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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归根传承不息

熊氏珐琅创立于1969年，祖上曾为清末宫廷造办处的珐琅师，前两代人一直制作传统的景泰蓝，依照古法呈现中
国的珐琅艺术。第三代传人熊松涛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打造出独具标识的“熊氏珐琅”，如今非遗传承的接力
棒即将送到第四代传人——年仅24岁的熊霖林手上。

今年10月，熊霖林与凤翔泥塑传承人韩建斌合作的作品在意大利非遗时尚创物季亮相。这是熊霖林第三次带作
品出国，泥塑与珐琅两种非遗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树干是用泥塑做的，我做的是撒在上面的珐琅树叶，树下的底座横
过来看是中国地图的形状。”熊霖林将她朋友圈中的作品照片展示给记者，一棵挺拔的泥塑树下，几十片不同大小、形
状的珐琅叶片遍撒在树根处的泥土和桌子上。这件作品历时三个月，其中也浓缩着熊霖林自己的情感与故事。“我刚

留学回来，这里的每一片树叶都代表着我的一个经历、一个故事，现在我带着这些经历和故事回
到家里，落叶归根，发展起自己的一棵大树。”

受家族熏陶，熊霖林7岁便开始第一次上手点釉料，十五六岁便做出自己的第一件作品，也
是那时她开始决定走上艺术道路，继承家族的珐琅手艺。“我最喜欢上釉的过程，可以自己挑颜
色、自己上色，看着那些设计图从平面变成立体的，特别有成就感。”

在英国留学期间，熊霖林学的是珠宝设计专业，这也让她确定了自己的未来探索方向——
将珐琅与珠宝更好地结合。“我们家做的都是高温珐琅，耐潮、耐高温、不变色，但目前高温珐琅
用在首饰品牌中的案例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低温珐琅，放在太阳底下放一个月就会褪色。因为
高温珐琅对首饰的要求会比较高，设计方面也会有限制，比如有棱角的地方没法上珐琅，这就需
要在设计上更优化。”耳坠、项链、胸针等小饰品，熊霖林已经做了不少，她爱将花、草等自然元素
融入设计中，喜欢留意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平时到了哪、看见什么总有拍照的习惯，这些也往往
成为让她灵光一现的素材。

今年带到意大利的作品灵感便源于厂院里的树。小时候她总喜欢在成堆的落叶上踩着玩，
这次接到邀请后，熊霖林特意在院中采集各种落叶，作为她树叶作品的原型。让熊霖林感到惊
喜的是，国外参展的反馈都很积极。“他们会给我的作品带来一些新解读，比如觉得这是生命之
树、像《盗墓笔记》里的树等，还有很多特别喜欢的，拿走了好多片。”

展览结束后，熊霖林在总结中写道：“我期待着这棵树被更多的人看到，也希望可以通过这
个创作作为我传承非遗，深入非遗，发展我自己道路的起点，让树干上能长出更多新叶。”

《《20252025北京博物馆通票北京博物馆通票》》已经首发已经首发，，新版通票包含各类博物馆新版通票包含各类博物馆136136座座。。通票继续扩大通票继续扩大““朋朋
友圈友圈””，，新增了新增了66家类博物馆家类博物馆，，其中位于通州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北京熊氏珐琅艺术博物馆其中位于通州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北京熊氏珐琅艺术博物馆
便在其中便在其中。。熊氏珐琅在通州区漷县镇已经传承至第四代熊氏珐琅在通州区漷县镇已经传承至第四代，，经过每一代传承人的精雕细琢经过每一代传承人的精雕细琢，，
如今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欣赏这门手艺的精妙之处如今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欣赏这门手艺的精妙之处。。

精工细作脱胎成器

一件合格的珐琅器物需要几步才能完成？走进博物馆的第一刻就看到了。熊氏珐琅第四代传承人
熊霖林介绍，熊氏珐琅的制品是在银胎上完成的，从制作银胎到最后成为一件合格的器物，总共分为四
个部分，但是细分之下足有近30个步骤。

其中最考验功夫的就是掐丝和点蓝。所谓掐丝就是将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银线，用镊子等工具弯曲
成想要的花纹。“无论是鲜花飞鸟还是瑞兽祥云，珐琅器物上的花纹都很精细，甚至需要在银线上一点点地弯曲。如
果没做好还有可能返工，这是一项非常消耗体力与精力的事情。”熊霖林说。

点蓝就是给器物上色，这是一项需要重复很多遍的工序。需要用滴管将颜料一点点地滴在器物上，因为珐琅用
到的颜料是矿物质，浸泡在水中，所以滴完颜料后，还需要用棉花将颜料上面的水吸干。熊霖林说：“上完颜料就进行
烧制，烧制完成后再上一遍颜料，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呈现出满意效果为止。其中还要注意器物本体的形变，这个过程
中要是出现器物烧坏了就从头再来，所以珐琅在制作过程中损坏太正常了。”

除了珐琅的制作流程，博物馆一层还收藏了20余件来自清末、民国时期的珐琅彩。这些珐琅彩形态各异，包括花
瓶、盖碗、茶杯、动物摆件，还有毛笔等器物。销售总监熊颐介绍，当年的作品颜色比较沉稳，而且两种颜色交界地带
的渐变效果不自然。“当时的颜料肯定没有现在多，这些清末民国的器物，一件大概采用20余种颜料，而我们现在制作
一件至少需要上百种，所以在渐变色的处理上要比这些老物件更加自然。”

历史上喜欢珐琅的国家不止中国，博物馆一层展示了两件来自日本的珐琅彩，当地称它们为七宝烧。熊霖林说，
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日本七宝烧均产自日本明治时期，与中国珐琅差别最大的地方是上面的图样。记者注意到，其中
一件七宝烧通体天蓝色，上面刻画了一只雄鹰翱翔于天际，下方就是波涛汹涌的海浪。“海浪的刻画，很像浮世绘作品

《神奈川冲浪里》中的海浪，所以细看还是很有当地特色的。”熊霖林说。

“镇馆”捧盒针尖上色

进入博物馆二层，这里的珐琅尽出自熊氏工厂。迎面看到的一幅挂在墙上的表盘相框十分惹人注目。相框内，
密布着五彩斑斓的珐琅表盘，交叠掩映，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幅画卷。“17世纪，怀表已经采用珐琅作为表壳、表盘的
装饰，而这个工艺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直到 2005年，‘熊氏珐琅’才真正意义上为珐琅表盘打上了‘中国制造’的印
记，现在跟很多国内外的钟表厂商都有合作。”熊霖林笑着告诉记者，看上去很漂亮的相框产品其实是因为各种瑕疵
废掉的表盘。

展柜中展示着几款成功烧制的珐琅表盘。熊霖林介绍，珐琅表盘的优点是可以百年不变色，奥秘就在于珐琅的
釉料是烧结在表盘之上的，具有极其稳定的物理状态。“熊氏有掐丝珐琅、内填珐琅、微绘珐琅三种珐琅表盘的制作技
艺。内填是用机器压出来上颜色，掐丝是纯手工，细腻程度上要复杂很多。丝的细度只有0.04毫米，甚至比头发丝还
细，像这种表盘简单的图案也基本要做上一个月。”

若论掐丝的复杂程度，最细腻的当属该馆的“镇馆之宝”——大凤仪富贵捧盒。直径15.5厘米的它是馆中最大的
捧盒，传统凤纹牡丹纹饰与红色的主色调象征着美好祥瑞之意。“捧盒是过去大户人家用的器具，因为只能用手捧而
得名，一般女孩子出阁时，里面会放‘早生贵子’之类的祝福语，现在主要用来放首饰。”熊霖林说，其工艺程度之精是
其他工艺品难以比拟的。

大凤仪富贵捧盒的图案十分复杂，盒盖正中几朵花团锦簇的牡丹对称分布，周围被一圈振翅而飞的凤凰环绕，作
为底衬的纹路更是密密麻麻。尤其是盒子侧面分置于盒盖上下的两圈六边形图案，正是工艺的难点所在。“要保持这
些六边形对称、大小适中、排位均匀，同时满足这三个点，其实在珐琅中是比较难实现的，因为掐丝在焊接的过程中可
能会跑丝，不容易控制。”熊霖林介绍，制作这件作品，一共花了两年时间，光掐丝这一步就用了半年左右。

由于纹路细致，上色也是一个难题，这件捧盒用到的色彩达上百种。“仔细看牡丹花蕊处那些细小的黄色，工匠们需
要用20到50倍的放大镜，并用针尖才能给它填上颜色。”熊霖林说，肉眼看上去，花蕊几乎只有一个点大小，不仔细看甚
至很难注意到。如此一个大件的完成，需要一整个团队的配合。从制胎、掐丝，到上釉、打磨，这件作品共经手20余人。

细看上去，捧盒周身还有一层密密麻麻的点状纹路，这也正是熊氏珐琅的标志之一。熊霖林介绍，熊氏珐琅主要
有四个特点。“一是这层云鳞纹，掐丝之后，上色之前，我们都会在胎上錾刻这样一层底纹；二是材质上的改变，从传统
的铜胎变成了银胎，因为银的反光度高，可以衬托珐琅釉料的通透度和鲜艳色彩；第三就是掐丝用的丝，普通的铜丝
厚度大概在0.1毫米，我们的丝能薄到0.04到0.08毫米；第四是釉料用的是矿物质釉料，并且是半透明的，色彩都是我
父亲自己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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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今年有29家类博物馆挂牌

赏运河龙灯一定要来通州张庄

本报讯（记者 池阳）近日，在《副中心会客厅》协同
传播暨品牌推介会上，“副中心医声”健康科普品牌合作
协议签署，品牌将联合十余所医院及相关单位，与北京
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
同打造医疗信息综合平台，向副中心及周边区域居民提
供权威、专业、优质的健康科普服务。

“‘副中心医声’健康科普品牌的建立，源于近年来
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注
意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上升为主
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区卫健委副主任徐娜介绍，有针
对性地开展健康科普、普及健康知识可以成为提高居
民健康水平的有效方法。

医疗健康科普信息随网络发展呈现多而杂的趋势，
如何让居民便利快捷地获取正确健康科普知识呢？“副
中心医声”首批联合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
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等近 10

所区域内医院力量，确保健康科普内容都来自医疗卫生
系统。目前，“副中心医声”已初步形成 214人的健康科
普专家库，整合区域健康科普专家资源，建立“12121”健
康科普工作体系，开启“点单式”服务，为居民搭建起获
取可靠健康科普知识的渠道。

医院可以为居民提供什么样的健康科普知识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副院长赵京红表示，如
脑卒中预防、心脏病自救小常识、“五高”相关知识等常
见疾病的预防知识，还有健康饮食和营养，心理健康和
压力管理技巧，急救知识和基本护理技能等都是医院可
以提供的健康知识科普内容。

“副中心医声”健康科普品牌于今年 5月启动。在线
下科普工作中，“副中心医声”以通州疾控科普馆为科
普阵地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初步征集讲座需求形成 212
节课程清单，对有需求进行健康科普讲座的单位及街
道实行“点单式、派单式”科普。据区健康科普管理办

公室统计，截至 11 月，通州区已派单 32 场讲座，内容包
含夏季养生、慢性病管理、急救知识、三减三健等。同
时，“副中心医声”还征集到了来自 27 家单位共 167 位
专家报送的健康科普视频。

“我们从中挑选出了 42部优秀的健康科普短视频，
将联合区融媒体中心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展播。”徐娜说，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为品牌加入了“媒体力量”，在副
中心各医疗单位提供最新医疗资讯、科研成果、专家讲
座等信息的同时，卫生部门将与媒体一同利用广播、电
视、新媒体等多种渠道，打造集医疗服务、健康宣传、信
息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广泛传播健康知识，开展
健康公益活动，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

据悉，在计划建立的紧急医疗事件快速响应机制
中，“副中心医声”平台也将发挥作用，及时发布权威信
息，引导居民有序应对，为城市副中心乃至京津冀地区
居民提供更加有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副中心医声”健康科普品牌合作协议签署

10余所医院200多位专家提供健康科普服务

昨日傍晚，寒风轻拂，北京城市副中心天边的晚霞，绽放出绚烂夺目的橙红与金黄，浪漫唯美，让人心醉。王春海/摄

本报讯（记者 赵鹏）记者近日从
市经信局获悉，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科技生态港发展座谈会已在
京举办，标志着这一京津冀产业协同
的重大工程迈出了坚实一步。伴随
着三地共筑“同心园”，京津冀智能网
联 新 能 源 汽 车 科 技 生 态 港 也 正 式
开园。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
引领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京
津冀关键产业链，具备辐射北方七省
广阔市场的空间。据预测，到 2030
年，北方七省汽车年产量有望达到
950 万辆，其中智能网联和新能源增
量零部件市场空间将高达 7600亿元。

作为推动区域汽车产业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转型的重要载体，京
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
港规划占地面积超过 8000 亩，分为北
京、天津和河北三个园区。这一布局
不仅将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
优化，还将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
韧性和安全水平。

为高质量服务产业链伙伴，京津
冀三地政府建立了“1+1+3”工作机
制，涵盖了从项目招引、决策、落地到
投产的全流程服务保障。其中，“1 个
招商指挥部”由市经信局牵头，负责
整体谋划与资源导入；“1 个专业机
构”——京津冀汽车产业链联合招商
中心，由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
促进会作为三地统一的招商合作窗
口；同时，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园区
的专业运营团队，将具体承担园区内
的项目承接与保障工作。

在当日的座谈会上，北汽集团、
小米汽车、理想汽车、孔辉科技等产
业链领军企业代表纷纷表达了对生
态港的成长潜力和产业吸引力的高
度认可。三地政府代表也表达了全
力做好生态港的发展决心，政府和企
业之间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
作探讨。

伴随着 6 家国内优质的汽车零部
件企业与生态港签订了入园协议，京
津冀三地经（工）信部门代表共同见
证了生态港正式启动，标志着这一生
态港正式扬帆起航。

未来，京津冀三地政府将继续携
手并进，为国内外产业链企业提供更
加优质的发展环境和专业服务，共同
打造领先的产业发展生态。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科技生态港将坚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新的机遇、
新的平台、新的服务吸引全球发展资源，力争在 3 至 5 年
内形成千亿元的产业规模，成为京津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的重要增长极，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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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烧满天·今天天更好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本市博物馆家族再添新成
员。北京大观堂文物文献博物馆、张庄大运河龙灯文化
博物馆、琉璃渠琉璃艺术馆等18家类博物馆近日挂牌，进
一步丰富北京地区博物馆的体系布局。市文物局介绍，
今年本市已有29家类博物馆通过验收并挂牌开放。

类博物馆是指具有部分博物馆收藏、展示和教育等
性质与功能的场馆。2024年，市文物局结合北京地区博
物馆资源，会同各区持续推进类博物馆培育工作。经过
几个月的指导培育，29家申报单位通过专家验收，达到类
博物馆开放要求。这些类博物馆遍布本市各区，藏品资
源丰富、类型多样，涵盖陶瓷、石刻、琉璃艺术、中医药、花
草茶、老爷车、明清家具、文献资料等多种门类。

新挂牌的类博物馆中，非遗体验类的博物馆成为亮
点。例如，通州区张庄村以非遗项目“运河龙灯”为主题，建
设了一座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由旧仓库改建而
成，以实物展品配合图文呈现运河龙灯和龙舞文化，展厅里
依托多媒体手段，让观众身临其境观赏舞龙灯盛会，展示不
同运河城市的龙灯、龙舞发展和演变过程。馆内还开辟了手
工制作区，观众可以亲手体验制作龙灯模型。

2023年，本市共有 27家类博物馆挂牌开放；2024年，
进一步培育了29家类博物馆，至此，本市类博物馆数量已
达 56家，社会各界参与“博物馆之城”建设的热情不断升
温。市文物局表示，目前还有一批单位正在文博专家的
指导下进行优化提升，将按照“成熟一批，挂牌一批”的原
则，逐步扩大北京地区类博物馆的规模，更好地服务市民
的精神文化需求。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

声音艺术博物馆

北京韵源天地琵琶博物馆

漷县村村史陈列馆

北京珐琅艺术博物馆

北京三雅堂中成药博物馆

北京元亨利明清家具博物馆

巴林石博物馆

张庄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

通州区类博物馆

张庄运河龙灯博物馆展有一对龙灯，其造型极具通州特色，给观众以身临其境之感。记者 常鸣/摄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