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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的岁月透露着技艺水平。

光顾最多的是周围的老街坊。

张步升在竹竿巷坚守了20多年。

初春的阳光洒在竹竿巷
里，闹中取静的巷子让人忍
不住放慢脚步。南向的店铺
里，张步升和其他老人一样，
搬出小马扎坐在门前，脚边
的老旧收音机里播放着时断
时续的戏曲声，还夹杂着老
邻居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
天。

张步升在这个巷子做了
20多年的手工生意，最拿手
的是“笼”和“箩”。半寸长的
旧胡茬、嵌进掌纹里的泥渍，

还有每日拿在手里的自制木
头夹板，都诉说着老张的匠
人故事。

割好半米宽的杨木板，
一边用火烤一边把两侧向内
弯曲，弯成圆桶状后，再用电
锯锯成合适的大小，形成箩
的雏形。老张拿过一个箩的
模板，用长木夹子固定好置
于膝盖上，敲敲打打几分钟，
6颗小螺丝钉整齐地在箩筐
上安了家。随后，在箩底加固
一圈杨木板，封上箩布，一个

箩这样完成了。
而笼的制作工艺，比这

个要复杂的多，一个多小时
才能做好。

10多岁时学会了手工艺
活，老张和手中的杨木、杉木打
了一辈子交道。如今，70岁的老
张干起活来也有些吃力了。

他把这两门手艺传给了
两个儿子，“无奈他们更喜欢
做厨师、干装修，不知道以后
还 能 买 到 手 工 箩 、手 工 笼
吗？”张步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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