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曾是农耕文明时期守护家
园的箭镞，是古老仪式中袅袅青烟
的香炉，亦是民间工艺里的茶具。
千 年 流 转 ，铁 火 在 永 康 淬 炼 成 器
——这座南宋铸铁技艺的发源地，
如今已崛起为世界铁壶制造重镇。

“铁器非冰冷的金属，而是时间
的见证者。”胡志强深情凝望着真形
滨松铁壶。此壶获第十届浙江工艺
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其泥模工艺
复原自南宋古法，蜡膜铸造则融入
现代设计。为让古法“落地生根”，
胡志强将课堂搬进工坊：设立非遗
传承教育基地，成立茶文化课题组，

开展校企合作。
今年3月，胡志强与浙江民生休

闲频道合办书法艺术展，将曾密书法
转化为可游可居的立体空间语言。4
月，他远赴希腊、埃及、土耳其等地的
国家博物馆，汲取灵感，并向国内外
学者友人积极推广永康铁艺。

胡志强极力保护泥模工艺，改
良出多款艺术铁壶。其作品《野趣
唐釜》获非遗“薪传奖”金奖，并被同
济大学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收藏。
一本堂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被列入
省级乡村博物馆。他抚着获得金奖
的艺术佳作《云龙铁壶》，目光灼

灼。他坚信：“铸铁当如陈亮事功，
以‘实’为本——实技、实器、实魂。”

在这片被铁火煅烧的永康大地
上，胡志强从未停歇，怀揣传播家
乡的铸铁艺术的梦想，以铁为墨、
以火为笔，在时光的笺纸上书写新
的篇章。从复原南宋泥模工艺，到
改良蜡膜铸造技艺；从深耕非遗传
承教育，到推动铁壶艺术全球化表
达。他深知，真正的传承从非固守
灰烬，而是让淬火的铁心在当代重
燃，让铁艺的光芒照亮更辽阔的远
方。

通讯员 金林鲤

近日，第六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名单公布，永康

铸铁技艺传承人胡志强荣耀上
榜。他以“熔古铸今”的匠心，
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着重研
究铁壶铸造技艺的改造和创
新，注重将现代审美情趣和古
法经典有机融合，研发了先进
的蜡模铸造应用技艺，并抢救
性保护、恢复泥模工艺。他更
以 3000 余件历代铁器藏品，
赓续匠心文脉，让铁艺在新时
代赋以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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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火匠心铸华章
“一本堂”让年轻一代触摸铁器温度

今年 4 月 20 日，《陈亮与永康
学派研究》论文集首发式暨陈亮研
究 2025 年工作座谈会在“一本堂”
铁文化艺术馆举行。来自永康的
在杭领导、省社科院专家及学术界
人 士 齐 聚 一 堂 ，共 探 陈 亮 研 究 新
径。

“赏器拓文脉，品茶论古今”，这

是一场跨越八百年的文化对话。“一
本堂”铁文化艺术馆以其独有的文
化温度证明：历史可以触摸，思想能
够具象。这座以铁为骨的空间，正
努力成为连接学术与大众、传统与
当代的桥梁。

胡志强坚信，铁壶根脉深植中
华。他援引史料：“唐宋文人以铁壶

煮水，其纹样与茶道、书画同传东
瀛。”然而，中国铁壶却因“重器轻
道”而声名不显。“铁壶不仅是器物，
更是文化载体。”他抚着展柜中一只
铁壶说，“陈亮‘利民实政’的思想，
恰与铁壶‘实用为本’的匠心相合
——我们需让学术从书斋到工坊落
地生根。”

本报讯（融媒记者 陈宏宇） 4 月 25
日，陈亮事迹馆在状元故里在龙山镇桥下
东村正式开馆，吸引了众多文化人士、乡
亲、学生前来参观。

这座凝结着千年文脉与现代精神的
陈亮事迹馆临溪而建，建筑面积逾千平方
米，内设七大主题板块。在这里，既可以
感受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陈亮
与稼轩诗酒唱和的文学佳话，更可以直面

《中兴五论》的宏阔胸怀与铿锵笔触，真正
让陈亮文化“活”了起来。

步入展馆，“王霸义利之辩”互动展区
以全息投影再现陈亮与朱熹的思想交锋；
文学长廊内，稼轩词作与陈亮和诗以动态
书法呈现，伴随古琴韵律，重现“醉里挑灯
看剑”的诗酒唱和场景。展陈设计突破传
统叙事，采用“思想解码”策展理念。在

“农商并重”展区，古代市井场景与永康现
代五金城影像交叠，阐释陈亮经济思想对
民营经济的深远影响。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亮研究会会
长章锦水介绍，800 多年前，陈亮先生以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
魄，将“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思想熔铸
成浙东学派的精神脊梁。其主张“农商并
重”的富民思想，与今天乡村振兴战略遥
相呼应；其强调“人才为国之元气”，与人
才强国战略不谋而合；其倡导“各务其实”
的务实作风，正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千年镜
鉴；其呼吁的“无讼、少讼”法治范式，正是

“龙山经验”溯源治理的历史传承；而其印
证的“为富当仁”致富信条，正被当代永康
企业家融入现代企业管理⋯⋯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将陈亮的故事讲述好，将陈亮
文化和陈亮精神弘扬好，将我们的根和魂
守护好。

据介绍，陈亮事迹馆开馆后，将定期举
办各类主题展览等活动，推动浙学与当代
价值的深研和陈亮学术思想的传扬，让永
康学派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发出更强音。

1968 年，胡志强诞生于永康铁
匠世家。他从小便与铸铁结下不解
之缘。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中撒
娇时，他已玩起铁家伙，开启与铁的
亲密对话；15岁，他便能敏锐地分辨
炉火的细微变化，仿佛那跳动的火焰
是他最亲密的伙伴；18岁，他已通晓
祖传的 72 道淬火诀，铁花迸溅的弧
度成为他判断钢材含碳量的“密码”。

“好铁要经三冬三夏”，祖父熔
铁时的这句叮嘱，如同一颗种子，在
胡志强的心中生根发芽，少年时的
锤炼，不仅在他掌心烙下永恒印记，

更铸就了他对铸铁技艺的初心。
“铁壶制作主要需 16 道工序，

从熔铁水到着色，每一步皆需精雕
细琢。”胡志强手持一把古朴铁壶，
眼中闪烁着炽热，“它不仅是实用器
皿，更是生活美学的载体。”一直以
来，铁器以千变万化的形态融入社
会，承载着先民“器以载道”的智
慧。胡志强自幼随祖父、父亲研习
铸铁，将“熔铁水、铸古今”视为毕生
追求。他说：“每一锤落下，都是传
统与未来的对话。做一把造型好看
的壶是要有功力的，不仅要严格遵

守传统工艺流程以及数十道工序的
精雕细琢，更要融入无止境的艺术
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1 年，铸铁技艺被列入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这背后，承载的是胡志强
等传承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努
力。他以“一本堂”为阵地，让非遗
走进校园、社区，让年轻一代触摸到
铁器的温度。“铁器不仅是冰冷的金
属，更是文明的记忆。”胡志强坚信，
唯有让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方
能薪火相传。

匠心启蒙，铁器溯源

近日，浙江省“非遗茶空间”名
单揭晓，“一本堂”铁文化艺术馆成
为杭州河坊街的热门打卡地。

青石板路蜿蜒处，永康五金的
玉振金声如古乐回响。抬眼望去，
这座承载着沧桑与梦想的百年老
堂，仿佛从时光深处款款走来。

展厅入口，一缸白米托起铸铁
“铁饭碗”，暗合“民以食为天”的朴
素哲思。馆内藏品跨越千年：从唐

釜溯源到宋元文房，从明清铁壶到
现代茶宠，每一件器物皆以斑驳锈
迹诉说往事。

“一本堂”之名，源自永康胡氏
于同治年间倡建龙山胡氏总祠之
时，先贤胡凤丹延李鸿章题额，取

“千枝一本”之意，寄望胡氏家族古
树参天，枝繁叶茂。胡志强谨记祖
训，复原泥模工艺时，掺入龙山故地
熟土，以“千年火魂”淬炼铁器筋骨：

“器物之美，承载生活之美；生活之
美，打造生命之美。”

胡志强拿起一只精美铁壶，右
手轻抚壶身，道出铁器的双重身份
——既是文人雅士煮水品茶的器
具，亦是农耕文明“火与铁”的文明
密码。他研发的蜡模铸造技艺，让
铁壶在保留传统纹样的同时，线条
更显灵动；改良的防锈工艺，使铁器
展露温润光泽。

铁韵留芳，技艺传承

铁火燎原，薪传四海

铁骨文脉，茶香雅集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4 月 26
日，市老年大学新教学楼会议室书香满
堂。《爱晚情深》《川子日记》出版首发座谈
会如期举行。

据了解，《爱晚情深》《川子日记》的作
者舒启华早年在军旅服役期间，曾参加对
越自卫反击战。他转业地方工作 5 年后，
曾担任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等
职务。他是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长年笔耕不辍，曾前
后出版《岁月之痕》等9部著作，主编过《五
峰当代文学丛书》《丽州文存》等丛书 6 套
计59部，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九
届“山花奖”民间文学图书入围奖。

新近出版的《爱晚情深》《川子日记》
集文学性与历史性、情与思于一体。其
中，《爱晚情深》20 万字，收录七辑 50 多
篇。《川子日记》18 万字，系 2015 年出版的

《川子日记（2007.1-2014.12）》的续集，收
录了作家 9 年（2015.1-2023.12)间的日
记，内容涉及作者在政治性、社会性、学术
性相融的社会团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时
的工作、读书学习、家庭亲情等。按时间、
类别，分《气象异变》《读书札记》《血缘新
情》《生活感悟》《时事风云》《寄情山水》

《百草撷英》七卷，情真意切，是一部难得
的永康微市志、微观史。

座谈会上，作者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历
程。嘉宾们各抒己见，充分肯定了作者不
懈追求、创作成就。作者还向市文联、市
档案局、市图书馆、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赠
书。

《爱晚情深》《川子
日记》出版首发

永康学派文化新地标落成

陈亮事迹馆在
状元故里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