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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金戒指应当精益求精

传统金首饰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记者跟着打金师傅制作金戒指金项链

打制金器是一门需要长期学习的

手艺，工作环境艰苦，对体力的要求高，

消耗也大。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打

制一件金器的手工费要数元。相比当

时人们日工资几角较为可观，想从业的

人员较多。如今，胡永清打制一枚金戒

指、一条金项链也仅收取六七十元的手

工费。这个收益对年轻人来说，很难有

吸引力。

胡永清说，他最多曾同时带过五六

名徒弟。现在，他们大多都已“单飞”发

展，也在该行业有了不小的名气。对这

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他打算坚持

到干不动为止。

坚守初心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技

艺。胡永清对打制金器这份工作的坚

守，也让记者感受到了五金匠人的不忘

初心以及工匠精神。

坚守初心
就是传承技艺

融媒见习记者 陈宏宇

记者刚踏进位于江瑶村的工作室，

胡永清便迎了上来。他瘦瘦高高的，一

头短发已然发白，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

神。胡永清热情地招呼记者在工作台

前坐下，如数家珍般介绍起他的打金工

具：落满灰尘的皮老虎鼓风机、锈迹斑

斑的老式喷枪、布满焦痕黑乎乎的坩埚

⋯⋯一件件陈年老物述说着岁月的痕

迹。

得知记者想知道如何打制一枚金

戒指，胡永清笑了笑，直接现场教学，让

记者亲身体验。在他的指导下，记者取

出一块小拇指大小的金块，准备打制一

枚最简单的光板黄金戒指。

金块重熔提纯是锻打的第一步。

记者伸出右脚小心地踩住类似汽车离

合器的踏板——这是电泵的开关，然

后右手握着喷枪朝上，左手拿着打火机

靠近喷枪喷口点火。伴随着清脆的“咔

嚓”声，喷口冒出淡蓝色的火焰，金块迅

速变成橙色，随后变成橙红色。这代表

黄金在高温下已经熔化为液态。记者

在一旁的罐中抓起一小撮硼砂，均匀地

洒在熔化的黄金表面，只见原本附着在

黄金表面的杂质迅速吸附在硼砂上，金

块呈现出透明的状态，变成一个没有杂

质的金球，而原先的杂质迅速在边缘滑

落，直至消失不见。胡永清告诉记者，

硼砂不仅是一种助熔剂，当它与黄金一

起加热时，还能去除附着在黄金表面的

氧化物。

达到这种状态后，金块的重熔提纯

就算完成了。记者关闭喷枪，待金块稍

稍冷却，从橙红色褪回橙色，再用镊子

夹起金块，放到一旁的冷水中冷却。“呲

啦”一声，白烟冒起，金块重新变成了金

色，只是比刚取出来时更亮更新，也更

软更容易加工。记者用镊子将冷却的

金块夹到一旁的铁砧上，左手将金块固

定好，右手紧握铁锤，敲击金块的每一

个面。敲击到金块完全冷却时，它已变

成一个扁平的长方体金条。

为了更好地锻打，记者将它重新加

热熔化，然后取出戒指模具，将未完全

冷却的金条放到模具中按照形状进行

锻打。重复这个过程三次后，记者打造

出一条长约 3 厘米、宽约 0.5 厘米、厚约

0.1 厘米的金带。在连续锻打下，这条

金带呈现两头细、中间宽的形状。

在完成基础部分的锻打后，记者进

行了修整。打制出来的金带边缘凹凸

不平，显得不够美观，记者用铁锤的木

柄轻轻敲击修整，直到金带的每条边都

没有豁口或凸起，再将其放置到盐酸中

浸泡，去除捶打过程中附上的铁屑等。

浸泡后，金带呈现出亮闪闪的金色，但

近看还是有许多细微的划痕。记者用

玛瑙、白钢刀对金带表面进行打磨抛

光。几分钟后，金带表面变得十分光

滑。最后，记者按照自己中指的粗细，

将金条严丝合缝地绕在戒指棒上。取

下戒指棒后，一枚光板黄金戒指就算制

成了。

■记者手记

打制完金戒指后，记者想挑战一

下高难度——金项链的打制。胡永清

说，打制金项链不同于金戒指，需要有

“三力”，即观察焊点焊接情况的眼力、

熟悉了解喷枪口的火力、仔细设计项

链款式的脑力。在各种款式的项链

中，比较容易打制的是一环套一环的

水波链。

记者重新取出一块金锭，熔化提纯

后，依旧像打金戒指一样用铁锤将金锭

捶打成长条形。不同的是，在敲打的过

程中，铁锤要如同用擀面杖般不停地在

金条上“揉”，同时，要握住金条不停地

在铁砧上旋转，使每个面都和铁锤“亲

密接触”。大概过了 2 分钟，金条变得

圆润细长，记者取出铁架上的拉丝板，

金条从大口径开始拉丝，拉到小口径，

本来笔杆般粗细的金条已经变成了龙

须面般粗细。这些拉丝板上的孔洞能

够将金条进行“统一瘦身”，经过“减肥”

的金条才能达到制作的要求。

在得到龙须面般粗细的金丝后，记

者将金丝一匝一匝小心地缠绕在直径

约 1 厘米的绕丝棒上。缠绕好后，记者

用小剪钳将每一圈金丝剪开一个小口，

轻轻地将金丝摞下定型棒，得到一小堆

小金圈。接下来就是考验眼力的时候，

记者花了将近 30 分钟，才将这一堆金

圈层层叠叠地套在一起，一条水波链就

大致完成了。

最折磨人的还在后头。由于每个

小金圈上都有剪开的断口，为了美观以

及整体性，记者还需要用“小火慢焊”的

方式将这些断口焊接在一起。这是一

门手艺活。记者将大火力的喷口切换

成小火力的，然后小心点火，对准断口

喷射火焰，等到断口处熔化但未完全变

形时，用镊子小心地进行修整。整个过

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胡永清告诉记者，他从 16 岁开始

跟着父辈走街串巷打金打银。日子久

了，十里八乡都知道他的名字。他也多

次去江西等地学习先进的打金技术。

在一次次的锤打和外出学习中，他的打

金技艺就像锤子下的黄金那般，通过千

锤百炼后熠熠生辉。多年的积累造就

了他技术的娴熟。

记者体验完后，胡永清亲手为记者

示范了一次黄金戒指和黄金项链的打

制。比起记者的粗糙和缓慢，他不到一

个小时就完成了打制，且金器样式美

观，棱角分明。“心中有尺，手下有度，脑

中有思，打起金器来就能够得心应手

了。”胡永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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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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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验金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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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清给记者演示金器制作过程

曾经，当你走进石柱镇江
瑶村时，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像
一首悦耳的打击乐，那是村里
的打金师傅开工了。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这里拥有全国闻
名的金银加工交易市场。随
着时代的变迁，曾经人来人往
的江瑶老街变得冷清。

精巧的金戒指、精致的金
项链是如何一锤锤打制出来
的？打金这个行业目前发展
状况怎么样？现在打金师傅
的收入如何？近日，记者来到
打金打银工艺省级非遗传承
人胡永清的工作室，体验打金
师傅的工作日常。

九转十环需求多

打金项链需要有“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