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初心雕精品 只争朝“锡”承匠心
记者跟着打锡师傅制作锡酒壶

守初心承匠心
无偿传授技艺

融媒记者 陈宏宇

与桑子安说明来意后，他从工作台

上取出一块银白色锡板，与记者一起打

制锡器。桑子安告诉记者，这种银白色

的锡板是由锡条经过三道工序制成的，

单根锡条大概一公斤，打造一块这样的

锡板需要两根锡条。

一番讨论后，记者准备体验打制

一只锡制温酒壶。据悉，温酒壶属于

比较容易打制的锡器，由下大上小的

两个空心圆筒和一片圆形底片焊接而

成。

记者拿出纸笔，分别计算出两个圆

筒的上下底边、高以及母线的长度。其

中，大圆筒和小圆筒的上底边相等，圆

形底片的周长和大圆筒的下底边长相

等。掌握了这些数据后，记者在锡板上

画出一个圆环，再根据数据在圆环中画

出圆筒的展开面，最后掏出剪锡的剪刀

将画好的展开面裁剪下来。

得到锡片后，记者再用手将其卷成

圆筒形，把两侧的两条母线合二为一拼

接在一起。此时，圆筒的形状宽窄不

一。记者将圆筒套在铁质支架上，左手

用拍板轻轻拍打，右手握住圆筒不断旋

转。当圆筒旋转几周后，就呈现出规整

的形状。记者将两个圆筒都规整后，准

备工作就算完成了。
■记者手记

桑子安说，锡的熔点约为 231℃。

焊 接 的 原 理 是 将 紫 铜 镴 錾 加 热 至

231℃，熔化焊接用的锡条后，再把熔

化部分与需要焊接的部分粘合起来。

加热 10 分钟以后，紫铜镴錾上不停地

冒出白烟，温度已接近熔点。“锡的导热

性很好，焊接连接处时，一不小心就会

被加热的锡片烫伤。”在桑子安的提醒

下，记者系上厚围裙，并戴上隔热手套，

做好焊接准备。

“打镴靠松香，打铁覆热浆。”这句

充满永康味的话生动地反映出打锡过

程中松香的重要性。记者在圆筒焊接

处的内外表面都洒满松香，然后左手持

锡圆筒和锡条，右手用紫铜镴錾轻点焊

点。当焊点出现圆形锡点时，这块区域

的焊接就算完成了。经过焊接，整条需

要焊接的母线出现一排圆形锡点。

桑子安说，焊没焊牢，有判断标准：

看圆筒内部的焊点有没有填满锡。记

者体验后发现，焊接不仅考验操作者的

经验，而且錾头与锡条接触的时间也有

讲究，时间长了会形成空洞，时间短了

会导致拉丝。由于经验不足，记者焊出

多个空洞，在桑子安的帮助下才勉强将

两个圆筒焊好。

焊接完成后的下一步操作是打

磨。记者将圆筒放在铁质支架上，先用

大铁锉进行规整，锉掉多余部分；再用

小平锉细心打磨，使焊接部分圆润光

滑。在打磨好外表面后，记者又打磨了

圆筒内侧。整个锡圆筒就算焊好了。

如法炮制焊好另外一个圆筒后，记

者将两个大小圆筒焊接起来，最后焊上

底部的圆形锡片。经过打磨，一个漂亮

的温酒壶出现在记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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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Y
B

JM
H

记者体验锡酒壶制作

桑子安正在制作锡酒壶

永康锡雕俗称打锡
（打镴），其制品具有较
高的实用和观赏价值。
我市作为百工之乡，能
工巧匠众多。他们在吸
收各地锡雕工艺特长的
基础上，创造出雕花、篆
刻、抛光等精加工的新
工艺，使我市锡雕声名
远播。

漂亮的锡器是如何
打制出来的？目前学习
打锡的年轻人多吗？3
月 27 日，记者走进永康
锡雕省级非遗传承人桑
子安的锡雕工作室，体
验制作锡酒壶。

桑子安告诉记者，永康锡雕距今已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20 世纪 80 年代

末，永康从事五金手工技艺的人数已达

4 万余人，其中以打锡师傅居多。那

时，永康出现了以芝英镇岘口村、练结

村和方岩镇后钱村后浅自然村、古山镇

雅溪村寺下胡自然村为代表的锡雕专

业村，锡雕产品的种类已达 200 余种。

永康锡雕在光洁度、外形、内质上都更

胜一筹，尤其是经过长期经验积累，永

康打锡师傅对锡料成色、等级的辨别，

即使在没有检测仪器的情况下，也能达

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他们通过敲打等

方法，区别锡料的成色和等级。

随着时代发展，打锡行业日益陷入

青黄不接的窘境。一位熟练的打锡师

傅平均每天收入 300 元至 500 元。对

于年轻人来说，这个行业没有吸引力。

现在从事打锡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为破解这种困局，早在五年前，桑

子安通过与我市舟山初中合作，在校

内成立学生非遗传承实践基地，免费

向学生们传授打锡技艺。今年，他又

受烈桥小学的邀请，每周为那里的学

生们上课，在学生们的心中埋下传统

工艺的种子，保障打锡技艺的传承和

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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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小松香 焊接大锡片

传统面临挑战 教育传承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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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器作为一种日常用品，存在于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旧时，永康人

嫁女儿有一个传统，嫁妆里一定要有

锡做的茶壶和烛台，茶壶要有吉祥图

案，烛台要雕有龙凤，寓意龙凤呈祥。

桑子安工作室里复杂精美的锡

器，经千锤万錾打制的纹路在讲述着

打锡技艺的传承。这些不仅需要时间

的磨砺，也需要经验的积累。

对于打锡技艺的传承发展来说，

桑子安的无私传道，非常让记者佩

服。五年来，他坚持无偿为学生们传

授打锡技艺。这不仅是一种坚守，更

是永康工匠精神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