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一直自詡低調的王振海突然紅
起來了，他的一件鋦瓷作品「七合

盞」外界叫價高達1,200萬元人民幣，然而
他並未有所動。記者在位於遼寧省撫順市
他的家中看到，這件價值千萬的寶貝仍安
靜地陳列在展架上。他介紹，「七合盞」
是由他多年前收集到的5個朝代的6個碎瓷
片鋦合而成的茶盞，嚴絲密合，再現了曾
失傳的「嵌絲梅花」技藝，鋦瓷手藝的藝
術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師承狀元鋦匠 握獨門秘笈
在千年前的中國民間，作為瓷器打碎後

的修補之方，鋦瓷實則是遊走於百姓柴米油
鹽間的「下九流」行當，王振海和他的家族
見證了這門手藝從散落民間的謀生之器變成
現今價值連城的手工藝術的歷史進程。
王振海如今名滿撫順，他願意提起家族

幾代的鋦瓷淵源。彼時，王家祖上因精通
鋦秀，應招為清朝宮廷造辦處御工，也曾
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工匠。到他的祖父那一
輩，已定居北平琉璃廠，被世人譽為「狀
元鋦匠」、「巧工王神手」。正是在這樣
的氛圍中，懵懂間4歲的王振海開啟他的
終生事業。「在上大學之前，我一直都是
傳承爺爺的技藝，是經驗性地獲得，並不
知道原理。」在王振海的家中，他向記者
談起了他的獨門秘笈。

銅合金鋦釘 真金佔一成
鋦瓷的關鍵在鋦釘，「我的鋦釘關鍵技

術在於物理化學的瞬間作用過程，你看，
這鋦釘與眾不同的銅黃色其實是銅和百分
之十黃金的配方得到的」，王振海隨意拿
起一件老物件，其上面的鋦釘已與瓷器渾
然一體，「這種獨特的材料讓鋦釘有了抓
合瓷器的張力，使它在遇冷遇熱時，膨脹

系數能夠與器皿相同。」他解釋到，這也
是為何經他手的上萬件瓷器經修補鋦合後
能夠馬上盛水而滴水不漏。
正是依仗這樣的絕活，王振海受邀修補

了成百上千的鋦瓷藝術品，但他依然堅持
為無數普通人縫補一份「希望」，當記者
問起他家中牆邊已堆積近兩米高、來自全
國各地的快遞包裹時，他感言：「這都是
寄來給我修補的瓷器，希望用我的手藝，
穿越時空，用小小的鋦釘，為需要的人鋦
好親情，成為一種生命的延續。」他憶起
一件小事，有個男孩慕名找到他，希望修
補一件過世親人留下的瓷器，「我用了一
個晚上幫他做好了，我感到這是生命的重
新復合。」

憂後繼乏人 破戒開班外授
作為家族的第五代傳承人，已過花甲的

王振海仍每年堅持到全國各地及至海外講
學、參加國際交流，「我每年都會到香港
辦展覽做交流，也常去台灣。」借此，他
希望將鋦瓷承載的中國文化播撒向世界。
然而，後繼乏人的現實一直都是他的心
病，「我最近就在反思，我們的大國工匠

都去哪了？」他直指目前鋦瓷行業出現的
亂象，疾呼「要把中國的道德、禮儀、文
化放在技藝之前，手藝人的精髓更應講究
手作、守護、守住。」
「鋦瓷手藝最講究的是精神內涵」，他

認為，鋦釘經久耐用便是手藝人精神的一
種傳承，這便是工匠精神的延伸，「任何
一件器皿都是一個生命體，一件器皿壞
了，它的生命即將停止，用我們的手藝把
這個生命鋦合了，手藝人在原有器皿的藝
術價值上面附加了我們的手藝，是藝術價
值的提升。」
為了傳授技藝，王振海破除技藝不外授的

祖訓開班辦學，更在近期計劃將畢生所學凝
練成集冊，擇時出版。記者在他這份尚未公
開的《中國鋦瓷藝術》手稿中看到，不僅有
祖傳獨門絕技圖文並茂的呈現，更有對平鋦
等工藝、金剛鑽等重要工具的詳細解說。可
以說，這其實是一本鋦瓷工藝的大公開。
「手藝是最能代表民族智慧和精神的，它是
無形的資產，是隱形的力量。比如我們鋦
瓷，還蘊含着中華民族聚物惜福的美德。」
王振海希望與世人共享祖輩流傳的傳統技
藝，更將這份堅守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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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秦占國秦占國、、于珈琳于珈琳））44歲學藝歲學藝，，

便跟着被稱為狀元鋦匠的祖父入了鋦瓷的行當便跟着被稱為狀元鋦匠的祖父入了鋦瓷的行當；；如今如今

6464歲歲，，他仍孑然坐在工作台前他仍孑然坐在工作台前，，將手中的小小鋦釘嵌入破碎的瓷器中將手中的小小鋦釘嵌入破碎的瓷器中。。

「「縫補生命縫補生命，，修補藝術修補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王振海說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王振海說，，他一生堅守他一生堅守

的都是這一件事的都是這一件事。。從藝至今從藝至今，，王振海修復王振海修復、、再創造的瓷器藝術品累計達再創造的瓷器藝術品累計達99萬萬

餘件餘件，，不僅傳承了祖上鋦瓷的不僅傳承了祖上鋦瓷的2424種種、、7272樣樣、、136136道絕活道絕活，，更讓中國瓷器文更讓中國瓷器文

化中重要藝術分支的鋦瓷藝術在世界範圍內發揚光大化中重要藝術分支的鋦瓷藝術在世界範圍內發揚光大。。

中國是瓷器的中國是瓷器的
故鄉故鄉，，鋦瓷則是鋦瓷則是
由此衍生出的把由此衍生出的把

瓷器碎片之間用類似訂書釘的瓷器碎片之間用類似訂書釘的「「鋦鋦
釘釘」」連接後而達到修復瓷器的技術連接後而達到修復瓷器的技術。。
諺語諺語「「沒有金剛鑽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別攬瓷器活」」說說
的就是鋦瓷的就是鋦瓷，，也稱鋦藝也稱鋦藝。。在宋朝名畫在宋朝名畫
《《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裡裡，，就可以看到街邊就可以看到街邊
「「鋦瓷鋦瓷」」的場景的場景。。
鋦瓷跨越了一千多年歷史鋦瓷跨越了一千多年歷史，，影響了影響了

中國多少代人的生活中國多少代人的生活。。在民間被稱作在民間被稱作
錮爐匠錮爐匠，，最初是為謀生而產生的一門最初是為謀生而產生的一門
手藝手藝，，是是「「街挑子街挑子」」之中的一員之中的一員。。根根
據鋦瓷地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中國據鋦瓷地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中國、、
日本日本、、歐洲三大發源地歐洲三大發源地，，歐洲鋦瓷根歐洲鋦瓷根
據考證為早期赴歐洲的華工帶去的技據考證為早期赴歐洲的華工帶去的技
術術。。而在中國而在中國，，鋦補修復在發展中自鋦補修復在發展中自
然形成了山東然形成了山東、、河南河南、、河北三大派河北三大派，，
山東的金剛鑽為皮鑽山東的金剛鑽為皮鑽，，河南的為弓河南的為弓
鑽鑽，，河北為砣鑽河北為砣鑽。。

縫補瓷器生命
修復物主希望

鋦瓷聖手從藝一甲子 盼千年絕活傳承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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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海的祖上在北京街邊鋦瓷王振海的祖上在北京街邊鋦瓷。。
于珈琳于珈琳翻攝翻攝

■王振海在遼寧
撫順的家中工作
台前做鋦活。

秦占國攝

■■七合盞的七合盞的66片碎瓷片碎瓷
片包括宋代的越窯與片包括宋代的越窯與
龍泉瓷片龍泉瓷片、、元代的青元代的青
花瓷花瓷、、明代的南海一明代的南海一
號和清代的景德鎮龍號和清代的景德鎮龍
窯窯，，叫價叫價11,,200200萬元萬元
人民幣人民幣。。 于珈琳于珈琳攝攝

■■王振海創作的王振海創作的、、
世上最小的鋦瓷作世上最小的鋦瓷作
品品。。 于珈琳于珈琳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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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出身迷中藥
潛心鑽研治頑疾

吳
蓓
莉
：

醫科大學畢業後，吳蓓莉一直在咸陽人
民醫院當西醫醫生。然而，一罐來自

鄉下的黑乎乎的膏藥卻令她的人生出現了
大的轉折。

一罐膏藥改寫人生
吳蓓莉的公公家裡有些祖輩傳下來的藥
方，她有一次回家，家裡人便給了她一罐
號稱能消腫的膏藥備用，但這罐看起來髒
兮兮的藥膏並沒引起她的注意，一直被束
之高閣。剛巧科裡有個醫生不小心扭傷
了，吳蓓莉便隨意拿了藥膏給她塗抹上，
沒想到很快就消腫止痛。這一藥膏的功效
很快在醫院裡傳開，醫生們有個跌打損
傷，都來找吳蓓莉，基本上都能當天塗抹
當天見效。

吳蓓莉對這罐藥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便開始研究祖傳配方，並對工藝進行改
進，幾番折騰後療效進一步提高。許多病
人都慕名前來求診，一些疑難筋骨疾病也
靠她的藥膏治癒。
而這更加刺激了吳蓓莉對中藥的癡迷。為

了讓更多病人能減少痛苦，她給自己定下目
標：研製新藥和治療重症頑疾。在陝西省科
委的支持下，吳蓓莉成立了研究所，專門進
行中藥研究。6年的潛心鑽研，她研發出3種
國家級新藥並獲得批准，其中就有針對疑難
外傷筋骨疾病的新藥。而她的處方，也受到
多位醫藥專家的高度評價。

主攻糖足不截肢治癒
多年來，吳蓓莉為研製新藥和治療頑疾

換了很多平台。幾年前，她在北京某三
甲醫院工作，開始針對糖（尿病）足病
人的專項臨床觀察。她發現，一些本來
可以採用中醫療法治癒的糖足患者，卻
由於中醫療法不被醫院重視而不得不被
截肢，而且手術和術後的治療費用十分
昂貴。因為對此種療法的不認可，吳蓓
莉離開這裡，加入到一個糖尿病足診療
中心，開始研究這一世界難題，以不截
肢治癒為主攻方向。
北京糖足患者張順原本已成為「待截」

大軍中的一員，在準備手術的前一天，他
經朋友介紹找到了吳蓓莉。儘管已經治療
過多位糖足病人，但在打開張順傷口的那
一刻，吳蓓莉的表情還是掩飾不住地凝重
起來：病人的情況太不樂觀了。

看着患者和家屬難過的樣子，吳蓓莉
表態說：「這個病人我接了。」和家屬
溝通好治療方案後，吳蓓莉認真清理傷
口，用自製外用膏藥包裹好病足。那一
夜，她整晚都沒有合眼，因為這是她從
三甲醫院出來後接手的第一宗嚴重病
例，稍有不慎，病人就非常危險。幸
好，吳蓓莉的擔心並沒成為現實，在她
的精心調治下，病人張順最終甩掉輪椅
可以走步了。
吳蓓莉說，這都得益於中醫的整體治療

觀。如今，她將中醫的整體治療觀與現代
醫學的精準治療觀結合，憑借多年臨床經
驗，作出精準診斷、辨證施治、一人一方
的針對性診療方案，讓更多的患者重新獲
得了健康。

對於研究了十幾年中醫的吳
蓓莉來說，中醫不僅能治病，
而且能治大病。
隨着研究的深入，吳蓓莉對

醫學醫藥界常有獨到的見解。
她從多年的臨床實踐中意識
到，許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
的主要成因分為兩個方面，
80%是血液問題，20%是免疫
系統的問題。
吳蓓莉說，血液向身體傳送

營養的同時也傳送垃圾。比如
糖尿病、腎病等急慢性的轉
化，都是血液作為媒介，75
小時控制不了病情，導致局部
致病的因子從血液遊走擴散。
而她也在臨床上通過淨化血
液、活血化瘀、加快代謝治好
了許多疑難雜症。
對於以後的打算，吳蓓莉表

示，中醫中藥是中華民族的寶
貴遺產，需要傳承下去。她亦
將以患者為上，研究一些新的
課題，造福更多的人。

來自陝西咸陽的醫生吳蓓莉，本是西醫專業出身，卻因偶然

機會轉而走上中醫道路。十多年間，她潛心中華傳統醫學及中

醫藥研究，將研製新藥和治療頑疾作為自己的興趣，走南闖

北，幫助眾多患者重獲健康。 行醫多年，吳蓓莉不僅在6年間

研發出 3種國家級新藥並獲批，還曾在非典（港稱沙士，

SARS）時期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急召進京，介入非典「外部治

療」，在業界也算小有名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娟、張仕珍 陝西報道

圖：本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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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蓓莉為糖
足患者換藥。

■吳蓓莉與團隊人員研究患者病情。 ■吳蓓莉給患者診斷病情。

■糖足康復者向吳蓓莉贈送錦旗。

周末專題百姓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