八届技能比武（专业建设成果展获一等奖）

国家级锡雕代表性传承人应业根展示锡雕工艺



图　文　集 ００３　　　　

浙江省级锡雕代表性
传承人盛一原向领导
介绍永康锡雕

省非遗基地评估小组
视察永康市职业技术
学校锡雕社团

浙江省《美丽非遗》摄
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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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教学基地

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第一届锡雕社团成员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盛一原授课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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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雕师傅吕福光授课场景

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展演活动（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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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文化遗产日活动

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锡雕社团展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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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走进永康锡雕

锡艺品具有“盛酒酒香醇”、“贮茶色味不变”、“插花花长久”之功效。在永康，打锡工匠
世代相传，以前从业人数众多。永康锡艺俗称“打镴”，历史悠久，至少可上溯至宋代，是五金
之乡重要的一门传统手工技艺。其制品古色古香，光泽清亮，晶莹夺目，多用于制作传统嫁
妆、仪仗道具、佛事法器及生活日用品等，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图１－１展示了永康锡雕的代
表性传承人应业根师傅制作的锡雕作品。

但是与其他传统技艺一样，永康锡雕也在现代技术的冲击下，不仅难以产生较高的经济
价值，而且传承乏人，前景堪忧，全凭手工制作的锡雕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了稀罕之物。

在本篇中，我们将通过永康非遗文化传承的现状、永康锡雕的发展历史、鉴别锡雕与保
养锡雕来走进永康锡雕，了解永康锡雕。

图１－１　龙凤呈祥（应业根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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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认识非遗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遗”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一些国家兴起，目前随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将之正式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名目，它日渐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给出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
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
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
人类的创造力。我国的张春丽、李星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定义进行分析，认
为这类遗产大体涵盖三个层面：①“非物质形态”的非遗，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
技能等；②“物质形态”的非遗，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器具、实物、工艺品等；③“文化空
间（或文化场所）”。从中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谓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提
出来的，它不是物质或物质载体所涵盖的文化遗产，它与“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差别在于它
是无形的，是可以看得见、听得到的“活”的文化遗产。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
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
能等。

二、永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永康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川秀美，文化灿烂，历史积淀深厚，民间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绚丽多姿，熠熠生辉。早在新石器晚期，先民们就在这方土地上休养生息。三国吴赤乌八
年，分乌伤县上浦乡置永康县，至今已有１７６５年的历史，期间名人辈出，人文鼎盛，素有“小邹
鲁”之称。宋代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对当代和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称之为浙
学源头。被誉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胡则，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信仰，由此而派生的“方
岩庙会”，长盛不衰。灿烂的五金文化，使永康成为五金名城，同时孕育了“吃苦耐劳、开拓创
新”的永康精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手工技艺、民风民
俗，都极富永康地方特色和民族精神，凡此都切实地记录着永康独有的文化表象，是永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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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的重要标志，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极具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因
此永康市文化职能部门建立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他们以高度的热忱、负责的精
神，做了大量工作，一大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为国家级、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如“永康锡雕”（图１－２）、“十八蝴蝶”（图１－３）、“九狮图”（图１－４）、“醒感戏”（图１－
５）等６个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１４个项目列入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５６个项目列入永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图１－２　国家级“非遗”永康锡雕 图１－３　国家级“非遗”十八蝴蝶

图１－４　国家级“非遗”九狮图 图１－５　国家级“非遗”醒感戏

其实永康先辈所创造的文明比这更多，但许多项目由于各种原因已失传，如手工制革、

缸窑、织纱袜、打丝线等一部分手工艺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先后消逝，我们根本就不
知它是何物；而铜匙饭勺、邵宅铜火囱、木制风箱、绷纱箩、刻镰刀、钉碗、补缸、石碾、磨砻等
数十个传统手工艺也基本失传，我们只能从老一辈的口中得知有这一项技艺，但具体怎么一
回事也不得而知；而打铜、打铁、钉秤、打镴（永康锡雕）、做箬帽、弹棉絮、抽粉干等若干手工
艺还仍在坚守，它们的制作品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打锡匠打制的锡器、锡雕，打铜匠打制
的铜壶、铜罐、铜火囱，细作篾工编制的凉笼、启笼、栲栳、小饭篮等等，这些传统工艺品既是
日常生活用品，又是文化艺术品，因此我们对它的了解就稍微多一些，或多或少知道有这么
一回事，许多人家中可能还保存着相关的器皿，但涉及具体操作、历史渊源就仍是一无所知。

何况因为各种原因，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也是越来越少，有些纯手工技艺也已被现代化生产
所取代，这些精湛的技艺、古老的文化内涵会日渐不被人们所知。更何况，如今许多民间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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