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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家”字题写者：王灵耿 书法爱好者

感言：和谐的家庭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

信任的基础上，需要用心来经营和呵护

的。遇事多些沟通和理解，生活就会更

加和谐。
编辑 程卡

□记者 王靖宁

16岁跟父亲学打镴
手艺精益求精

应华升出生在锡雕世家，他的

父亲应业根 13 岁就跟着师傅奔波

在大江南北。由于应业根脑子活，

双手灵巧，很快就成了一名颇有名

气的锡雕艺人。

应华升 16 岁那年，开始跟着父

亲挑着扁担走街串巷上门加工、制

作各种锡器。“那时候我和父亲一人

担着一副扁担，扁担的一头是一个

箩筐，里面放着各种制作锡器的工

具和锡片，另一头是一个木制的坐

箱，我们就坐在这木箱上打镴。”应

华升回忆道，当年跟着父亲跑得最

多的地方就是绍兴，因为父亲已有

些名气，所以生意还不错。“那时候

打镴都是上门制作的，吃住都在百

姓家，做的锡器也大多是烛台、水壶

等日常用品，当作女儿出嫁时的嫁

妆。”回忆起学手艺跑生意的这几

年，应华升不禁感叹很辛苦但也很

值得。

在跟随父亲学习打镴的这几

年，应华升除了学到扎实的打镴手

艺外，也学到了父亲做手艺精益求

精 的 风 格 。“ 我 父 亲 一 直 坚 持 用

99.9% 的 纯 锡 制 作 锡 雕 ，我 也 一

样。”应华升介绍，过去的锡器因为

含铅量高，容易变黑，改用纯度较高

的锡制作的锡器，则不会变色。“但

纯锡在烧制过程中对温度掌握的要

求很高，如果把握不准，制作出来的

锡器就容易出现漏水等现象。”应华

升说。

曾放弃锡雕手艺
北京之行后重操旧业

2000 年，市场上出现了工厂化

生产的锡器，应华升觉得手工制作

锡雕没有什么前途，就和妻子陈笑

于改行做起了钢材生意，钢材生意

做得也是红红火火。

2008 年，永康锡雕被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

业根也被选为这一行唯一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我

做生意的这几年，我父亲怕我不接

他的班，不止一次跟我念叨，这门手

艺千万不能失传。”应华升回忆，父

亲得知他被选为锡雕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后，一定要让他陪自己到北

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

艺展演，希望这次北京之行改变他

对锡雕的看法。展演中，应华升和

父亲遇到了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

的周和平，一番交谈过后，周和平极

力劝说应华升继承锡雕手艺。

“一方面是父亲和领导的劝说，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锡雕产品未来

的潜力。”回到永康后，应华升回心

转意操起“旧业”，将原先的钢铁生

意全部交给了妻子打理，“钢铁生意

当时很赚钱，所以那时候很多人不

理解，说我老板不做，回来做手艺。

我的回答是：这门手艺可不一般，是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陈出新
打造高端锡器工艺品

父亲去世后，应华升继承了父

亲的手艺，也继承了芝英街道市场

父亲留下的那间“业根锡艺”店。店

里的橱窗里展示着龙、凤、仙鹤等锡

雕作品，个个栩栩如生。为了提升

锡雕作品的欣赏价值，应华升还对

部分作品进行创新，譬如在制作“龙

凤呈祥”时，应华升会在凤凰的翅

膀、龙的舌头根部，甚至是树叶根部

都添加了细小的弹簧，只要有风吹

过，翅膀、龙的舌头和树叶都会随风

舞动，发出“铃、铃、铃”的响声。

在应华升的锡雕收藏室中，一

把手柄上镶嵌着红木，壶盖上点缀

着精美的小叶紫檀的锡雕茶壶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完成这把茶壶至少

要花 5 天时间，全部都是手工活，按

现在的售价，这把茶壶值 5000 元。

我把这一系列的茶壶取名叫千捶

壶，因为壶身表面的纹理要经过上

千次的捶打。”应华升介绍，这个系

列的锡雕茶壶制作比较复杂，大的

工序就有 10 多道，首先要将锡条原

料熔化，铸压成片，然后根据需要将

锡板剪成各种形状，再经过敲打、焊

接、搓刮、组合、雕花等工序，才能打

造出一件精美的锡雕茶具。如今，

应华升把他的作品定位于高端工艺

品，制作的茶壶也主要用于收藏，

“很少有年轻人会来买龙凤烛台，但

这种锡雕茶壶却很受大家的欢迎。”

近日，应华升被评为金华市优

秀民族民间艺术家。“锡雕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一定会把这门

手艺传承下去，‘业根锡艺’这个招

牌也一定不会没落。”谈起未来的发

展，应华升很自信。

我从你身上看到了真
正的工匠精神，脚踏实地，
不断创新，追求完美。这
精神也影响了我，我会跟
你学习锡艺，把这门手艺
传承下去。

——儿子 应陈凯翔

给凤凰的翅膀、龙的舌根装上弹簧，
风一吹，就会发出“铃、铃、铃”的响声

应华升：子承父业锡雕缘

在芝英街道后城大街上，循着清脆的“啪
哒，啪哒”的敲打声，记者找到这家开了近三十
年的“业根锡艺”店铺。店面不大，十几平方米
的房间里堆满了木头锤子、錾子、锡片等工具和
原材料。应华升就是这家店铺的主人。

看你每天起早摸黑制
作各种锡器，我感到很自
豪。你对待锡雕的执着、
认真的精神值得全家人学
习！

——妻子 陈笑于

我将来出嫁一定要带
上你做的锡雕作品，我会
告诉所有人，这是我家的
传家宝！也希望你在忙碌
的 工 作 中 注 意 自 己 的 身
体，保持健康。

——女儿 应陈恺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