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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无法想象，充满墨香

的金陵折扇，会出自如此低矮
简陋的房子。

在一排排平房和老式的二
层小楼中间拐来拐去，记者才
找到甘家巷陈家边 40号，金
陵折扇唯一传人王克礼的家。
房间里堆满了成箱的宣纸和一

把把扇骨，从制作扇面、洒金到最
后的串上扇骨都是在这里完成。

这是两间靠近田埂的简
陋平房，紧挨着臭烘烘的猪

圈。一间堆放着成捆成捆未完
成的扇骨，另一间则是各式各
样稀奇古怪的工具。

对于这些制作扇子的工
具，其中很多王克礼也只能叫
出名字并不晓得如何写。“全
是以前在厂里，师傅口口相传
下来的。”大多数的制扇工具现

在都已无处可买，有的连找人定
做都难。王克礼拿起一把像钢刷
样的工具，这是用来打磨扇骨表

面的，他说当初找来找去总也买
不着，一天他突然发现，闹钟里

的发条似乎跟上面的一道道齿
有点像，于是一下子搜罗了20
根闹钟发条镶在樟木上，这才做
成了这件工具。

数百年间，正宗的“金陵
制扇”就是由工匠分别使用这
些看似农具的传统工具制作

完成的，过去一把扇子需要很
多人一起完成，工匠们各擅长
一门手艺：劈竹子的专劈竹
子、烤制的专门负责烤制……
一把最普通不过的扇子，也要
经过二十来个人、80多道工
序。

ñÞñA_'òÒó�¯

栖霞区从甘家巷、石埠桥

到东阳、十三镇一带，几百年来
都是做扇子的手艺人世代聚集
的地方，素有“扇乡”之称。农
闲时，他们就来到秦淮河畔做
扇为生，现在通济门外还留着
扇骨营、扇骨里的地名。

解放后，宁扇也曾一度繁
荣。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受浙

江等地的低价冲击大批订单
被抢走了，制扇厂开始衰落，
1988年，王克礼也调到了其
他单位。不过，他的制扇手艺
始终没丢。

王克礼做过一把扇子，扇
骨采用紫檀中最名贵的小叶

檀，扇边则是由紫檀、黄花梨
木、黄杨木拼接而成，紫檀木
中间嵌着黄花梨木，而黄杨木
作为线条状花边镶嵌在黄花
梨木旁，粗细只有 1.5毫米，
三种木料拼凑在一起却光滑
平整。扇头镶的则是牛骨。

“最难的就是要让各种材
质克服热膨胀率不一致的问
题”，王克礼拿了一把正在做
的扇子给记者看，在每根扇骨
上都刻了一个浅浅的记号。
“普通扇子一批做五十把，这
个记号就是标注这是第几把上

的‘零件’。”王克礼说，粗看
起来，只要两根扇边加上十来

根扇心骨就能组装成一把扇
子，但实际上每把的“零件”都

有些细微差别，要拿在手里反
复合拢、打开，感觉不合手的，
赶紧再进行修改；组装的时候
怕将这些已经各自打磨修过的
扇骨混淆，因此给它们编上码。

王克礼说，一批扇子至少要
做一星期左右，如果是高档扇，

那就更做不了多少了，一年忙下
来，总共也只能做几百把。

��'3�ôeõnö¬

如此费时费工也正是金

陵折扇没落的悲哀。现在，还
在做这种传统扇子的，只剩下
王记扇庄了。

而最让王克礼头疼的是，
只凭他一人的力量，金陵折扇还
是有些东西很难恢复了。他原本
最擅长的是扇骨的设计造型，比

如如意扇边、琴式扇边、方棱（连
环）、圆头（和尚头），嵌骨等技
术也很拿手，但做扇子还是很讲
究分工合作的。40多年间，虽然

王克礼学了不少其他工序手
艺，也努力寻找一些现代机
械如铣床、电钻等来替代过
去手工制作的一些环节，但
总有一些技术很难掌握。

在小作坊里，记者看到一
位正在“拉料”削竹片的师傅，

动作娴熟而迅速，记者随意拿
几片来看，都是厚薄相差无几。

水磨、模雕是金陵折扇中
两种著名的技法。王记扇庄出
品的“水磨玉骨折扇”润泽光
洁，完全保留了传统古风，然
而另一大绝技模雕却很少能

看见了。王克礼拿出几把他收
藏的古扇，刀法细腻精致、仕
女栩栩如生，他慨叹，“从扇雕
上来讲，宁扇比杭扇、苏扇更
胜一筹，但是，我不会雕啊。”
“年轻人就更不愿意吃这

个苦，来学做扇子了。”王克礼

慨叹道，不过这两年，他也看
到了一些希望，有朋友帮他在
网上制作了专门网页，介绍金
陵折扇，吸引了不少书法爱好
者，慢慢地，至少在这个特定
的小范围内，王记扇庄的名声
传了开去，而已经面临失传的

金陵折扇，也开始渐渐回到我
们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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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连归队后显然
被憋坏了，如鱼得水，大

展身手，不仅奉献绝招，
还主动要求带徒授艺。
当知道不少老艺人都在
上海时，王水连和老厂
长王琦霖便到上海挖了
十几个人过来。有了这
些老艺人，金属工艺厂

如虎添翼。
当然，厂里也十

分重视这些老艺人，
当时王水连的工资待
遇在全厂最高，厂长
每月 40多元，而他有
70多元。

金属工艺厂所制
作品大多用来出口，厂
里希望用不断创新的
作品来吸引外国人的
眼球。在老厂长的支持
下，王水连自行设计、
单独制作了一座 “八

鹤戏荷”的摆件：在一
个 40厘米长的红木底
座上，站立着八只仙
鹤，间插荷花莲子。仙
鹤姿态各异，有的引颈
伸吭，有的展翅欲飞，
有的低头觅食，有的相

互戏水，活灵活现。当
时外贸人员一看到样
品，连连称奇，旋即拍
板，带回北京。“八鹤
戏荷” 成了王老一生
中又一件绝品。

1984年，金属工艺

厂终于恢复了“宝庆银
楼”的老字号，还新建
了银楼。如今的宝庆银
楼楼高 6层，亭台楼
阁，飞檐挑角，有着明
清时期的园林特色，在
太平南路繁华闹市的现

代建筑群中，十分抢
眼。其后，王水连和宝
庆银楼的发展都可谓顺
风顺水。

1987年，王水连79
岁，他办理了退休手续，
但实际上一直到85岁，

干了一辈子金银摆件制
作的王水连才正式离开
宝庆。

离开宝庆后，王老
仍然被视为宝庆一员，
王老至今拿着宝庆发给
他的退休工资，每逢过
年，宝庆的领导会亲自

登门看望王老，“王老
是我们宝庆一宝。”

王水连这位百岁

艺匠，与这座百年老字
号银楼的故事还在继
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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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自王水连14岁
离开浙江上虞老家，投奔叔

叔到上海学习金银摆件制
作，已将近10年了。他先是
拜在沪上金银摆件制作高手
陈松祥的门下为徒，学了 5
年后，又在师傅身边做了 3
年助手。

师傅陈松祥对徒弟王水

连赞不绝口，这个徒弟的悟
性、手感，以及对这个行当的
痴迷劲头都没话说，是块好材
料。因此当南京宝庆银楼到上
海招工时，师傅便劝徒弟离开
自己，去更广阔的空间谋出
路，当时上海的银匠很多，一

个毛头小子很难出头。
王水连就来到了南京，

在一家名为王宝记的银作
落脚。此时，他不过是一个
从上海来的小银匠，而宝庆
已是南京首屈一指的老字
号银楼了。

王宝记算是宝庆的连锁
作坊，主要为宝庆制作金银

摆件。宝庆向王宝记定样发

料，然后按文工武活和摆件
的尺寸大小支付工钱。因此，

王水连名义上是为王宝记干
活，实际上他的命运已和宝
庆连在了一起。

王宝记并不只接宝庆一
家的活儿，因此王水连制作
的摆件，有的是宝庆指定的，
有的是供给别家银楼的。但

自从宝庆发现王水连做的大
香炉特别出色之后，就与王
宝记订了一条约定：让王水

连专接宝庆的活儿，不许他
做别家银楼的活。这个约定
看起来有些霸道，但恰恰体
现了宝庆对王水连的欣赏和
肯定。

王水连被定为“宝庆专
用”后，他做的所有金银摆
件上，都必须敲上宝庆和自
己的印记，一把壶，一只鼎，
一个关公……这些印着宝庆
和王水连名字的金银摆件就

是一个个证物，见证了一位
百岁银匠和一家百年老字号
银楼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金子总要发光。王水
连这块金子的发光点在于，

他有一手清的技艺，给他一
块年糕似的银料，凭一己之
力，他就能敲制出精美的银
饰品，俗称“一手清”。行内
有句话说，“百匠出一艺”，
练就一手清的银匠才能称
“艺匠”，而王水连是当时南

京少有的几个能做到一手清
的“艺匠”。

练就一手清不是那么容
易的，吹功、画功、钣功、錾
功这些摆件制作必备的功夫
一定要样样精通。如今老人
已经记不清自己为此吃了多

少苦，只是伸出自己的大拇
指和食指，让记者看指上的
老茧，“这茧已经 80多年
了，就是干活时捏錾子捏出
来的！”

一手清的绝活让王水连
在这个行当渐渐站稳了脚

跟，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
谈到那时自己在宝庆的辉
煌，王老红光满面，思路变

得格外清晰。“那时，大一点
的店铺都要在店里放关公、

财神的金像，作为镇店之宝
或镇业之宝，小的六七寸，
大的一尺多高，我就专做这
些镇店之宝。小的 10多天
做一件，大的要 1个月，都
是一手清。”王老最得意的

还不是这些，他做得最好的
是宝鼎，王水连的三狮鼎和
龙凤鼎最为人所称道。

既然王水连的技艺精
湛，宝庆也认可，为什么不

干脆将他收归旗下，做一
个真正的“宝庆人”呢？对
记者这个疑问，王老解释
说，宝庆的大摆件虽然很
有名，但宝庆主要是做金
银首饰等小件生意，这些
大摆件只有在接到订单时

才做，摆件银匠也只有这时
才派得上用场。

王老对于自己是不是
“宝庆人”倒不是太在意，当
时他所关注的是只要有活
干，有钱赚便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
于中国来说，是个多事之

秋，而对于王水连个人来
说，也是人生最艰难的一段
时间。时局的动荡不安，让
王水连不得不两次离开南
京回到上海，在上海呆不下
去又回到南京。

而宝庆银楼在1937年

也一度歇业。同一年前后，
王水连在南京结了婚，娶了
个南京姑娘黎风英，并生儿
育女。在无处施展一技之长
的情况下，为养家糊口，他
不得不在南京做起了并不
擅长的小生意：收购银器，

加工后再卖出去，倒也能维
持一家大小的生活。

1941年秋，宝庆重新复
业，很多银楼、银作也跟着

重新开了张。王水连从王
宝记被挖到了严惠记，严
惠记与王宝记一样，也接
宝庆的活儿。就这样，一位
艺匠与一座银楼的故事在
中断了几年后，又重新连
接了起来。

复业后的宝庆规模上
比之前更大，前店后坊一共
有50多人。王水连的摆件
工艺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
他的作品一度摆进了宝庆
银楼的橱窗和展柜，供人观

摩和选购。这个时期让王
老引以为荣的代表作是一
个宝壶。当时南京市政府
要送给外宾一件礼物，便
将制作礼物的任务交给宝
庆，而宝庆的第一人选便
是王水连。不负众望，王水

连花了一个多月，用一手清
绝活，做出了一个精致绝伦
的宝壶，外宾拿到这个宝壶
时，大为赞赏。

时隔多年，现在王水连
本人也说不清自己何时离
开了严惠记。但是他清楚地
记得，解放前他单干过一段

时间。也就是那段时间里，
王水连收了两个徒弟。他这

一生，在银作以及工厂指导
别人、别人尊称他一声“师
傅”不算，正式叫他 “师

傅”的只有这二人，“一个
叫稽有于，一个叫陈庆
和。”老人想了半天，从记
忆深处搜索出这两个名
字，徒弟早已比师傅先走
一步了。

单干时王水连一般是

替人刻金字招牌，老人还
记得刻一个字是一分钱，
“一天刻 100多个字就是
1块多钱呢。”老人还自豪
地说，当时内桥下“中国
银行”的金字招牌就是他
刻的。

解放后，受政策所限，
很多金银手艺人失去了工
作，包括王水连。他被安排
进了一家红色铁器厂，没多
久又到了南京市开关厂，这
一干就是20多年。

没有人知道，在离开自

己的老本行后，王水连是
否惦记过那些值得自豪的
青春岁月，是否牵挂那个
和自己命运若即若离的宝
庆银楼。但是好像命中注
定般的，1973年，王水连和
宝庆银楼再度相逢。那年，

曾经的宝庆银楼已改头换
面为南京金属工艺厂。此
时的金属工艺厂求贤若
渴，加上政府提倡“老艺人
归队”，于是王水连便被
“抢”了回来。

至此，王水连与宝庆

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
变化，那就是经过 40年
的若即若离、分分合合
后，王水连终于成了名副
其实的 “宝庆人”。到
1993年王水连离开宝庆
时，他与这座老字号银楼

已结缘 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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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人自古制金线

龙潭街道在南京栖霞，桥

多巷子多，记者到来时已近中
午。这里的金线金箔厂是国内
仅存保留传统金线制作工艺
之地，现在厂里基本不生产金
线，除非有订单，才临时聘请
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回厂制作。

提到制金线，周厂长立刻

想到了李兴锦。
七转八弯，终于找到了李

兴锦的家。71岁的李兴锦，退
休已有 10年。李兴锦生在龙
潭，长在龙潭，从他记事开始，
镇上不少户有金箔金线的小
作坊，都会制金线的手艺，而

他父亲也是其中一名。
李兴锦从小便跟着祖父和

父亲做金线的生意，因为从小
视力不好，没有学习制金线，而
是在家里负责买金箔，“通常
我去专门的打箔作坊去买金
箔，回来之后让父亲制金，再
拿给镇上的妇女们加工成金
线，父亲再拿到南京市里去找

销路。”

大大小小的工序十几道
龙潭素有“制金之乡”之

称，因为这里的制金小作坊多，
生意都挺红火，直到建国后，金

银的销售受到了控制，家庭的
小作坊禁止私自制金。1955
年，政府合作社在龙潭建起了
南京金箔金线总厂，家庭作坊
内的老艺人被召集到了厂里。

李兴锦因一直在厂里从事
销售，对于制金线的每道工序

了如指掌，“制金线是分工进行
的，能像我把每道工序说得头
头是道的却没几人，别小瞧了
这细细的金线，做起来总体有
7道工序，打纸、做粉、背金、砑
金、切金、搓线、摇线，要是算上
每道工序内的小工序，七七八

八加在一起得有十二道工序。”
“这些工艺都是口传心

授，许多秘诀都在制作中领会。
全部是纯手工，每一道工序全
凭老艺人精湛的手艺，完成一
个周期好歹也得半个月。”

制金老艺人不到
!"

人
李兴锦的堂弟李兴旺，正

是当年厂里的制金线工人，负
责切金的工序。辗转找到李兴
旺，说到制金线，他立刻眉飞
色舞起来。“1956年梅兰芳要
出国演出，北京戏剧服装厂专

门到咱们厂里订金线，缝制戏
服，我们放下手上所有的活，

赶工11天，赶制出了金线，送
到了北京。”现在说来，李兴旺
言语中还带着自豪。

他穿上衣服，便要带记者去
师兄武廷仁家看看。武廷仁家在
镇下面的村上，他从自家的储藏
室搬出了切金的工具，是个木制

的类似桌子的台子，上面有块盖
板术语叫检子。

可惜的是当年的切刀已
经遗失，武廷仁只能徒手做起

了示范，左腿跪在“检子”上，
右腿后蹬，腰弯 45度，左手按
住检子，右手做出持刀的动
作。一旁的李兴旺做起了解
释，“这就是切金的姿势，下面
的板上有 8道线，金纸有 28
寸长、3寸8宽，一般要切230

刀，每根只有 0.48毫米宽，这
分寸全在我们心里拿捏了，下

刀要准，一次一条金线，跟头
发丝那么细。你瞧这动作像不

像马要奔跑出去的样子，大家
都管这动作叫‘弛马蹿蹄’。”

真金线技艺要找传人
金线金箔厂的李宝祥厂

长介绍，真金线的制作是没法
用机械化代替的。

近些年，对于真金线的需
求渐渐减少，制作真金线的人
也就越来越少，“老艺人大多
70岁以上，年轻人又不愿意
学，面临着手艺失传。”

前阵子文化局制作申遗
的宣传片，特意来到了龙潭
镇，把几位老艺人集中到了一
起，重新示范了一遍传统制金
线的过程。李宝祥说：“不容易
啊，能凑齐这么多位老艺人。”
目前，李宝祥等人已经在利用

摄像、录音、文字，将老艺人们
口口相传的制金线秘诀记录
下来，接下来将寻找年轻人学
习这门精湛技艺。“只要有南
京云锦的一天，我相信真金线
就绝不会失传。”李宝祥语气
中带着自信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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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折扇有八十多道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