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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上午10时许，父子两人正在打铁，牛老汉掌小锤，儿子砸大锤，大锤落下，火花四溅。

两代打铁人
不同铁匠梦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中

很少出远门，也不善言辞的大伟来到济南，推销他的铁艺作品。

▲牛老汉正在调试炉火，他不希望打铁的炉火在他这一代熄了。

牛 老 汉
是个铁匠。

牛老汉名
叫牛祺圣，今
年67岁，家住
章丘市相公庄
镇河庄村。

4月4日，牛老汉和往常一样，天还
没亮就起床，径直走向打铁的棚里。不
一会儿，风箱拉起来，炉火烧旺了，铁
片烧红了。“咣！咣！”伴随着一阵阵敲
打声，牛老汉的一天开始了。

牛老汉还有一个搭档，他的儿子
大伟。牛老汉用夹子将通红的铁片固
定住，大伟双手握住大锤，扬起又落
下，累了就喊几声号子。每次大锤落
下，就会火星四溅，发出刺刺的声响。

牛老汉不时提醒记者躲远一点。
他说，这些铁屑落到鞋里，脚上立马就
会起泡。刚开始打铁时，手上经常烫出
泡，时间长了也就皮实了，溅上小火星
就像用指甲划了一下。不过，有一件事
情让大伟感到很郁闷，“理发店都不愿
意给俺剪头发，里面有很多铁屑，很费
剃头的推子。”

几个小时过去了，锄头、镢头堆了一
地。上午十点多，牛老汉骑上三轮车，拉

着老伴和一车斗农具，赶往相公村大集。
卖农具的间歇，牛老汉讲起家族的打铁
史。他家祖辈就是打铁的，到他这已传了
七八代，他已打了30多年铁。他的父亲就
在历城崔家打铁，70多岁的人大都知道
老牛家铁匠铺。“抗日时，父亲在胶东用
钢轨打过枪呢！那可是绝活。”

两个小时过去，牛老汉卖出去十几
把锄头和镢头，“很久没卖这么多了，心
里当然恣儿。”牛老汉说，现在农具多是
机械加工，成本低价格也低，手工打铁生
意越来越不好了。“我的镢头一把要70块
钱，机械加工的才30块钱，大家都图个便
宜。”牛老汉说完叹了口气。

大伟从17岁就开始跟随父亲打
铁。但因为打铁收入低，大伟一咬牙，
去附近工厂打工，“打铁要到我这一代
断了，我们爷俩都很难过。”去年3月，
大伟又回心转意。

大伟又开始当铁匠。他也打一些农
具，不过更多的时间是在琢磨创意。他不
光打锄头，还打“石墨”，还打“水井”。

前不久，章丘铁匠入选山东省第
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要把这个活
儿传下去，不能在我这代断了。”大伟
说，希望他的打铁梦能像打出的火星
一样，一直灿烂下去。

4月4日，牛老
汉在相公村大集上
卖农具。

▲大伟将农村
用 的 石 碾 做 成 铁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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