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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轶华

木杆秤，作为民间日用称重衡

器已存在了数千年，曾在商品流通

中担当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时代

的变迁，当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测量

仪器充实人们的生活时，木杆秤渐

渐隐退。看似简单的木杆秤，却是

一门古老的手艺，凝聚着一代又一

代木杆秤手艺人的聪明智慧。在

方岩镇金江龙村，就有这样一位钉

秤老手艺人，仍然固守着自己的一

片小天地。

坚持钉秤50多年
钉秤师傅名叫应德印，今年66

岁。他从 14 岁开始，为了生计，跟

随 父 亲 一 起 挑 着 工 具 箱 走 南 闯

北。谁家要钉秤，他就会在谁家院

落摆开摊子，为其制作各种规格的

木杆秤。在应师傅的家里至今还

保存着这副工具箱，也见证了他做

手艺时的艰辛。

在应德印的作坊里，挂着长长

短短、不同称量限度的红木杆秤。

最小的能称 500 克，是他最引以为

豪的杰作，曾被国家当作国礼送给

各国领导人珍藏；最大的能称 800

公斤。

现在应师傅正准备制作一杆

长 3.68 米，能称 1500 公斤的红木

秤，光成本就得花10多万元。他介

绍，他钉秤最大的特点是用金丝、

银丝镶嵌秤花，斤头上能钉出八

仙、十二生肖、狮子麒麟等图案，还

会在秤上留下二三句诗文，文化味

比较浓，寓意也很吉利，深受一些

珍藏爱好者的喜爱。

钉秤工序多制作繁
应师傅介绍，做秤是个细致

活，要沉得下心慢慢做，手工木杆

秤的制作要用到几十种工具，制作

工序也十分繁复，包括挑选材料、

制坯、刨圆、套铜套、打眼、校秤等

工序。

“杆秤木料的选材十分讲究，

我选用的大都是紫檀木、红木、黄

花梨，这些材料不易影响杆秤的质

量。”应德印说。说罢，他从边上抽

出一根一头大一头小的秤杆坯子，

用工具熟练地反复刨了起来，并不

时拿起，凑到眼前细看。“秤杆一定

要刨圆，称的时候才能准确。”他

说，手工制秤每道工序都要求精雕

细 刻、精 益 求 精 ，容 不 得 半 点 马

虎。木杆秤的制作非常考验耐心、

专注度和准确度。他说：“刨杆要

平、要直，做刻度的时候也很有讲

究，稍不留神就会出错。”

做秤最难也最重要的一道工

序就是钻孔和点“秤星”：先在秤杆

上从前端到末端划一条直线，然后

按照规定的标准，在直线上钻小

孔，在孔上插入细软黄金丝或银

丝，用钉秤特用的“快刀”割断，然

后轻轻敲一下，便在秤杆上留下了

“秤星”。应师傅说，如果孔钻不

直，钉出的秤星就不直，会直接影

响到杆秤的准确度。

钉秤有练心的作用
曾经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

《宰相刘罗锅》，其主题曲《清官谣》

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

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咿呀咿哎

呦，你就是那定盘的星。”显然，在

这首歌中的秤已成为公正、清廉、

严明的形象。这被赋予神圣形象

的秤，便是制作精良、尺度精确的

杆秤。在做秤的几十年时间里，在

应德印看来，每杆秤售出去都代表

着信任、代表着诚信，钉的是公平

正义，钉的是一种秩序，他守住了

做人的底线，守住了手艺人的良

心。有些生意人上门要求制作缺

斤少两的秤，不管对方出再高的

价，都毅然拒绝，本身就是一杆秤，

不经意间称出了世道，也称出了人

心。

应师傅认为，做秤有“练心的

作用”，坚持这门手艺，让他更加耐

心、专注。做秤的过程中也能体现

应师傅诚实、刻苦耐劳和坚持的精

神。尽管现在买杆秤的人不多，但

应师傅仍然为坚持手工制作，坚守

一份匠人的诚心。

应师傅本可以安享晚年，但应

师傅还是不想丢弃制秤手艺，在他

内心，仍希望制木杆秤这门老手艺

能被后人更多地知晓并传承。应

师傅坚持工匠精神，这也给他带来

了众多荣誉。他先后获得浙江省

手工艺博览会最高奖《天工奖》、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浙江

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优秀演示奖、永

康市十佳“百工名匠”等荣誉称号，

最近又获金华市“八婺工匠”称号。

专心钉秤53年 杆杆身正星准
——记“八婺工匠”获得者应德印

□记者 潘燕佳
通讯员 应夏妹 徐楠

本报讯 8 日，温州商会、市环

卫处联合组织的公益宣传活动“倡

导文明出行，拒绝车窗抛物”在我

市行政服务中心及市机关食堂附

近举行。

活动当时，正值午饭，他们在

人流密集区域对来往车辆和路人

分发车载环保垃圾袋，呼吁群众要

文明驾车，杜绝“车窗垃圾”，并广

泛宣传绿色文明理念，充分展现绿

色、环保、健康、文明的美丽永康形

象。

现场，记者看到不少人领取了

垃圾袋，并表示一定要当好文明出

行的践行者、宣传者、监督者，从自

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坚决向不文

明行为告别。

“ 车 载 垃 圾 袋 ，我 一 直 都 在

用。现在车窗抛物现象经常能看

见，有时候开车看到前车随手抛出

的垃圾，我都想分给他们几只垃圾

袋。这个活动搞得挺好的，让大家

都能做好文明出行，也给环卫工人

减轻负担。”市民徐女士表示。

温州商会会长黄志勇表示，车

窗抛物这种行为不但破坏了城市

环境，也给马路上行驶的车辆、环

卫工人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所以

他们和环卫处一起组织开展倡导

文明出行的活动，希望更多的人意

识到车窗抛物带来的危害，为建设

“优雅城市 大美永康”作出努力。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中有明文规定：乘

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撒，违者可处以

警告或 5 元以上、50 元以下罚款，

但由于取证难、监管难等原因，实

际上这条法规并没有严格执行。

而近年来出现的环卫工人被撞事

件，超过三成是由车窗抛物所致。

改变陋习，拒绝车窗抛物，从提高

自身文明素质开始。

拒绝车窗抛物 倡导文明出行
温州商会、市环卫处联合向市民分发车载垃圾袋

□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孙宇君

本报讯“我身为一位老教师，激动之下都

快忘记写感谢信的格式了。信中虽然寥寥几

笔，对公交师傅们的感激却是一点也不少。”近

日，73岁的退休教师董龙星真诚地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一位 73 岁的古

稀老人写下了这封感谢信？

4 月 29 日是董龙星母亲的百岁寿辰。当

天晚上，他为老母亲贺寿后，就携同老伴一起

从白垤里出发乘坐 17 路浙 GL0825 王家梁师

傅的公交车回家。恰巧的是，他偶遇了以前的

学生。几人许久未见，一时又聊得兴起，直到

公交车到站时，他才叫上老伴匆匆下车，却将

装有6700多元现金、一些烟酒和银行卡、存折

等物品的黑色背包遗忘在了公交车上。

等到董龙星回过神来，公交车已经开走。

他一边大声高呼：“等一下。”一边拼命追赶。

只是两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四个轮子呢？无

奈之下，他只好前往站台乘坐下一辆公交追

赶。等到车来，他就向驾驶员简要说明事情经

过，希望得到他帮助。第二辆 17 路公交驾驶

员是杜泽形。他马上电话联系前车王家梁，希

望王家梁停车寻找老人的背包。王家梁听说

后立即照做，并根据董龙星的描述，果然在相

应的位置找到了他的黑色背包。

董龙星再次见到他黑色背包的时候是当

日晚上 19 点 10 分，距离他第一次下车仅仅相

隔 40 分钟。当董龙星拿到失而复得的背包，

看着分文不少的现金和物品时，已经激动得说

不出话来。

古稀老人乘公交遗落万元财物

司机暖心接力
40分钟物归原主

□记者 陈凯璐 通讯员 陆潇雅

本报讯 近日，江南派出所接到一群众的

求助电话称，在白云小学红绿灯处有位阿婆

体力不支倒在马路中间。值班民警到达现场

后，只见一位穿着红色上衣、拄着拐杖的阿婆

坐在马路边。上前询问时，阿姨说自己姓杨，

70 岁了，并告知民警自己的家庭住址。当应

警官询问阿婆为何倒在马路中间时，阿婆却

沉默了。询问未果后，应警官将阿婆送回了

马竹岭家中。

原本以为，这位被救助阿婆事件已告一

段落，可事情原没民警想到的那么简单。接

着，江南派出所又接到 9 个重复报警电话，报

警内容一致，都是在白云小学红绿灯处有位

阿婆躺在地上。值班民警朱警官到达现场后

发现，又是刚才刚救助过的杨阿婆。杨阿婆

躺在了十字路口交叉处的马路中间，其旁边

围着两位男子。其中一位男子对朱警官说，

许多好心人已经劝说了很久，阿婆都不肯离

开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就是生活压力太大了，想发泄一下。”

在朱警官和热心群众的努力劝说下，阿婆终

于道出了自己如此危险做法的目的。朱警官

随后联系上了阿婆的儿子，并将阿婆送至其

儿子家中。临走前，朱警官叮嘱其儿子，要好

好照顾阿婆，别让阿婆再做如此危险的事。

七旬阿婆求发泄
坐在路中间
如此危险做法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