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身边·视觉
2018年11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李蕊 组版：曾彦红 校对：朱熔均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岩松
通讯员 乔志宇 张惠亚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
活”，这说的是一门古老的民
间手艺—“锔瓷”。对于老一
辈人来说，“锔瓷”有着特殊
的回忆，街头巷尾一声熟悉
的吆喝，大家便把碎掉的瓷
器、茶壶拿出来，花很少的钱
就能修补一新。对于那个物
资匮乏的年代，“锔匠”必不
可少。而在时下，很多年轻人
可能连“锔”是什么意思都不
知道。

“锔瓷第一步就是找碴，
对缝。”在鱼台县城内的一间
工作室内，冯宝文一边说着
一边将破碎的瓷器对好缝。
随后，他根据瓷器的纹饰结
构以及样式张合位置和位
点，确定锔钉数量和位置。然
后再利用金刚钻打孔，将自
制的锔钉敲入瓷器中，利用
蛋清和瓷粉的调和物补漏，
防止瓷器漏水。忙活了两小
时左右，一件破碎成多块的
瓷碗就锔好了。

冯宝文今年32岁，很难
想象，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已
经是个有着多年经验的老

“锔匠”了。“26岁时，在家找
到了四爷爷遗留下的一把老

钻 ，勾 起 了 我 学 锔 瓷 的 想
法。”冯宝文说，他曾想拜师
学艺，但是济宁没有锔瓷艺
人，无奈之下他自己苦心钻
研，翻阅资料，把自家的盘
子、碗摔碎了练习锔瓷，经过
多年的学习，总算摸索总结
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

今年5月份，冯宝文的锔
瓷手艺入选了济宁市第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找到冯宝文锔

瓷。作为济宁唯一的一位锔
瓷匠人，他也开办起了工作
室，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锔
瓷手艺，将这门手艺传承下
去。

用蛋清和瓷粉的调和物补漏。

年年轻轻““老老锔锔匠匠””

扫码看视频。

对缝。

固定瓷器。

打眼。

将锔钉敲入瓷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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