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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些些年年锔锔盆盆锔锔碗碗的的吆吆喝喝声声
锔补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手工艺，最早出现于1000多年前的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地区，“没有金刚

钻，别揽瓷器活”是对它的典型描述，很多老济南人小时候都听到过街上“锔盆子锔碗锔大缸”的吆喝
声。齐鲁晚报记者找到目前济南唯一的一位锔补非遗传承人和一位锔器玩家，从他们那儿了解到济南
人锔补的手艺和历史。

爷爷的手艺
传到我这里是第三代

陈荣新：锔补这门手艺是从
我爷爷那里家传下来的，传到我
这里是第三代，至于他是从太爷
爷那儿学的还是拜师学艺，现在
不得而知。村里老百姓家的盆、
碗等摔破了不舍得扔，就会找本
村锔匠。我们那里的锔匠只有爷
爷一个，他不仅在本村里挑担锔
补，还经常去附近的几个村子走
走，有时候转得远了当天都回不
了家。爷爷当年挑的担子我至今
还保存着。在我十三四岁时，就
耳濡目染跟着他学会了锔补，有
些活我都能上手做。

锔匠都是挑着担子走街串
巷，担子的一头挂着锣，前面吊
着一个鼓槌，挑起担子后随着身
体的摆动，鼓槌自动打到锣上发
出声响，这时附近的人家就知道
锔匠来了，纷纷拿出家里需要补
的生活器物。有时，锔匠也会伴
随着锣声，喊一句“锔盆子锔碗
锔大缸”，济南这边就是如此。

张湜：我生在济南，小时候
如果家里的碗、盘等坏了，都是
我拿去让锔匠修补。走街串巷的
锔匠从没有固定的摊位和场所，
每当听到“叮当、叮当”的声音时
就知道锔匠来了。有了生意后，
他们放下挑担，坐在小马扎上，
摔成三瓣的碗在他们手中几下
就能修得滴水不漏。他们一边
锔，我一边蹲在旁边观察，感觉
非常神奇，这个场景给我留下很
深的印象。

锔补这种工艺在我国至少
有1500年的历史，“锔”字最早
出现在《玉篇》中。锔补起源地
在黄河中下游，也就是山东、河
南、河北一带。在章丘附近，还
有好多锔匠村，一个村子里有
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锔匠。东北
地区和南方的很多锔匠都是从
山东这边普及过去的。绝大多

数锔匠都是农村的，他们并没
有脱离土地，每年的秋收和麦
季他们必须参与，农忙结束后
才会挑担出去拉活。

每周六仍去文化市场
为了见见圈内朋友

陈荣新：以前锔个东西很便
宜，一个锔钉只收5分钱，而且都
是些大钉子，一次用得不多。爷
爷也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干这行，
一天赚个块儿八毛，家里七八口
人都靠他那一点收入。我父亲虽
然也学了锔补，但并没有干过这
一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整个
市面上都看不到这门手艺了。

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年轻人认为做锔匠这行很低贱，
不再想学这个东西，而且比较难
学，虽然看着不起眼，但一般人
的确不能很快上手，像旧社会学
徒至少三年才能出师。另一方
面，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家里
破个碗什么的就直接扔了，不需
要再补起来，随着塑料碗等的流
行，锔补就这样断代了三四十
年。

1983年，我爷爷去世了，20
多岁的我开始做个体运输，其
间有朋友需要我锔东西我也帮
过忙。随着年纪变大，不想再天
天出去，直到2000年左右我重
新拾起了锔补。直到现在，每周
六上午我都去英雄山文化市场
东门，10点多钟就回来。目的倒
不是为了挣钱，而是见见圈内
的朋友，沟通交流一番。

张湜：上世纪70年代，随着
瓷器的机械化生产降低了成
本，且塑料制品出现，锔匠就逐
渐从社会上消失了，这就意味
着锔器这种东西已经不可再生
了，只能逐年减少。而且，当时
是买方市场，锔补过的东西因
为不完整没有人稀罕，价格非
常便宜，甚至都被当做破烂扔
在街上。

一个小壶400个锔钉
一个锔钉十多道工序

张湜：锔匠从使用工具上可
分为三种流派，一种是弓钻，钻
杆短，特别容易掌握重心，更换
钻头简单，转速最快；另一种是
砣钻，就是有一个横杆上下拉动
陀螺带动钻。还有种叫皮钻，钻
杆也比较长。这些类别中弓钻是
最普及也是最好使用的。

陈荣新：俗话说“没有金刚
钻，别揽瓷器活”，锔补的主要工
具就是金刚钻，原来出产于山西
地区，做工很精密。据我了解，金
刚钻的做工现在已经远不如以前
了。如今，我有时也会使用电钻钻
孔，对于较厚的材料速度快一点，
但真要把活做精细还得用弓钻。

不论什么材质，正常锔补器
物的流程都是：先用麻绳把碎片
紧紧地扎在一起，恢复原样，再
用弓钻打眼，就像拉二胡一样拉
弓，在两个碎片边上各打若干个
孔，小孔直径最短的有0.5毫米。
然后再把锔钉用小锤敲进孔里，
并且要挂住，原理像订书钉一
样。因为锔补讲究纯手工，从小
到大的锔钉都是我手工打出来
的，最短的只有两毫米半。

锔钉的原料一般是铜、铁或
不锈钢、金、银等，只要是金属的
东西都可以，但不能太软，否则
不结实，比如18K金和925银才可
以，纯金纯银则不行，经过千锤
百炼后打成锔钉。锔补从原料到
工具都是我一个人制作，但像锔
钉这种东西我从不外卖，只自己
使用。

锔补的时间长短要看器物
的破损程度及使用多少锔钉。例
如，我锔的一个小小的8厘米口径
茶壶，花了半个月工夫，用了400
多个锔钉，费事程度可想而知。从
拉丝开始，锔一个钉子需要十多
道工序，而且，只是锔上钉子并不
代表工序的完成，还得“养”这个

器物，不仅让它变结实，还要摸起
来不粗糙，和器物本身融为一体，
这道工序最少也需要一个星期，
因为我们得向顾客保证不会漏
水，也不会掉锔钉。

有的不懂行的人做锔钉是
直接在铜板上画出样子来剪，然
后用胶粘到器物上，这种方法如
今被很多行内人使用，但非常不
耐用。

从生活用品变身藏品
千件锔器玩家要出书

陈荣新：我们家锔补的手艺
按规矩不能外传，现在我也只教
给了女儿，15岁的她也学会了基
本的锔艺步骤。其实不只锔补，
爷爷还传给我另一门手艺，就是
手工补壶嘴和壶盖，用的材料是
锡，因其熔点低，直到今天使用
铜和铁的也很少。如果用不锈钢
的话得用模具铳，因为硬度太
高，手工没法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锡不
好买，只有工厂里才能用到。我只
能就地取材，搜集这种原料得看
谁家用中华牙膏，因为那时它的
牙膏皮外面包一层纸，里面是锡
做的，而且材质不错，但非常薄。
通常我都得找来一大袋子用完的
牙膏皮，融化后做成锡板再打出
来。

随着瓷器、紫砂壶等玩家的
增多，锔补也渐渐从一种日常生
活的必需手艺变成高档工艺，锔
壶的价格也上涨到几千乃至几
万元，甚至有些壶即便是完好无
损，也会用黄豆把它撑坏了，然后
补裂缝。早在清朝，有些富家子弟
就会这样做，而且是用金锔。有的
人锔补作假，就是在完好的壶上
画出图案来，让人锔上钉子，做出
好看的纹路，但即便画得再好看，
也没有真的破损了再锔的味道。

张湜：我今年75岁，十几年
前从国有企业退休时开始接触
锔器收藏。像瓷器、玉器、字画等
价格高昂的物件，是工薪阶层可
望而不可及的，而且也需要很多
专业知识经验，这些东西我都欠
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
古玩市场上锔补过的器物，因为
对这种工艺比较熟悉和亲切，就
开始了这方面的收藏。

锔器的价值主要存在于自
身的文化内涵，它见证了人们的
生活历程和变迁。如今我收藏了
1000多件陶、瓷、木、玻璃等各种
材质的锔器。随着收藏量逐渐增
多，我也开始了对这种器物的研
究，并写了一本研究中国锔文化
的书稿。由于锔文化在业内较为
冷门，参考资料有限，目前还在
修改过程中，成型后大约10万
字，争取今年年底能出版。

口述人：济南锔补非遗传承人 陈荣新 济南锔器收藏和研究者 张湜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于悦

陈荣新的爷爷留下来的锔匠挑担。本报记者 于悦 摄 陈荣新正在用弓钻给壶打孔。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陈荣新锔好的一把紫砂壶，壶嘴壶盖都是后补的。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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