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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形，冠身以薄金锤制，四周焊接多层

云朵形饰片，并镶嵌有50余颗红、蓝、绿、

白诸色宝石，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冠顶

插有嵌满宝石的如意金簪，冠两侧各有两

个小孔，用四支金簪插入冠内发髻之中以

固定冠身。令人疑惑的是，尽管金镶红蓝

宝石冠是在徐氏墓中发现的，关于徐氏的

介绍却未见更多文字，难以形成完整的叙

事。金冠无言，但至少可以通过它的艺术

语汇，呈现出贵族女性生活中的一抹时代

气息。

段铃玲指出，明代中晚期，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女性的装束打扮也因生活条

件的改善而发生改变。妇女喜欢穿戴金银

首饰，特别是对贵族、皇室仕女而言，金

银饰品是梳妆的必需品。明代女性的头饰

有挑心、分心、掩鬓、束发冠等，现存可

见的多出土于帝王公侯陵墓。这些饰品在

时代风格特征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束发冠的数量稀少、极为珍贵，但

表现在品类上，却是花样翻新、千姿百态。   

据了解，在明代，除我国的云南、

辽东、新疆地区外，如今的泰国、斯里兰

卡、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都有宝石

出产。从文献记载来看，多国曾进贡宝石，

缅甸、斯里兰卡和印度更有中国人直接参

与宝石取采或贸易的明确记录。由此可见，

明代宝石产地来源广泛。   

  工匠不对珠宝做特殊加工

在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谷

娴子撰写的文章《从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

看明代宝石的使用与来源》中提到，明代

所用宝石粒径大小不等。从出土实物来看，

最小的宝石粒径仅有约 2毫米，最大的宝

石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帽顶所嵌蓝宝石。

明墓出土的宝石绝大多数为弧面型，

可见随形、圆形、椭圆形、橄榄形等，个

别雕刻成形，未见几何刻面。宝石表面虽

经抛光，但是可见麻点、下凹和孔洞。天

然凹陷处也未做仔细处理，个别脱落者可

见底部为粗精平面。此外，宝石的镶嵌工

艺多见包镶，其次为爪镶，也有拴丝镶，

或仅打孔后穿系固定。包镶的宝石下方或

有棉花类垫衬物，并在宝石上再打孔穿线

以加固。爪镶的宝石多见二、三或四爪，

爪作长条状或小三角形。有时包镶、爪镶

技法共用。   

明代金器制作在沿用传统工艺的基

础上，借鉴了其他手工制作业的技法。日

臻成熟的制作技艺，让精美的黄金、玉石

和珠宝等名贵物品融为一体，色彩斑斓，

交相辉映。自郑和下西洋以来，随着边境

集市相继开放，受社会奢侈风气影响的贵

族开始斥巨资搜寻全国各地的工匠为自己

服务。关于这一点，段铃玲特别提到，从

金镶红蓝宝石冠可以看出此类束发冠宝石

镶嵌技艺的一个特点，即工匠不对珠宝做

特别精细的加工，仅根据其原本的形状进

行镶嵌。“所以，束发冠上的宝石形状是

多样的。”段铃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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