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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手工看世界

大家都叫我“老顾”。我算是

永 康 第 一 批 拍 摄 制 作 微 电 影 的

人。虽然幸运地走在了前头，但我

其实是“半路出家”的。

2006年，从物流管理专业毕业

后，我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

回永工作。在工作中，我了解到不

少企业有宣传片拍摄的需求。于

是，我自学摄像，辞职创业。2010

年，我在网上无意间看到筷子兄弟

的《老男孩》，才知道电影原来还能

这么拍。这也成了我拍微电影的

启蒙，带我走上影视创作之路。

别看现在的影视作品中常有航

拍镜头，但在以前无人机是稀罕

货。当时航拍可不容易，甚至要冒

很大的危险，摄像师得乘着动力伞

飞上去，一只手控制，一只手拍摄，

还有的人把摄像机放在气球上，但

具体拍到什么画面就全看运气了。

2011年，为了拍出高质量的航拍画

面，我花费四万多元购置了一台无

人机，当时我的月收入不过 3000

元左右。很多朋友和前辈认为我

被骗了，他们觉得我花大价钱去

买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像个“傻

瓜”。

那时，无人机不是想买就

能买到的，购买过程也是一波

三折。通过各种网络论坛，

我好不容易联系了一位山

东卖家。他住在泰山脚下，

等我风尘仆仆赶过去时，他

居然反悔不卖了。我只能

托一位当地朋友替我说

情，最终，卖家才松了口。

后来，我用这台笨

重、简陋的无人机拍摄

了许多珍贵的航拍画

面。即使现在的无人

机技术越来越完善，

功能越来越完备，这

台无人机仍收藏在我

的工作室里。

其实，我做手工还秉持着“废

物利用”的观念。现在社会上被浪

费的东西太多了，样式老旧的木

柜、表面包浆的桌椅、出现裂口的

瓷杯，旧物件在人们消费更迭中被

淘汰丢弃。但旧东西并不代表没

有用处，只要稍加改造，就能赋

予其全新的面貌和用途。我

常去木材市场收购各类木

板的边角料，到建筑材料

回收站、古玩市场淘来

各种被废弃的老物件，

如断裂的窗户木框、竹子

做的舀米桶⋯⋯在我的世

界里，万物皆可改造，身边都

是可取之材。

我曾买了舂蒜用的旧石臼，臼

口历经多年的使用已有了包浆。

我看着它上宽下窄，中间有个深窝

的结构。我稍加制作，它便成了我

围炉煮茶时的炉。还有收购来的

空木箱，里头用木板隔断，再在顶

部装上把手，就是茶具收纳的提

箱。我的朋友们也常来找我帮忙

改造旧物，为绘着缠枝纹开口的旧

瓶子做一个严丝合缝的木盖，使其

“变身”为茶叶罐；用淘汰掉的，原

用于制作滑板的硬木料，改造成茶

壶的新把手。

另外，我对五金工艺兴趣浓

厚，五金在旧物改造中的用处也颇

多。于是，我在二手家具市场收了

一张木凳子。凳子表面已经包浆，

花纹非常漂亮，但是正中间的一块

木板烂掉了。我将中间朽烂的木

板挖空，向芝英镇的五金老手艺人

定制了一个方形的铜罐，与木凳缺

口完美适配。再往里铺满碳灰，这

张凳子又成了一个可以煮茶的炉

具。看着被丢弃的物品在自己的

手中重焕光彩，是非常有趣且有意

义的过程。

讲述人：
顾宇昂，电影制作人

讲述人：
徐晋,手工爱好者

永康江、西津晚渡、古塔斜阳、总部中心⋯⋯这些永康标志性的元素，都
能在顾宇昂的影视作品中见到。这位外表看着粗旷，内心却充满文艺气息
和家乡情结的“永康侬”，是我市第一批涉足微电影的电影制作人。

敢想敢试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出生、成长、创业都在永康，

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有深厚的感情。

为什么不用镜头为这座城市留下点

什么呢？这个念头不断在我脑海里

萌发滋长。经过6个多月的拍摄制

作，在各方朋友的帮助下，我的第一

部微电影《金都恋歌》正式问世。这

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在永康取

景，串联起了西津桥、虎踞峡、后吴

古村等本土旅游资源。但由于是第

一部作品，仍有很多欠缺，因此在当

时反响平平。

但很快，《我，来自永康》就火

了。这是我自筹资金拍摄制作的城

市宣传片，同时也承载了我的浓浓乡

情。当时我们剧组在永康的大街小

巷取景，跑了一个多月，甚至为了拍

一个豆腐皮的镜头，半夜两点多蹲守

在农户家。这部宣传片制作完成后，

当晚11点多我上传至网络，第二天就

有很多朋友和我说，被这部片子刷屏

了，可以说是一夜爆火，

随着时代发展，永

康城市风貌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许多事物渐行渐

远，成为回不去的过往。

小时候我住在山川坛，后面

就是河头区块，那是我童年

玩耍的地方，还保留着许多

当年的建筑风貌与历史肌理，

我的短视频剧集《走过河东路》

就在这里取景拍摄。

令人感慨的是，即使位于市

中心的繁华路段附近，且分布着

弹棉絮、修补衣服、制酒等手工业小

店，河头区块仍然略显荒凉。在这

里的一条小巷子里，可以看到这样

割裂的场景：一边是高楼林立的现

代化建筑，一边是萧瑟冷清、仿佛被

过去定格的老街道。我把这些割裂

的场景融入片子里，想要引发更多

人对城市发展的深思。

乡情乡愁 定格永康的大街小巷

在顾宇昂的工作室里，记者见到了那台久经风霜的无人

机，粗糙、简陋，比现在的无人机要大得多。但这已经是顾宇昂动手改造后的

第二代版本，据他说，最初这台无人机线圈外露，有的部件甚至是用筷子制成

的。为什么顾宇昂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或许是对故乡的热爱，或许

是对影视创作的追求⋯⋯这条影视之路，他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口述/顾宇昂 整理/融媒记者 张曼欣

记者旁白：

手工木工、瓷器修复⋯⋯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手工爱好者，徐晋对手工
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手工不一定是在新材料上的创作，也可以是对
旧物件的改造。

手工是生活的爱好也是思想的养分

用手工让旧物开出“新花”

采访中，徐晋提到曾为了解学习五金工艺，寻找我市打

铁、打铜的老手艺人。但找到的老师傅大多因为上了年纪已不再打五金

了，且很少有年轻人愿意主动学习接班。在弘扬永康五金文化的当下，

作为文化基石的五金技艺，其传承延续该如何年轻化，是一个亟待思考

与解决的现实问题。

口述/徐晋 整理/融媒记者 王玙铮

做手工很锻炼人，灵光一闪时

会欣悦，制作器物过程中达不到理

想效果时也会烦躁。而我坚持做

手工，其一是爱好，其二是在手工

制作中收获了感悟。

做手工，外在造的是器物的

形，内在支撑的是文化和思想。手

工早已成为我观察世界的窗口与

角度，也是我应对浮躁社会的

一股力量。

对手工的热爱或许

源于我儿时的“玩心”。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很多

的玩具，基本是手工制作

的。折树杈做弹弓，劈竹

条糊纸做风筝，自行车链

条做手枪等。

我做手工不限制原材

料。以前到户外玩时，我很喜

欢把形状奇特的木头捡回家当

装饰。2014 年，我接触并自学木

工后，帮朋友们做过木头戒指、木

头勺子、木筷等小件器物。2019

年，我就专职做手工木工了，主要

设计制作生活器皿这类实用器物，

以及灯罩、茶具箱等小件家居。而

学习瓷器修复则是因朋友喝茶的

杯壶有裂口，网上送修又不方便，

因而对这块起了兴趣。

木工是一个由粗到细的做减

法的过程。一个成品从选料描线、

机器粗切制成粗胚，再到细节处的

加工打磨、抛光等，才能制成。在

设计时，我会根据每块木板独有的

纹路、颜色、形状去决定它最终呈

现的东西。修复瓷器则是在破损

的地方做适当的加法，要考虑金属

色泽与杯壶自身花纹的适配度。

木工与修瓷都需要费心费时去思

考，静心尽力去操作。在自学过程

中，我接触并学到了许多传统文化

与传统美学，所以手工于我而言，

是一种思想上的养分，不断深入，

常研常新。

记者旁白：

用木凳做成

的煮茶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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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

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