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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故事

本报杭州12月7日讯
记者 王庆丽

“张小泉”剪刀，经过 300 多
年的岁月沉淀与数代工匠的千锤
百炼，凝固成刀背上那个挥之不
去的名字。如今，这个名字又与
另一个名字相互关联，并因此焕
发出新的生命活力，那就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小泉
剪刀锻制技艺的传承人——施金
水。

上午 10 时许，位于杭州小河
路 450 号的手工艺活态展示馆内
游人寥寥，颇为冷清。然而，当

“张小泉”剪刀锻制工作室内的两
位师傅开始抡起铁锤快速击打，
令先前经 1250 摄氏度高温加热
过的钢铁坯料完美融合之时，整
个展馆的气氛即刻被点燃。漫不
经心的来访者们循声而来，纷纷
聚拢在这间透明的玻璃房外，津
津有味地观赏这场铁与火的碰
撞。

“这是‘张小泉’剪刀制作过
程中最核心的一道工序——‘嵌
钢’。张小泉打破了千百年来以
生铁锻打剪刀的常规，独创性地
将钢条嵌入铁槽之内，使之具有
了钢铁分明、刃口锋利的特点。”
81 岁的施金水须发皆白，精神矍
铄。他一面看着徒弟丁纪灿和陈
伟明的现场演示，一面作着介绍，
言语间透露出一位老工匠特有的
自信与荣光。

嵌钢入铁始为刃。这样的过
程热烈而短暂，但加热时的火候
如何把握，击打的轻重如何掌控，
却全靠工匠们在长期实践中积攒
的经验与感觉。更何况，一把“张
小泉”剪刀，手工制作过程绝不止
这一步，而是包括了从试铁试钢、
拔坯开槽到嵌钢、淬火、磨制、装
配等数十道繁复的工艺。

施金水说，他的制剪生涯便
是从“改里口”这个微不足道的制
剪环节开始的，也就是用锉子把
初步成型的坯料表面的黑疤锉
白，使原来毛糙的剪刀表面变得
平整而色泽均匀。由于家境贫
困，施金水十三四岁便从萧山老
家来到杭州城内的剪刀铺里当学
徒，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需完成
138 把“出头”（初步成型的剪刀）
后才能吃到早饭，晚上要一直忙

碌到八九点。
精湛的技艺，成为像施金水

这样的制剪者安身立命的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于 1953 年成
立张小泉制剪生产合作社，把施
金水、徐祖兴等民间制剪高手集
中起来，让张小泉的剪刀锻制方
法得以延续。1957 年，杭州张小
泉剪刀厂成立，施金水又成为了
该厂的第一批工人，主要负责剪
刀的质量检测与技术指导。从那
时起，机械弹簧锤与模板冲压逐
步取代了手工锻打，“张小泉”剪
刀由此进入半机械化、机械化生
产的时代。

“用机械代替手工，这是剪刀
师傅的创新，也极大地提高了制
剪的生产效率，”面对手工的式
微，施金水似乎并没有太多纠

结。对他来说，老工匠的手艺在
此时仍旧有用武之地，即通过自
己的技术修养与积累，及时、准确
地辨别出那些从流水线上淘汰下
来的产品在哪里出了问题，是否
需要返工或者报废。同时，他又
通过对模板的不断完善与改进，
令其在功效上尽可能接近手工制
作的样式。

然而，懂得锻制工艺的年轻
人毕竟越来越少了。施金水的大
徒弟、今年 51 岁的张小泉剪刀厂
工人丁纪灿回忆说，他是从 20 世
纪 70 年代末进厂工作的，几十年
时间过去，即便对于流水线上的
各个环节已经了然于心，但是这
与真正拿起工具、亲手制作剪刀
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2010
年，与剪刀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

他，正式拜施金水为师，开始系统
学习剪刀锻制技艺。一年后，小
他一岁的师弟陈伟明也投入施金
水门下。

如今，施金水的这两位徒弟
每周有 6 天在杭州手工艺活态展
示馆内，一面向人们展示剪刀制
作流程，一面担当起剪刀的义务
修磨工作，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张
小泉”剪刀用户提供售后服务。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施金水，偶尔
也会聊发少年狂，与徒弟们一同
进行制作，把“张小泉”剪刀的锻
制魅力，用最为直观的方式传达
出去。

张小泉集团产品中心副总监
陈标告诉记者，随着材料科学与
磨削工艺的不断发展，剪刀的制
作工艺较之传统工艺相比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为此，他们正在加
大对传统锻制工艺的保护力度，
将老工匠的技艺编撰成书予以保
存，并通过以师带徒的形式让其
后继有人，同时也在不断引进新
的制作材料与设备，让“张小泉”
剪刀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需求，
使得这一百年品牌在新时代中焕
发出新的生机。

杭城工匠让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延续生机

嵌钢入铁始为刃
浙匠360
——来自百工之乡来自百工之乡

的转的转型纪事⑥

扫 一 扫 ，
收 看 视 频
报道。

剪切的原理在于“合缝”，也
就是把握好两个刃口间点与点的
接触，使之在一个合适的角度范
围内保持接触的均匀。同时，刃
口的厚薄及大小要根据剪刀的用
途进行调整，例如，用来处理布料
和树枝的剪刀，对于刃口的要求
是有差异的。始终关注用户的体
验与需求，并将其巧妙地融于制
作工艺之中，这正是“张小泉”剪
刀的生命力所在。 （施金水）

【制剪者言】

施金水（中）与两位徒弟。

施金水用锉刀将剪刀刀刃里口磨平。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佳莹）
“大家眼睛刷刷亮，皇帝他，一丝不
挂赤条条⋯⋯”屏幕上，尺板的笃琴
弦起，长衫折扇唱台戏；屏幕下，会
议桌的边角上，绍兴 80 后莲花落演
员韩会稽正用手蒙着一只眼睛，羞
怯地观察着观众们的反应。原来，
他别出心裁用“土味”莲花落演唱的

“洋”童话《皇帝的新衣》和“洋”故事
《警察局长的尾巴》被拍成了电视
片，正在接受观众的检验。

“来之前，我都想象不到莲花落居
然还能唱海外故事，特别有新意，故事
也很有寓意。”“能把方言、普通话、外
语译音用‘一人多角’的方式表现出
来，加上片子里的场景剪辑，很有可听
性和可看性，尤其适合年轻一代”⋯⋯
首映后，观众和莲花落前辈们的声声
赞许，让韩会稽舒了一口气。

私下里，韩会稽显得有些羞怯，
而他出道时演的却是最需要“厚脸
皮”的丑角，以至于被绍兴戏迷们调
侃地称为“绍兴一傻”。而在随后的
十多年里，受到师傅胡兆海以及倪齐
全、翁仁康等著名莲花落曲艺家的点
拨熏陶，韩会稽与莲花落结下了不解
之缘，排演创作样样行，更凭借曲目

《拉选票》一度成为“获奖专业户”。
“每天晚饭时候，‘老绍兴’们总

爱喝个小酒，听一段莲花落来消遣
消遣辰光。”韩会稽告诉记者，作为
首批“非遗”的莲花落是绍兴最受欢
迎的地方曲艺之一。然而，“老绍
兴”们的热爱却难以在年轻一代中
延续。该怎么抓住年轻观众的心
呢？今年年初，韩会稽闻悉绍兴莲
花落创作室主任王云根正在进行海
外故事题材的创作尝试，带着年轻
人特有的好奇心和冲劲，韩会稽决
心做一个先行者。

一次次“对镜自赏”，一遍遍“自
言自语”，在与创作者进行反复推敲
后，韩会稽确定了基本的表演方
法。作品的“表白”即故事情节的叙
述仍用地道的绍兴话，角色对话则
采用滑稽的“绍兴普通话”辅以模仿
外国人物腔调的方式，同时按照莲
花落演唱的惯例，穿插绍剧、鹦歌班
等腔调，从而使得音乐形象更为丰
满。为了迎合现代年轻人的观看方
式，两部作品都被拍成了电视片，以
人物表演穿插电影片段剪辑的方式
生动呈现。

“这两个电视片马上要在网上
上线，接下来还会去各地的文化礼
堂巡演。”对于这门老曲艺的点滴新
动作，韩会稽都十分热衷参与。一
个多月前，这个莲花落小辈还主演
了绍兴莲花落历史上第一部舞台剧

《鉴水岸边》。

绍兴创新“非遗”曲艺表演

莲花落，唱起“洋”故事

本报讯（记者 陈敢 通讯员 陈
胡南）每天上午9时许，台州市椒江海
门街道86岁的洪荣富老人都会开始一
天的义务捡烟蒂的“工作”。只见老人
一手提着袋子，一手拿着一把老虎钳，
到路上、绿化带里不停地寻找烟蒂。

老人家住椒江汇景名苑小区，
从去年9月开始，他就在外面捡烟蒂
了，每天早上 9 时出门，黄昏时候才
回家，一天大概要步行二三十里路。

“你这是干嘛呢，这么大年纪为
何天天来捡垃圾？”一位认识老人的
阿姨问洪荣富，他开心地笑笑说：

“闲来没事，到外面玩玩，边走边捡，
就当作锻炼身体。”

“不是有环卫工人在搞卫生
吗？”“环卫工人是在扫，但有的地方
扫得到，有的地方扫不到。”洪荣富
说：“当有人将甘蔗皮、瓜子和花生
壳，扔到地上，看到我在捡，他们就

不忍心扔了。”椒江青少年宫广场公
共自行车网点管理人员陈阿姨告诉
记者：“我经常看到老人手上提着塑
料袋，一边走，一边捡，不少人见到
老人在捡，就主动地将烟蒂、杂物扔
进垃圾筒，乱扔垃圾现象大为减
少。”

“以前生活苦，连饭都吃不饱，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要回报社会，捡
的目的是让环境保持清洁。”洪荣富
说。据了解，在捡烟蒂之前，洪荣富
还是海门街道大悲洞爱心凉茶队伍
中的一员。洪荣富负责凉茶摊的卫
生管理，已经坚持了六七年，每天凌
晨 5 时，他从家里出门，买 3 个馒头
就来到凉茶摊，早饭和中饭就吃 3
个馒头，一直守到下午 4 时才回
家。去年，大家考虑他的岁数大了，
婉言劝他回家，想不到这位可敬的
老人又做起义务捡烟蒂的好事。

椒江：八旬老人义务捡烟蒂

老人上街义务捡烟蒂老人上街义务捡烟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