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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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到手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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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下同）后，客人转身走了。

“现在传统秤卖不高价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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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秤的话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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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锁等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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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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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云霏） 12 日
晚，改编版的歌曲《梧林》亮相中国中
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音乐节目
《“听见彼此”音乐会》，获得了海内外
晋江乡亲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好评。

“晋江是著名侨乡，‘番仔楼’见
证了华侨的拼搏史，也承载着一代代
华侨与家乡之间的乡愁记忆。希望
更多菲律宾新生代华裔都能看看新
版《梧林》。沉浸在《梧林》悠扬的歌
声里，故乡似乎不再遥远。”菲律宾福
建青年联合总商会会长洪聪晓说，新

版本的《梧林》穿插了闽南话、南音和
菲律宾语，更容易引起在菲律宾华裔
的共鸣，“希望能够让他们更加了解
家乡、热爱家乡。”

祖籍晋江新塘街道的意大利福建
总商会第一常务副会长王永钦和梧林
颇有渊源，“我小时候常去梧林的亲戚
家做客，但直到前几年一次回乡参观
时，我才了解到梧林有这么丰富的历
史，才知道那些原汁原味被保留下来
的番仔楼，还有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王永钦说，看到央视播出的新版《梧

林》，对家乡的思念又多了一分。
虽然常年旅居在外，但法国福建

商会会长蔡国伟时刻关注家乡发
展。看到新版《梧林》登上央视的新
闻，他感到无比振奋，“听着悠扬的歌
曲，看着梧林传统村落的美景，我想
起了许多关于家乡的故事。我的心
也仿佛飞回了家乡。”蔡国伟说。

阿联酋福建总商会会长施文照
表示，新版《梧林》在央视的播出，是
对梧林乃至晋江的又一次有力宣传，
将更好地把梧林的风光、晋江的文化

传播出去，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往晋
江。他表示，自己也将坚持做家乡的
宣传员。

“一座番仔楼，起在咱厝头。一
棵梧桐树，结满了乡愁。”《梧林》歌曲
中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最亲切不过的
乡音，激发了澳门晋江同乡会会长许
清水对家乡的热爱。他表示，今后将
继续团结带领在澳乡亲，讲好“晋江
故事”；同时，积极引导澳门年轻一代
传承父辈爱拼敢赢的精神和爱国爱
乡的情怀。“12月 3日，澳门晋江同乡

会将组织一支闽澳青年跑团回乡参
加晋江马拉松赛，希望到时候有机会
带澳门的朋友到梧林走走看看。”许
清水说。

新加坡晋江会馆会长张振铭自
小就和爷爷奶奶住在新加坡，经常听
他们讲起在家乡的往事。看了新版
《梧林》后，他更加坚定了以后要经常
回乡看看的想法，“家乡有悠久的历
史、丰富的文化，在如梧林般的美丽
村落里得以保存和呈现，这是海内外
500万晋江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报讯 （记者 曾舟萍） 14 日下
午，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第27届国际大
会在晋江罗山举行，来自全球各地29个
宗亲代表团、近 2000人共聚一堂、共叙
情谊、共话发展。晋江市领导黄天凯参
加活动。

据了解，大会聚焦“弘扬孝善美德，
共建‘一带一路’”主题，旨在团结、凝聚
全球舜裔宗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做贡献。

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第十二届常委
会主席、第27届国际大会主席陈建福表
示，泉州舜裔华侨很多，大多分布在东南
亚一带。大家应团结一致、增加互信，促
进文化认同、经济发展和宗亲交流，构建
和谐世界。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通讯员 许
筠钰） 10日至12日，2023年中国全国大
众排球健身大会·业余排球精英赛总决
赛在山东省临沂市举行，晋江英林嘉排
村代表队获得男子组冠军，同时还荣获

“体育道德风尚奖”。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北京、上海、福

建、吉林、江苏、山东等地的24支球队参
加。赛场上，嘉排村运动员配合默契，精准
传球、大力扣杀、有效拦网、倒地救球……
精彩的表现赢得阵阵喝彩，最终摘得桂冠。

今年来，英林镇积极开展各类健身
活动，丰富群众文化体育生活。嘉排男
子排球队在 2022—2023年中国全国业
余排球精英赛南部赛区（厦门）比赛、
2023年海峡两岸（晋江）暨港澳男子排
球比赛、2023年中国全国大众排球健身
大会·业余排球精英赛南部赛区比赛中，
均获得冠军。

悠悠游子意 一曲动相思

新版《梧林》亮相央视引发海内外乡贤热议

世舜联第27届国际大会
在晋江举行

全国业余排球精英赛
英林嘉排男子排球队夺冠

东石72岁曾建章：一杆秤 一辈子
本报记者 黄海莲 张汉阳

本报讯（记者 沈茜）近日，泉州市
司法局、晋江市司法局在晋江梧林传统
村落联合举办“护侨益 暖侨心”法律援
助进侨乡活动。

活动中，普法工作人员发放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读本、法律援助
折页和侨法宣传手册等宣传材料。在

“法律知识有奖问答”环节中，工作人员
对群众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提高
了群众对法律援助、涉侨法律法规的知
晓率。

“法条速记”“法援圈圈乐”“植物拓
印”“投壶辨是非”……当天，丰富的游园
游戏寓教于乐，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群
众参与，不仅增加了法律援助宣传的趣
味性，还普及了与侨民息息相关的法律
知识。

护侨益 暖侨心
法律援助进侨乡活动
在晋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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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出了一条深深的凹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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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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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人的事我不做。我们帮
忙做假的话，那市场就乱了。”

“骗人是不可以的，我们做
秤一定要标准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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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