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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曾几何时，无论是在城市老街，还是在广大农

村，只要听到这样铁锤撞击的声音，甭问，肯定是

铁匠铺传出来的。

彼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铁匠铺的存

在，就是一个温暖的存在，一个人间烟火的存在。

试问，谁家没有几件铁匠铺打出来的产品，比如菜

刀、火杵、火钳子等等。

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而打

铁则是位居三苦之首。打铁是一种原始、古老的锻

造工艺，漫长的农耕社会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工

具，都是由铁匠们手工打制而成。农耕时代，铁匠

这个行当曾经是农村八大匠人之一。打铁是男人

的事业。这是因为，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

不敢打铁，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

“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俗

语，是因为打铁是一件很磨砺人的事情。一名好铁

匠要想打出精巧耐用的好铁器，自身首先就得过

得硬，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过硬的精神状态和过

硬的技艺水平。

铁匠铺说是店铺，实际上就是一间四面跑风

的破房子，四处都是黑黢黢的，只有屋子正中的大

火炉闪耀着温暖与光明。火炉边架一个风箱，风箱

一拉，炉膛内火苗直蹿。一侧放着一口盛满水的

缸，是用来淬火用的。另一侧放着铁砧，羊角铁砧

有 斤和 斤的，方砧有 斤和 斤的，虽然还

有别的重量的，但标配这几个基本够用。铁砧边上

立着十几斤的大铁锤，铁砧上放着 斤小铁锤，这

是师傅用来找平用的。

当时铁匠铺收益还是很不错的，故有“泥瓦匠

干一天，不如铁匠铺冒股烟”的俗谚。

打铁的时候，先把要锻打的铁器放在火炉中

烧红，然后用铁钳夹住移到大铁墩上，由师傅掌主

锤，徒弟握大锤进行捶打，师徒默契配合，锤起锤

落，再经过打磨等各道工序，一把铁制产品才算完

成。这工艺流程看似简单，但要把一堆硬邦邦的铁

块儿，服服帖帖地锻打成长、扁、圆、方、尖等各种

形状的铁器，绝非易事。做这些首先要有经验，打

铁工序复杂，工艺拿捏凭的是技巧和经验，铁料的

可锻性、火候、起锻、锻打位置都颇有讲究，要求很

高。

因此，打铁不仅是一件苦力活儿，而且也是一

件技术活儿，如果铁匠本身身体素质不高，就抡不

起那几十斤重的大铁锤，就更不可能让大锤在砧

板上“叮当”一天，甚至长年累月这样“叮当”下去，

让城市和乡村在铿锵有力节奏明快的韵律中趟过

岁月之河，抒情着诗样的人间烟火。

“趁热打铁”，说的也是这个老行当。

打铁时一般需要两个人，即掌钳的老铁匠和

抡大锤的徒弟。这两个人还分为“上手”（师傅）和

“下手”（徒弟）。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客气地说，

“我给你打下手”，就是指做助手的意思。老铁匠是

上手，他把握着烘炉内的火候，只要看到铁棍或铁

块烧成了橘黄色，左手便会迅速地用铁钳把火红

的锻件夹出，放到铁砧子上，右手中的 斤小铁锤

在上面轻轻一点，站在铁砧旁的下手，就会抡起

斤大锤在老铁匠小铁锤的引导下“趁热打铁”。

铁匠们虽然看着粗犷，但其实手艺很精湛。

只见老铁匠左手握铁钳翻动铁料，右手握小锤

一边用特定的击打暗号引导徒弟锻打，一边用

小锤修改关键部位。在他们的铁锤下，那坚硬的

铁棍或铁块顿时变得非常温顺、柔软，要方有

方，要圆有圆，要长有长，要扁有扁，要尖有尖。

并根据需要，在有节奏的锻打声中变成另外各

种不同的铁器成品。

记得小时候，中大街西关桥头有一家铁匠铺，

这里打出的有与传统生产方式相配套的农具犁、

耙、锄、镐、镰等，也有部分生活用品菜刀、锅铲、刨

刀、剪刀等，此外还有门环、泡钉、门插、暖气钩子

等等，就摆在铁匠铺的门前供人挑选。

小时候最常见的就是给马挂掌，铁匠把打好

的马掌，用马掌钉钉在马蹄上。那个年代，经常能

见到这个场面，还有小孩子捡马掌钉玩的。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说的也是这个老行当。

《汉书·王褒传》作“清水淬其锋”。因此，为了使菜

刀、铡刀、镰刀、刃子、斧头等坚韧锋利，“淬火”就

成了关键。“淬火”这道工序就是一个难度大、技术

性极强的活儿，这直接决定着产品的销路与信誉。

打铁时，铁块冷却后再继续加热，如此反复，

千锤百炼，直至一件精美之物打造成功后，就马上

投入水缸中进行淬火。淬火的情景很是好看，只听

炙热的铁器遇到冰冷的水发出非常美妙的裂帛之

声，随之一缕白烟腾空而起，铁匠们的心情会随着

水雾的升腾而在那黝黑的脸上舒展几个皱纹，露

出一丝微笑。哪怕转瞬即逝，那也是在为自己精心

创作的一件作品诞生而感到欣慰。

讲究一点的铁匠铺，每锻打出一件农具或其

他一些常用生活用具，如镰刀、剪子，都会在器具

的暗角处打印上“张”字、“工”字，或星花之类的记

号。主要是通过这些方式，将自己的产品与市场杂

货摊上的那些劣质品区分开来，这些不同的暗记

如同现代商标，以此维护自己的声誉，提高市场的

竞争力。

打铁的活儿不光是重活，更是一门技术，想学

这门手艺，需得拜师。学徒们一般三年为期，第一

年做杂活，担水、劈柴；第二年学拉风匣，抡大锤，

掌钳子；第三年就当起助手，和师傅一起打铁，大

锤小锤轮番作业。出师后的徒弟，开始另起炉灶，

施展起从师傅那儿学来的打铁本领和拉风匣的功

夫。

地上的铁屑像日子一天天絮积，炉中的铁器

也就由大样变成一件件精致品，徒弟的脸膛也就

釉上了专业的肤色。

如今，每次路过铁匠铺子的时候，我总要不由

自主地驻足注目，似乎想从这里找回一些什么，但

又说不清楚，只是让惊喜的目光抚慰一下那个依

旧存在的古旧摊子，心灵就不会有一种失落的缺

憾。由此所产生的特别情感，又犹在喧嚣的街市上

突然看到一头耕牛，虽然与市容极不相称，但却让

人倍感亲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岁月沧桑让手工

打铁的营盘变得越来越小了，那光顾铁匠铺生

意的买主也就像小河里的水渐渐的干涸了。社

会一旦进入工业时代，人们都喜欢到市场上买

铁器，既方便又便宜，落后的手工打铁的铁匠铺

自然就难以为继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也不尽然。现在农村还有个别铁匠铺存在，打

些镰刀、斧头、暖气钩子之类的，偶尔也能看到

养马人来给马挂掌的，还有城里人找他们打些

自己需要的东西。

如今，砧子搁在阴历深处，风匣布满岁月的蛛

网，铁匠已不再是一个铺子的分量，落满铁屑的店

铺，让这个行当岌岌可危，但传统的艺人们出于一

种传统的偏爱，依然坚持着，让人们重温着人类农

耕时代的记忆和硬朗。

1976年12月10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县委主要

负责同志出席这次会议, 并从会上写信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

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办公室向各公社党委、县直各局委、各

基层支部转发了此信，要求全县要大张旗鼓地掀起大揭大批

“四人帮”的高潮，大张旗鼓地掀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

高潮。

为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1977年1月

1日，中共临汝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领导人在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主要讲话精神，联系实际批判“四人

帮”的罪行，制订临汝县学大寨的规划、措施，并决定在全县范

围内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会后，县委又召开四级干部会

议，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对农业学大寨运动

进行具体部署。县、社两级共抽调整训515名农业学大寨、工业

学大庆工作队员，先后分别进驻99个大队和6个厂矿,帮助这

些大队和单位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2月6

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欢送农业学大寨、工业

学大庆工作队到第一线去，参加建设大寨县的运动。欢送会

上，县委要求队员们要按照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建成大寨县的

六条标准，努力搞好所在队的工作，同时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

路线教育，认真搞好整党整风，为1978年把临汝县建成大寨县

做出贡献。

3月17日，中共临汝县委召开为时8天的全县工业学大庆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和个人、各公社分管

工业的副书记、社办企业负责人、工交系统各局委负责人、财

贸、粮食、商业、供销社的领导。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工业学大

庆会议筹备会议和省委召开的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在

讨论的基础上，解决学大庆的认识、方向、标准、态度等问题，

总结交流经验，制订学大庆和普及“大庆式”企业规划，大会向

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了锦旗、奖状。

“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搞好基层整党整风”是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的。进行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搞好基层整党整风，是建成大寨式大队和大庆式企业

的根本保证。1977年2月，县委组织175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

员，各公社组织318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分别深入90个

大队，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基层整党整风工

作，组织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深

入开展了揭批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

事，清查处理了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行为的人

和事，教育了广大社员群众，教育了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

的同志，解决了“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

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1977年5月6日，县委召开为时4天

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开展基层整党整风座谈会。会议要

求，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进一步修订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发展队办

企业、实现农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建成大寨式大队的规

划和建成大庆式企业的规划，落实具体措施，开展社会主义

劳动竞赛。在农村要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加强

经营管理，把基本劳动日制、肥料交售制、生产责任制、财

务管理制、干部参加劳动制建立健全和实行起来。在厂矿，

要把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

成本、利润等指标抓起来，把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

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

经济核算制建立健全起来，以促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会后，工作队员和广大干群积极贯

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修订建成大寨式大队

和大庆式企业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狠

抓具体措施的落实，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出现了大干社

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浓厚

气氛，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工业学大庆、

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新高潮。在农村，干部群众同心协力，治

山治坡，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搞水平梯田，并发扬天大旱、

人大干、大旱之年夺高产的革命精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

旱春播群众运动。全县浇灌小麦39万亩，大秋作物9万亩，

棉花播种质量、红薯栽种速度也大大超过了往年，为争取秋

季丰收创造了条件。1977年农业生产尽管受灾，全年还是丰

收，粮棉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77年12月，全县36名

农业学大寨代表参加了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工

交战线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地区分配的全年产值计划。1978

年4月，通过贯彻落实工业《三十条》，特别是实行记时工资

加奖励的办法后，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全县大部

分工厂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工业生产和利润计划。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促进了全县的经济发

展。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9289.8万元，粮食总产量达

3.96645亿斤，贡献国家粮食达4103万斤，棉花总产621.2万斤，

大家畜41000头，生猪存栏18.4万头，山绵羊14.1万只，造成片

林1万多亩，四旁植树300多万棵。全县拥有农用机械总动力10

万千瓦。工业总产值10104万元，产品销售收入7688万元，利税

总额1785万元。县化肥厂、发电厂、机械厂都超额完成了计划，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同时，临汝县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在“文

革”前期受极“左”思潮影响，在某些方面也曾流于形式，有的

不结合实际情况，蛮干硬干，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来源：汝州党史

汝州东南三十多里有座塔山，塔山南边

有座大高坡，高坡脊儿上有座寨，人称山水儿

寨。山水儿寨上住着祖师爷、白龙爷好些神

仙。山小神多，住得窄狭，白龙爷打算迁到山

底下去住。

山水儿寨东北山根儿，住着一户儿人家。

当家儿的叫王宝财，夜里似睡似不睡，见外头

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喊他说：“掌柜的，把您

的牛借给我使使中不中？”王宝财说：“牛在院

里拴着，你要使请牵去啦！”老头儿说声“麻烦

了”，起身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宝财起来喂牛，见牛

浑身是水，牛头上挂着二百小钱儿。把牛捞

到槽上，牛低着头就是不吃草。王宝财觉得

奇怪，出门一瞅，西边儿里把地，一夜冰静

的一般盖起了一座庙院。王宝财慌里慌张

跑到庙里一瞅，吓了一大跳，庙里大殿坐的

是山水寨上的白龙爷。他弄不清到底是咋

回事儿，心里想，我干脆上到山水儿寨上去

看个彻底。

王宝财出了庙门儿，往山水儿寨上走去。

走到山半腰儿，立在那儿了，白龙爷站班的班

头儿直竖竖挡在路中间。他也顾不上再往上

去，扭头一路小跑儿回家了。他喊上孩子们，

拿上杠子带绳，到山半腰把白龙爷的班头儿

给抬到庙里，照样儿放到白龙爷的身边儿。谁

知隔了一夜，那泥胎班头儿离开白龙爷，又原

样儿回到了山半腰儿。

夜里，王宝财又梦见白胡子老头儿找他，

对他说：“我就是白龙爷，您一家儿人心好，这

成年天旱缺水，我给您一股泉眼，您可开个菜

园儿，保您常年有菜吃。至于我那班头儿，您都

甭劳心费劲了，只因我搬家用了您的牛，他在

后头有事儿耽搁了，鸡子叫唤时，他走到山半

腰儿，罪受够自然会到我跟前来的。”

天明，王宝财起来一看，一股清亮的泉眼

水从白龙庙前流过来。王宝财有了水，就开了

个小菜园。至今，他住过的小村儿就叫“菜园

儿”。天不论再旱,那股泉水都没干过。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临汝县“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
张公巷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窄胡同，

从中大街通往汝州市中医院两侧拥挤地聚

集着不少民居。2000年，当地一个居民准备

盖房子，在自己院子里动土挖地基时，发现

了一些瓷片，报告文物部门后，张公巷这个

名字被无数人、无数次地提起。直到2006年5

月，张公巷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而蜚声环宇。

张公巷窑址自2000年被发现后，由于出

土了大量高质量的精美青瓷器，持续受到学

界的高度关注，成为陶瓷考古和古陶瓷研究

中的热点问题。张公巷窑址发现以后，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三次小规模

的发掘。2004年，第三次发掘结束以后，当年

5月在郑州召开了“汝州张公港窑及巩义黄冶窑考古新发

现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大部分支持张公巷窑址为北宋

官窑遗址。但在初见这些精美青瓷的兴奋过后，学界开始

根据发掘的地层、出土遗物和文献对窑址的时代和性质进

行探讨，由于地层复杂、发掘面积小等因素，至今在张公巷

窑精美青瓷的烧制时代上仍有不同意见，同时也导致对窑

址性质的不同认识，使张公巷窑的时代和性质问题成为陶

瓷考古领域里的一个悬案。不论是学界还是古陶瓷爱好者

都期待着对张公巷进一步开展成规模的正式发掘。汝州市

人民政府则一直在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致

力于对窑址开展深入研究，加强保护、开发与利用。

到2017年7月，汝州市人民政府斥巨资完成了窑址范

围内民居的拆迁工作，拆迁面积达28000多平方米，涉及居

民200余户。将这个窑址作为大遗址来进行系统地发掘、研

究与开发、利用的条件已经成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考

古队，从2017年7月下旬开始对张公巷窑址进行了大规模

的考古发掘，以确定张公巷窑的生产时间。

有关张公巷窑的不同学术观点都是各自梳理文献资

料，与其他考古资料对比研究后得出研究成果。之所以观

点各异，一方面是这类器物在许多特征上与汝窑、官窑有

相似之处，但迄今见到的传世或馆藏资料较少，考古发掘

的面积较小，相关资料也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表。因此出现

了对资料解读的误差。相信，这次开展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将会提供更多的遗迹、遗物和清晰的地层资料，为揭示张

公巷窑的真实面貌提供更加翔实、可靠的资料。

选自《汝州人文史话》

供稿：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白龙庙

老行当之打铁还需自身硬
李晓伟

汝州人文史话之国保荣耀

张
公
巷
窑
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