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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学制秤的时候哪个步
骤都困难，什么都要学，光学钻孔
就学了几个月，钻得手酸，这一步
到现在都是没法用机器代替的。”
曾建章说，现在做习惯了，也没觉
得哪里困难了，却没想到，如今最
困难的却是杆秤的没落。

曾经，曾建章店里的大秤小秤
都供不应求，外地的客商也慕名而
来批量定购。“以前都卖到石狮、南
安等地。那时石狮没有人做秤，我
们就一次载六七十把去卖。半个
月就载一批去卖，卖给供销社。”曾
建章说，那是 30年前的事了，那时
店里两个人在做，一人一天可以做
5把，两个人一天可以做 10把秤，

“自从人们开始用电子秤，传统秤
就越来越少人用了。以前一年卖
几百把秤，现在一年就卖几十把，
只有过去十分之一的产量。”

曾建章介绍，现在只有卖菜的
和一些做小生意的老人还在用传统
秤。“前几年有一个外省的来买秤，
那天我出去给人开锁，他没找到，第
二天又来了。他说他到全国各地去
买秤收藏，听说我在做秤，专门来找
我买了一把。”曾建章说，现在很多

来买的客人都不是买去使用，而是
买来收藏的。“还有台湾的来找我
买，不仅买传统秤，还买戥秤。”曾建
章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
一把15厘米的戥秤。“这种戥秤用量
比较少，做工更复杂，别看它是称里
最小的，最少要做 3天。不仅秤难
做，盒子也难做。因为这个盒子要
做得很精密，刻这个槽就要刻一整
天，不能刻太深也不能刻太浅，要是
刻深了，这个盒子就会很厚、不好
看，所以厚度要量得刚刚好。这些
平面也要磨得很光滑，一定要做到
十面光才好看。”曾建章对于自己亲
手打造的戥秤很是满意，在他眼里，
这不仅是一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
品。

但是这样的“艺术品”却处于“两
难”的尴尬境地：没有市场无人问津，
销售不出去，学习的人更没有了。我
们采访时，正遇到客人来询问秤的价
格，听说一把100元后，客人转身走
了。“现在传统秤卖不起价钱，电子秤
便宜，人们都用电子秤了。以现在的
人工价，这把秤最少要卖400元。以
前泥水工一天的工钱刚好可以买一
把秤，但是现在泥水工的工钱300多

元，我一把秤卖100元，人家还是觉
得贵，不买。”曾建章无奈地说道。

“现在店里主要的收入是维
修，不是做秤，做秤根本没收入。
只做秤的话谁都要把店收起来，没
钱赚，只能兼做其他。店里以前有
2个人，从 20多年前开始，另外一
个人就不做了，剩下我自己做。”曾
建章说，现在秤的销量越来越少，
他为了让店生存下去，就开始顺应
时代的发展和顾客的需求，学习维
修电子秤和其他小型家电，兼做修
煤气灶、修高压锅、开锁等活。

“像我这个年龄的，大家都停
了，有的转行业，有的不做了。只
做秤根本没法生活，没人做秤了。
安海高峰时有 10家做秤的，现在
连一家都没了。年轻人也不愿意
学，没钱赚就没法生活，学了干什
么呢？”曾建章像是在问我们，又像
是在问自己。虽然对于手工制秤
的前景感到迷茫，但是说起做了一
辈子的杆秤，曾建章依然舍不得放
下，他笑着说：“我呀，就做到做不
动、做不了为止。”或许，这就是他
对和自己相伴了一辈子的手艺的
坚守吧。

晚晴匠人

东石72岁曾建章 一杆秤 一辈子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老年大学诗词班的
20多名老年学员开启了为期 4天的“尤溪明溪
采风行”之旅。

据悉，在四天的采风行程中，老年学员们瞻
仰了明溪县当年红军战地医院的旧址——滴水
岩玉虚洞，拜访了宋代理学家杨时、朱熹先生的
故居，游览了“侠天下”的深山峡谷和美景如织的
紫阳公园，品尝了闻名全国的“沙县小吃”，参观
了明溪县连续十五年获奖的“三老”肉脯干厂，畅
饮了尤溪农家酿成的十年老酒，参观了淘金山佛
教圣地，游览了明溪县城区夜景，参观了石珩知
青插队点。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让学员们
直呼收获满满，大家一路欢歌笑语、拍照留念，还
应景生情写下了几十首诗词，留下美好的回忆。

资讯

咱厝诗词老友采风行

总第260期

2023年11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_黄海莲 校对_黄青稚 设计_李江龙 电话0595-820031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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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
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
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
友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
友征集优秀作品。

对于传统杆秤，人们肯定都不陌

生，作为民间日用衡器，它曾是人们

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诞生至今，杆秤已在中国存在了

2000多年，但是磅秤的出现，让杆秤

退出了生产领域；后来随着电子秤的

推广普及，杆秤在生活领域也渐渐销

声匿迹。如此一来，做秤的手艺人也

越来越少。

尽管如此，依旧有一些制秤人坚

守着这个传统的老行当，坚持手工杆

秤制作。咱厝东石镇72岁的曾建章

便是晋江为数不多的还在制秤的老

匠人之一。

在东石镇嘉应庙大门前的老街上，曾建
章的门店很好认，从嘉应庙大门往左数第二
间便是。门店上面挂着一块曾建章自己制
作的木板招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修磅秤、修
压力锅、磨剪刀、开锁”，却唯独没有写“制
秤”。但是，“买秤找番仔”是人们的共识，

“番仔”是老街坊对曾建章的称呼，哪怕招牌
上不写，人们也知道他是手工制秤的好手。

在那间七八平方米的门店里，墙上挂满
了各种制式的杆秤，地上堆满了各种工具和
秤砣。这里既是门店也是作坊，制作手工秤
时，曾建章得在门店里里外外来来回回：划
分刻度时要到门店前光线好的地方打墨线、
打孔打磨时要在店里的木桌上、配砣就要到
门店后的铁架上。地方虽小，却见证了曾建
章半个多世纪的制秤时光。

“我今年 72岁了，16岁开始学做秤，到
现在做 56年了。”曾建章坐在店里那张特制
的木桌前打磨一杆秤，桌上堆满了各种工
具，“打磨秤木的时候就架在这桌子上，不
小心就会打磨到桌子上。”长年累月地打
磨，桌子被打磨出了一个深深的凹槽，“这
个桌子用了 20多年了，之前已经用坏一张
了。”根据传统，学做秤要学三年才可以出
师，出师后的曾建章留在师傅的店铺里帮
忙，直到 25岁，他才有了自己手工制作杆秤
的店铺。从此，他便守着这个小小的店铺，
一守便是47年。

随着社会发展，热闹的老街渐渐地没
落，原本众多的店铺已经
所剩无几，唯独曾建
章的小店一直默默
在那里，成为老街
不变的、最长久
的风景。

制秤56年，曾建章制作过的最
大杆秤长达1.7米，能称量450斤重
的物品，“永和一个客人定制的，专
门用来称油的。”曾建章对那把大
杆秤的印象极深，“那次花了3天才
制作完成。”而他做过的最小的戥
秤只有15厘米，只能称3两以下的
东西，如黄金、水银、药材等贵重之
物。

“我们做的秤有很多种，是按
斤数来区分的，有 10斤、15斤、20
斤、30斤……现在主要做12斤、15
斤这种日常用的、家庭用的，还有
一些做小生意用的一般也是这种
小的，用大的很少。”曾建章说，制

作一杆秤最少要 15道工序，“不算
制作铜管等配件的时间，制作一把
12斤的秤要三四个小时，越大把需
要的时间越久，20斤的差不多要做
一天。”

“做秤工序多，每一步都不能有
半点马虎，否则秤就不标准。”曾建章
介绍，制秤选木材很重要，“选木材要
选硬木，还要没有弯曲的，还有颜色
要好，不要白色的，颜色要用红色
的，这种秤花才看得到。”为了保证木
杆不开裂，选后的木料要放在干燥处
堆放三个伏天以上才能使用。选用
好的木料经锯、刨、凿等过程，处理成
笔直的长圆柱形木杆。在木杆两端

套上铜管后，要将木杆刨成一端大一
端小的圆滑秤身，“然后要用墨斗在
秤杆上打出条影线，用分度尺划分刻
度，再测准星，用砝码校验，钉秤星，
接着打眼、装钩……”

曾建章说，从选材料到钉秤
星，从打砝码到度斤两，每一刀每
一笔，考验的都是手艺的精准，更
是对公平的苛求。

“钉秤星的时候通过砝码调位
置，比如1斤位置在哪里、10斤位置
在哪里，就在那里做记号，然后就
在那钉秤星，称起来就会准。”曾建
章说，制秤是有标准的，但有的人
却希望他在秤上做“手脚”。“曾经有
个客人叫我把半两变一两，多打几
个秤花，要多拿钱给我，我跟他说
我不做，你这样半两变一两，就是
在骗人，不可以。”曾建章说，那个客
人要求了很久，他都不做。“其实和
他讲的时间都做好了，就几个秤花
几秒钟就能打好，但是我不帮他
做，想骗人，我不做。我们要公平，
不公平，那市场就乱了。”

“骗人是不可以的，我们做秤
一定要做标准公平的。”无论生意
好坏，曾建章始终牢记着前人的教
诲：不做“亏心秤”。

老街里最长久的风景

考验手艺亦“称”人心

传统工艺的没落和坚守

扫一扫，观看视频

剪纸作品：《福到》
作者：陈紫云（女，1956年生）

摄影作品：《老伴》
作者：高紫微（女，1955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