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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锦，1978 年 10

月出生于贵阳。 贵阳

市非遗代表性项目银

饰制作技艺的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 她用现

代美学视角审视传统

银饰工艺， 将银和绣

相结合进行创新设

计， 赋予银饰瑰丽色

彩及全新款式。 2018

年， 潘锦被选为贵州

省锦绣计划智库专

家，荣获贵阳市“十佳

巾帼锦绣之星” 等称

号。 她曾带着自己的

银饰作品前往意大

利、美国、匈牙利、奥

地利、 捷克等国家参

加推介会及各类比

赛。 迄今为止，她设计

开发了多种银饰产

品， 其中多款产品获

省内外大奖，如“第五

届贵州省妇女特色手

工技能暨创新产品大

赛技能赛创新产品优

秀奖”“2019 年贵阳

市妇女特色手工技能

暨创新产品大赛一等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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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爷爷学银饰制作

我叫潘锦， 是贵阳市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银饰制作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我

的祖籍是四川，爷爷是一位铁路工作者，曾

经在成都铁路局参与成渝铁路修建工作，

铁路修通后便留在贵阳铁路分局。 1957

年， 我爷爷被调到凯里， 为了照顾子女入

学，就此定居下来。

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 他经常邀请院

子里的小孩玩一个叫 “手牵手心连心” 的

游戏。他会准备铅笔、本子、橡皮等小奖品，

让我们通过参与夹弹珠、钓鱼、猜谜语等比

赛赢得奖品。 所有比赛道具都是他亲手制

作的，比如小鱼是用纸折的，鱼钩是用铁丝

弯的……这些体验对于每个孩子来说都是

非常宝贵的。

我的母亲有一双巧手， 善烹饪， 会裁

衣。或许是遗传了母亲的心灵手巧，我从小

就喜欢做手工，比如给洋娃娃做衣服。自从

父亲买了相机后，我经常给家人拍照，拍完

以后在暗房洗照片， 见证时光被定格在底

片上的神奇。 之后偶然参加了少儿摄影比

赛，我拍摄的荷花获得少儿组一等奖，登上

某杂志封面。

上中学时，每年的寒暑假，父亲都会带

我回凯里探望爷爷奶奶。爷爷会做银饰，他

捶打银料时中间不停回火， 说这样可以让

银子软一些。 他用錾刻刀在银片上雕刻花

鸟鱼虫等苗族经典纹样， 再裁下纹样装在

头冠上。一点一点组装好这些配件后，一个

传统头冠就做好了。 爷爷还会做竹编家居

用品，当时他们做这些，也仅仅是为了自己

佩戴或使用。

我跟着爷爷学做手工， 后来又学习素

描、油画。跟随爷爷学习银饰制作让我收获

良多。银饰制作技艺工序复杂：第一步是熔

银，即将银料放入坩埚，加温，待银料熔化

后冷却凝固；第二步是捶打，即将热银锤打

成薄片、银条或银丝；第三步是拉丝，即将

银条做好尖头，用拉丝眼板拉丝；第四步是

焊接，即将图案焊接起来，并将银珠镶嵌在

特定位置；第五步是錾刻，即用小锤敲击金

属錾子形成不同的纹理；第六步是编结，即

将各种银饰组件合成完整的银饰作品。 每

一工序都要求严格，丝毫不得马虎。我学拉

丝，由于力气不够，经常在中途停顿，丝线

中间留有痕迹，后期缠丝时影响美观，所以

大多数情况下我就用现成的丝盘出我喜欢

的花瓣和蝴蝶形状。 有了拉丝的小昆虫小

花朵，还需要做一些錾刻的叶子陪衬，于是

也学着爷爷的样子把银片固定在蜡盘上，

目的是在錾刻过程中不会因为外力移动。

錾刻一定不是一次成型的， 它需要正反面

反复轻刻，这样浮雕效果才会特别生动。银

饰制作需要高度的细心和耐心， 毕竟每一

个细节都关系到最终的效果。 通过那段时

间的学习， 我不仅初步掌握了这门手工技

艺，也变得更有耐心了。

为传承技艺自立门户

1997 年，我考入贵州大学设计系。 我

最初选择的是室内设计， 可每天用 CAD

软件画图非常枯燥，于是大一下学期我转

入了平面设计专业。 2008 年，我走进村寨，

看到精致的刺绣服饰后，产生了一个大胆

的想法———制作银和绣结合的饰品。 我很

快设计制作出第一个作品，新颖的款式赢

得了很多朋友的赞赏。 经过多次实践，我

明白了创新设计和传统工艺可以完美结

合，并应用于诸多领域，既能传承古老的

技艺又能使产品更加新潮时尚，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经济和文化效益。

读大学期间，我深刻感受到，随着时

代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显得陈旧

和过时。 通过设计创新和传统工艺相结

合， 古老的文化艺术经过现代的设计加

工， 以更具吸引力和创意的形式呈现出

来。 以金属工艺品为例，现代工业生产方

式往往是大批量生产； 在传统工艺中，通

过手工加工的方式，金属工艺品更加个性

化，具有唯一性。

2000 年大学毕业后，我果断辞去了按

部就班的工作，开始设计饰品。 我想将银

饰和不同材料结合， 让银饰美得独特，但

是用什么材料混搭呢？ 我尝试过将银饰和

石头、玉器结合，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银饰

本身有刚硬之态， 石头和玉器也质地坚

硬，硬碰硬效果出不来。 后来又想将银饰

跟蜡染结合， 但是蜡染色彩比较单一，而

我希望成品色彩更丰富一些，于是想到了

刺绣。 我的第一个混搭作品是用黑底配红

色绣花，银饰的底座做得非常薄，成品显

得不够挺拔，手工痕迹太重，这样的产品

肯定不能在市场上流通。 因此，我改进工

艺，加厚底座，尽量统一标准，不断推出新

款，渐渐找到感觉，设计出的作品越来越

成熟。

走进乡野 走出国门

28 岁那年， 我怀着身孕走村蹿寨，寻

找优秀的手艺人，学习他们的精湛技艺和

匠心精神。我去过九摆村、控拜村、台江施

洞等大小村落，最终决定向师公穆武当学

习银饰制作，他们那辈人往往只用“一根

管子” 、两个腮帮子控制火候，这样的控

火技术是年轻人很难掌握的。我师公会走

水焊接，可以不损耗金银的重量，焊接好

了以后不含任何杂质。在乡野考察的过程

中，我的腰会疼、手会酸、脚会肿，但我并

没有放弃我的梦想，我仍然想成为一名非

遗传承人，我坚持记录着传统文化中的点

滴，寻找田野中的秘密。

2010 年，我创立“古印彩” 品牌，并带

着“古印彩” 品牌和自己设计制作的作品

走出国门，向世界推广展示中国贵州的手

工银饰。 从那时起，我的公司每年都会推

出多款新式银饰产品，迄今为止共设计了

300 多款银饰产品，其中多款产品获得奖

项。

2015年，贵州省商务厅组织省内手工

艺企业赴意大利米兰参加巡展和手工艺

文化推介会。 外国人很喜欢手工艺品，愿

意为手工艺产品买单。 因此，我们的手作

银饰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那一年的展会

上，有两家公司和我签订了供货协议。

2017年，我在贵州省商务厅组织下带

着“古印彩” 手工银饰到匈牙利、奥地利、

捷克等欧洲国家进行推介。匈牙利的展会

让我记忆犹新。展会在一个百年城堡中举

办，很多当地手艺人也是家族传承手工技

艺，如吊坠、皮具、木雕、水晶，他们关注细

节、追求精致，作品都非常优秀。 当然，我

带来的银和绣相结合的银饰别具特色，所

以我们的展位在匈牙利展会上也是非常

火爆的。

此外， 我还参加了 2019 年澳门妇女

体育嘉年华、2019 年洛阳河洛文化旅游

节、2020 年长沙文旅推介会等等。 一路走

来的经历让我感受到，手艺人依靠丰富的

经验、深厚的技艺和无限的创造力创作作

品， 并将自己的技艺和经验传承给后人，

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一

种使命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