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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锤一錾迸发传统银饰技艺光彩
记者跟着打银师傅制作银手镯

“我们团队‘70 后’‘80 后’都有，这

两年‘90 后’也多了起来。传统技艺的

传承需要投入时间，能够沉下心来不容

易。”程志芳说。在记者看来，吸引青年

人才加入是传承打银技艺的重要基础。

在工坊里，记者体验到的只是打银

师傅工作日常的一部分，却已感到肩膀

酸痛、双手无力。银壶上每一处錾刻的

精雕细琢，都是打银师傅夜以继日的付

出。坚守和创新是新时代工匠精神的

注脚，也是坚守传统工艺的生动体现。

打银工作是辛苦的，每一锤都必须

集中注意力。所谓“觉悟者恒幸福”，这

份工作也是幸福的，每一锤都有明确的

目标。程志芳就是一位幸福的人。在

千帆竞发的“狂飙”时代，一人一锤一

錾，实在是一种简单而坚定的幸福。这

蕴含了传统文化中的人生智慧：一步一

个脚印，踏踏实实，步步为营。如今，我

们更需要像程志芳这样的坚守和踏实。

用坚守和创新
为工匠精神注脚

融媒记者 陈宏宇

记者在程志芳的工作室见到，器

具一应俱全，最多的就是锤子。在程

志芳的指导下，记者开始学打制银手

镯。

程志芳介绍，打制银手镯的第一步

是淬炼。记者从架子上取出一块重约

100 克的长条形银块，将其放在炭盆

中，拧开开关，加热银块。程志芳说，加

热是为了让银块变软，这道工序需要精

准把控火候。火太大，银块要熔化；火

太小，银块不能完全加热。

过了五分钟后，银块变成亮红色，

处于未完全熔化状态。记者用铁夹将

银块夹放到冷却液中，通红的银块瞬

间变成亮银色。记者伸出拇指和食指

轻轻捏了一下，发现银块已经变软，正

处于锻打的好时机。于是，记者就在

铁砧旁坐下，挑选了一把铁锤，不断捶

打银块。

此时，一旁的程志芳说：“锤打有讲

究，扁头敲拉长，圆头敲变扁。每一次

锤打都是与银块的一次对话，将银块变

成需要的形状不仅需要力气，也需要耐

心。”记者坐在板凳上，体验着传统的锻

打方式，来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对话。近

半小时后，原本长条状的银块变成了扁

平型。这样，手镯的粗坯就算完成了。

■记者手记

经过一番锤打后，银块布满锤痕。

在程志芳的指导下，记者取出砂纸打磨

银块。砂纸不同的目数对应了不同的

粗糙程度，目数越小的砂纸，其表面越

粗糙，打磨出来的银块表面颗粒感越

强。因此，记者首先用最粗糙的砂纸打

磨，左手紧紧握住银块，右手将砂纸缠

绕在锉刀上，用力往下压的同时摩擦银

块。伴随着清脆的“沙沙”声，银屑从银

块上落下，银块的表面重新变得光滑。

随着打磨的砂纸目数不断增大，银块表

面打磨得越来越光滑。

记者将打磨好的银块重新回火后放

在铁制夹板上固定，取出铅笔勾勒錾刻的

图案。在程志芳的引导下，一朵朵祥云出

现在银块上。记者手不稳、线条粗细不

匀，达不到标准，只好重画。画完后，记者

取出一把小锤子和一把錾刻刀，左手扶住

錾刻刀，右手对准线条敲打。

“錾刻实际上就是在银块表面绘

画。”程志芳说，通过锤打银块线条部

分，可以形成“凹陷”，能够呈现连续而

漂亮的“鱼鳞”纹路，非常美观。但是，

这道工序对加工者技艺要求颇高。记

者由于手不稳、发力角度不对，差点就

把银块刻坏了。在程志芳的帮助下，记

者花费了近一个小时，才算完成錾刻。

錾刻好后，记者对银块重新打磨和抛

光。这样，一只纹着祥云的银手镯就打

制完成了。

在体验过程中，记者发现，银器打

制的关键是银器表面的图案设计和錾

刻。“银器好不好看，在于錾刻精不精

美。”程志芳说，银手镯只是众多银器中

较容易打制的一种。他结合了多种錾

刻工艺，在银壶上雕龙画凤，将银块打

制成一把没有“接口”的银壶，就像孕育

一个孩子，每一道纹路都写满了对传统

文化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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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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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验银手镯制作

程志芳正在制作银壶

银饰是许多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发展，银器被人
们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属
性，而打银师傅这一职业
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据了解，一把银壶，
打银师傅要捶打40多万
次才能成型。漂亮的银
器是如何打制出来的？
银产品承载了哪些传统
文化内涵？3 月 17 日，
记者来到位于总部中心
金座大厦的掌声工坊，跟
随国家级技能大师、掌声
工坊艺术馆馆长程志芳，
体验制作银手镯。

程志芳出身于我市的一个工匠世

家。20 世纪 80 年代，他的父亲开办五

金作坊。1999 年，看到传统打银手工

技艺逐渐被取代，他选择了继承祖辈行

当，潜心钻研手工打银技艺。

程志芳曾远赴日本寻找制壶匠人，

虚心学习请教，最终重拾银壶“一片造”

技艺、錾刻技艺。他依靠手工敲打，将

银块慢慢延展成银板，再通过淬炼、锤

打、錾刻、打磨、抛光，创作成兼具实用

和美观价值的手工银壶。

除了研习传统技艺，程志芳还创新

使用叠雕、镂空雕等錾刻手法。根据大

众审美和文化市场需求，他结合现代设

计理念，为银壶融入文学、绘画、书法等

元素。

“我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本土文

化。”程志芳说，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

能看到带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标志。近

年来，他创作的手工银器在各项赛事中

频频获奖。这和他多年的学习和创新

是分不开的。“将传统之美融入现代银

器中，这本身也是一种美，是我不断学

习追求的目标。”他如是说。

目前，手作银器行业在永康乃至全

国各地蓬勃发展。“文化自信离不开传

统，而手工制作银器就是一种很好的传

统文化推广载体。很多年轻人到我的

工坊参观，感受到银壶、银器带来的美，

也就能够理解老祖宗代代相传的手艺

的重要性。”程志芳说，“希望年轻人能

传承老一辈的技艺，通过不断学习并创

新，为手作银器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

如今，程志芳经常到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永康五金技师学院讲学，希望带

动更多年轻人对传统技艺产生兴趣。

千锤百炼 与传统文化对话

精雕细刻 饱含对传统的敬重

融合创新 赋予银器时代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