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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匠是指民间专门从事金银首饰加工制作的人! 相传始于

春秋" 在战国时期达到鼎盛" 距今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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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历史了!

自古以来" 由于黄金白银是财富的象征" 而且具有柔软# 易加工

的特征" 人们对黄金饰品颇为喜爱" 使打造金银首饰逐渐地成为

一种职业! 以前的金银饰品多为手工打制" 想要打制金银饰品的

人" 会把金银带到金银匠那里" 当面把金银称重量# 定成色" 再

当面为顾客打制金银饰品! 其中有一道关键工序叫 $火熔%" 借

助一根弯管" 用嘴吹气来控制火苗# 温度" 千 $吹% 百炼之后"

精美的饰品或工艺品就成型了! 如今" 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 手

工打制的金银饰品正逐渐被机械化作业所代替!

拜师学艺先!练手功"

!!!!!!

金银匠这个行当的现存艺人要比之前所报

道过的那些匠人相对好找些 ! 因为无论是在

周口市区还是在县城都散布着靠手艺坚守老

传统的艺人 " 在一位老太太的指引下 ! 记者

在沈丘县新华街的一角找到了正在为人打造

金戒指的老艺人张长顺 ! 他今年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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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了 ! 戴着一副老花镜 ! 但干起活来手不抖 !

敲打首饰很准确 ! 他为人打造金银首饰已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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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头了"

张长顺谈起自己进入金银匠这一行感慨颇

多" 他说! 当时如果因蝇头小利贪财或者耐不住

练苦功! 或许就走不到今天这个还在坚守的行

业" 与其他的传统行当不一样! 金银匠是一门传

统的细致的手艺活! 这种手艺没有传承! 只有学

艺" 入行首先拜师! 拜师是要有人当介绍人或者

担保人才行! 因为金银首饰是比较珍贵的东西!

碰到品行不端的学徒! 手艺没学到! 中途将师傅

店里的金银饰品偷走了损失可就大了" 因为都是

客户送上门的活! #诚信$ 二字就变得非常重

要% 金银店最忌讳丢失别人送来加工的东西! 如

果丢了东西! 无论值钱与否! 你这个店的生意就

会因名誉受损而一落千丈"

张长顺是经过介绍人给师傅送去两斗豌豆当

学费才开始入行的" 经过一番考验! 才开始当学

徒入匠铺干各种杂活"最初的学习是&练手功$!比

如给金银器铸铅' 将金银砖打成薄片' 打磨' 拉

丝' 组装( 然后师傅会点滴教一些刻花手艺! 更

多的学习要在一锤一锤的敲打和枯燥繁复的技工

中渡过! 历经几年时间才能出师% 由于张长顺的

悟性好! 他跟着师傅不到两年就出师了% 其间!

师傅还会有意无意地丢些成色不足的金银来试探

他% 张长顺说! 如果贪小便宜了! 从此师徒关系

也就终结了! 根本学不到真手艺%

加工金银是个良心活

!!!!!!

金银匠的工具一般是砧子' 锤子' 锉子' 钳子' 火枪 )用嘴

吹*! 还有各式的模具等% 张长顺说! 金银匠每天过着敲敲打打的

生活! 其实每时每刻都在用工具敲打自己的良心! 别人送来的东

西你要原原本本地给人家做好! 金银匠最忌讳的就是缺分短毫!

非常注重自己的技艺和名声%

#现在的金银匠不多了! 在我们县城靠这生活的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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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在过去! 金银匠都是根据个人喜好! 按顾客需求去定做金银

饰品! 一般是老牌的师傅手艺堪称精湛! 备受青睐! 顾客自然也

会络绎不绝% 生意好的原因! 就是师傅讲究信誉! 不但不会昧下

顾客的丁点金银! 有时还会给人贴补点金银! 现在的匠人谁能做

到+$ 张长顺道出了金银匠生意的秘诀! 那就是为人要厚道讲诚

信% 在过去! 闺女出嫁要陪送金戒指( 生儿子' 闺女的要银项圈'

银狗' 银锁等一些饰品! 都喜欢找老店铺制作% 张长顺说! 他每

次接过活都是小心翼翼操作工具! 精雕细刻! 一件件造型新' 图

案美的金银首饰便在手下成形! 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地把东西拿走

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一年四季! 店铺乒乒乓乓响个不停! 那种敲

打金属的响声! 听起来也格外入耳动听! 一天不听这声音就心里

发痒% 顾客送来金银回炉后! 经过一番捶' 敲' 压' 剪' 吹' 刻'

磨后! 一枚枚戒指' 一根根簪子' 一副副手镯' 一个个项圈等就

会按照顾客的要求而诞生! 华贵与精致之中也饱含着自己精湛的

手艺和创新的智慧%

传统手工艺逐渐衰退

!!!!!!

张长顺说! 他所经营的金银首饰打制

生意鼎盛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到
7999

年

之前! 生意好到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 !

他和儿子工作一天下来! 累得浑身都是酸

软的%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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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国家对金银销售实

行控制! 不允许个人经营! 所有个体金店

均关闭! 金银匠们也只能是在暗地里为顾

客打制金银首饰% 直到上世纪
69

年代初!

改革开放政策有所放宽! 一些人才开始在

家里打制金银饰品! 但仍不能公开销售 %

随着个体经营逐渐放开! 眼下金店' 珠宝

店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事了%

#现在人们购买首饰都是到品牌珠宝

店里去买! 因为价格便宜' 款式也新颖%$

谈起眼下的生意! 张长顺称大不如前% 以

前手工打的镯子' 戒指坏了都拿他这儿修!

等到他这一代老金银匠都不做了! 那些坏

了的饰品就只能成摆设了% 现在没人肯学

这个行当了! 不仅辛苦! 竞争力大! 而且

前景不是多好% 谈到自己的技艺如何能传

承下去! 张长顺感慨地说! 再好的老行当!

在高新工业技术的竞争下! 也只能是有手

艺无市场! 金银匠的传统手工艺会逐渐消

失! 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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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影视作品和戏剧中! 县令大多为

七品官% 特别是豫剧名家牛得草领衔主演的

豫剧 ,七品芝麻官 - )又名 ,唐知县审诰

命-* 于
.:8:

年由北京电影制片拍成戏曲电

影后! 随着唐知县那句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的名言家喻户晓' 风靡一

时! 不少观众误以为县令都为 &七品官$" 于

是! &七品芝麻官$ 几乎成了知县的同义词"

其实! 知县也是分等级的! 古代县令并非都

是七品官! 有的甚至高居到正五品"

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官分九品!

每一品又有正从之分"

&官分九品$ 源自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

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九品中正制$" 魏' 晋时

期! 从第一品到第九品! 共分九等" 不过!

历史上各朝代的具体划分略有差异! 北魏时

期共分为三十等" 隋及元' 明' 清等朝代则

分为九品十八级" 古代的知县确实大多官列

正七品! 但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 &例外$" 因

为古代京城所在的县叫 &赤县$! 在 &赤县$

做知县! 品秩从优" 隋炀帝时! 京城所在的

大兴 )万年* 和长安! 东都所在的洛阳和河

南! 四县的县令都被封为正五品" 金朝中都

所在的宛平和大兴! 知县都是从六品" 元世

祖忽必烈统一中国! 各县按人口多少划分等

级! 江北六千户以上和江淮以南三万户以上!

都划作 &上县$" &上县$ 的知县都是从六

品"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 开始按

经济发展状况区分各县等级! 每年征收田赋

满十万石的县称为 &上县$! 知县也是从六

品" 清代! 全国共有一千多个县! 其中四个

地位特殊的县其知县均官居正六品" 这四位

&六品县令$ 分别为北京顺天府所辖的大兴和

宛平县令' 盛京所在的承德 )沈阳* 以及孔

子的家乡曲阜县令"

中国的县制始于春秋中前期! 但 &县令$

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 商鞅变法之后!

改变了以往类似于封邑制度的县制! 遂有了

后世县制的雏形" 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县官$ 的称谓也有所不同/ 县令' 知县' 县

尹' 县长00

自秦朝以后! 县令作为国家指派的最低

一级行政官员! 一直绵延至清末" 在秦代!

已有 &县令$ 和 &县长$ 之分! 秦代规定/

&县万户以上为令! 减万户为长$" 也就是说!

所辖县中的人口超过一万户 ! 掌治其县的

&县官$ 叫 &县令$( 如果到不了一万户! 这

个 &县官$ 就只能称作 &县长$" ,晋令- 规

定/ &县千户已上! 州郡治五百已上! 皆为

令( 不满此为长"$ 在 ,隋书1百官志- 中!

则只记载了 &陈五千户以上县令与五千户以

下县令$! 而没有 &县长$ 二字" 到了宋代!

,宋书1州郡志- 中记载的也大多为县令! 而

元代的 &县官$! 大多称为县尹" 明清时期!

知县成为正式官名"

在中国历史上! 将知县的等级划分得最为

繁复的是唐代! 据 ,旧唐书- 记载! 盛唐时

全国共有赤 )三府共有六县! 即万年' 长安'

河南' 洛阳' 奉先' 太原' 晋阳*' 畿 )八十

二*' 望 )七十八*' 紧 )百一十一*' 上 )四

百四十六*' 中 )二百九十六*' 下 )五百五

十四* 七等之差 )京都所治为赤县! 京之旁

邑为畿县" 其余则以户口多少' 资地美恶为

差*! 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 令各一人" 其官

品从正五品上起! 依次为正六品上' 从六品

上' 正七品上' 从七品上' 从七品下" 也就

是说! 虽然都官居县令! 高的可以达到正五

品! 低的则可能 &屈居$ 从七品下00

县令由于品级不同! 待遇上自然也有差

距" 比如在明代! 正五品县令一年的俸禄是

.:7

石米! 从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只有
:9

石

米! 高低相差
.99

多石粮食"

那么 ! 知县都有哪些职责 + 据 ,清史

稿1职官志 - 记载
;

&知县掌一县治理
<

决讼

断辟
<

劝农赈贫
<

讨猾除奸
<

兴养立教 " 凡贡

士' 读法' 养老' 祀神
<

靡所不综"$ 由此可

见 ! 古代 &县官 $ 的职责可谓无所不包 !

几乎综合了我们今天的行政 ' 司法及部分

立法等诸多职能"

#摘自 $北京晚报%&

古代县令并非都是七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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