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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槐店
.7

孔桥的修建吗" 那时候我

就加入了制作三股#五股和八股绳绠$ 作为打绳匠

之一%我专门在工地的一旁负责做绠绳$ 我做的绠

绳当时的农民工都愿意用%原因只有一个%我所打

的麻绳不勒手% 即便在寒冬腊月也是感觉软绵绵

的%这就使我的名声在工地上大增%后来%修建沙

河大闸指挥部还专门发给我奖状$ &谢兴因谈起自

己修建槐店闸时自豪地说% 自己就是因为打绳而

给自己留下了好名声'

谢兴因说%打绳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一个技术

精道手艺活' 说它是个手艺活%因为它要求股绳的

力度一致%而这力度就靠打绳匠自己灵活掌握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 哪家哪户都得备着几条这样的

绳子%在农村%拉车#背筐#犁地都用得着它%在城

镇谁家晒个衣服%拴个牲口等都是离不开绳子的'

近些年%农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使用自制

绳子的场合越来越少% 尤其是现代化机械(((打

绳机引入后% 手工打绳这个行当渐渐退出了历史

舞台' 谢兴因说%如今很少有人再找他打绳%!赶一

个大集也不一定开个张&' 此外%如今的年轻人再

不会有兴趣学习这门手艺% 伴随着时代的日新月

异%手工打绳将完全消失%!真等到那一天%我就把

这些工具都捐出去%也算是历史见证' &谢兴因说'

谈起自己手艺的发展%谢兴因有点失落' 他说

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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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城乡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人们使用自制绳子的场合越来越少% 尤其是现代

化机械占主导的今天% 手工打绳这个行当渐渐退

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很少有人再找他打绳'尤其是

在乡村%尼龙绳已很少见其踪迹%更不论说是麻绳

和布绳了' 当然% 自己所掌握的这样的手艺会失

传%如今的年轻人再不会有兴趣学习这门手艺%伴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手工打绳将完全消失%已经

是无人问津了'

打绳匠!在长绳上谱写乐谱的人
!

晚报记者 朱保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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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是我们的日常用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的绳又叫绠!产生于农耕时代!历

史相当久远" 专门从事打绳的人叫做打绳匠!也是从农耕时代开始的民间艺人的一种" 自

古以来!绳的种类繁多!打绳匠也就分为很多种#皮绳是皮匠割出来的$毛绳是由织毛衣的

人绞出来的$草绳大多是农民用手拧出来的!布绳则是农村妇女随手搓出来的" 打绳匠在

改革开放之前很是吃香!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机械化代替了手工!至今!在周口市的

城乡已很难觅到纯靠手工打绳的匠人的身影了"

源于悠久的民间工艺

!!!!!!

在记者的记忆中% 从小到大曾使用过各种各

样的绳子% 但从没有见到过打绳匠的身影' 前不

久%记者在热心人的引荐下找到了一名打绳匠' 这

名打绳匠叫谢兴因%今年已经有
/:

岁了%是沈丘

县周营乡人% 从事打绳行当已经有
69

多个年头

了' 记者见到谢兴因老人时%他还在为别人打脚手

架所用的绳子' 在他所居住的屋子里%还摆放着他

打绳的各种工具' 谢兴因说%说是打绳匠%就是将

麻绳#草绳#尼龙绳等作为股绳%然后将
0

股股绳

放置在自制的工具上%慢慢拧成一条绳%时间久了

就被人尊称为匠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周口城乡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条或者几条打出来的绳

子%用于捆绑东西%而打绳匠这个职业在当时也是

红极一时'

谢兴因老人很健谈% 他从自己的苦难身世说

起% 谈起自己所从事的打绳行当时更是滔滔不绝'

他说%绳的种类很多%从质地上分%有皮绳#毛绳#麻

绳#布绳#线绳#草绳等)从规格上分%有老绳#大绳#

粗绳#手绳#头绳)从用途上分%有捆绳#背绳#缰绳#

井绳#拉绳#鞭绳等等'

谢兴因说%打绳子有一整套的程序%首先在村

头选择一块平坦的空地%当然%如果农户家里的宅

基地足够大%那也是打绳的好地方' 在空地上埋两

个一米多高的木桩%桩顶上有卡卯' 在木桩等距离

的地方安放一个平台%平台上安装一个三岔股' 在

打绳子时% 将绳的胚胎放在一块结实的厚木长板

上%木板上嵌有一排铁制摇把%摇把在外侧%内侧

有环儿%环儿上拴着短绳%用来拴经子' 另有一个

薄木长板% 用力地摇起来% 同时给几股经子上劲

儿'打绳一般需要两三个人'打绳匠一般不需要亲

自下手%主要是指挥打绳子的人%把三股或四股经

子分别拴在几个摇把的环儿上% 把几股经子的另

一头挂在另一个摇把上' 这个摇把安装在一个爬

犁的前边' 这边的爬犁就会被拉得向前慢慢移动%

尽管爬犁上还坐着一个人' 当然%这是在上世纪六

十年代以前的打绳法' 有了架子车之后%大部分能

完成三股绳打绳的工具都是依靠架子车轱辘来完

成'

为时代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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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 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

术系主任' 当时他的作品已盛名远

播%价格不菲' 不过徐悲鸿为人淡泊

名利%一般不轻易卖画%结果徐悲鸿

画作的价格节节攀升% 于是引得一

些不法之徒动了心思'

其时%南京道署街一裱画店里%

挂出不少署名!悲鸿&的!奔马&#!八

骏图&及水墨花鸟画%吸引了不少收

藏爱好者前往%售价#行情甚旺' 徐

悲鸿#蒋碧薇夫妇得知%去看这些以

假乱真的伪作' 后经蒋碧薇多方打

听%终于弄清楚这些假画的伪造者%

是一个名叫任仲年的小青年'

任仲年虽年仅
.;

岁%却练就一

手模仿当代名画的绝技%不论山水#

人物#花鸟%均达到乱真的水平%并

以此牟取暴利' 曾有一南京文化人

家中客厅所悬张大千#溥心#黄君

璧#张书?四大画家之作%均为任仲

年一人造假所为% 由此可见其功夫

非同小可'

一些好心人曾劝他不要行此剽

窃之道%他却一意孤行%竟发展到在

徐悲鸿的眼皮底下以售其奸' 徐悲

鸿遂由蒋碧薇出面% 一纸诉状将任

仲年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

但令徐悲鸿夫妇啼笑皆非的

是% 官司一直打到省高等法院第五

分院%法庭竟然宣告任仲年无罪' 一

是民国法学界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几

乎是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相关的法

律规定)另一方面%任仲年的父亲多

方活动%打通了法院的 !关节 &' 因

此 % 徐悲鸿败诉也就在预料之中

了'

而且% 当时人们完全没有什么

知识产权的理念% 以致有不少人同

情任仲年%认为其如此年轻%画技如

此了得%堪称青年才俊)其目的仅为

谋生%不宜和那些唯利是图#假冒商

标的不法商家同等论罪' 有人还建

议徐悲鸿干脆收任仲年为徒弟 %以

成人之美'

造假者任仲年在法庭上% 也振

振有词地狡辩道*!画上署名悲鸿 %

难道就不许我叫任悲鸿吗" &一下子

!你也悲鸿%我也悲鸿&成为当时的

流行语'

打油诗人黄甘草因此还在 +南

京晚报,撰诗云*!你悲鸿我也悲鸿%

任氏徐家各不同' 子曰后生诚可畏%

居然真个有神通- & 诗前还有短文

说*!任仲年从此大可正式命名任悲

鸿矣- 前程无限%好自努力%寡人有

厚望焉' &

任仲年虽然逃过了官司% 但毕

竟心中有鬼% 从此不敢在南京再造

假画%而悄悄跑到武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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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忠方

广东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

时%胡宗南决心报名投考' 他轻而易

举地通过了毛泽东任主考官的上海

初试%然后来到广东参加复试' 按黄

埔军校+招生简章,的规定%报考者

!年龄
.7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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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内&% 而胡

宗南当时已是
8;

岁%而年龄完全可

以在报名册上做一下手脚的'

但体检时考官让考生排成一

队%这一下胡宗南就做不了手脚了%

在队伍里% 身高不足
.1/9

米的胡宗

南%比别人矮了一头还多%身体又较

弱' 考官当即把他拉出来毫不客气

地说*!你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 &

胡宗南闻言% 意识到自己已经

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即放声大哭%边

哭边大声责问那个考官*!革命是每

个年轻人的义务% 救国是青年的责

任- 个子矮怎么了" 个子矮就不能参

加革命了" 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同

样驰骋疆场-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个

子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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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校党代表廖仲恺

先生更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相貌取

人呢" &

此举惊动了正在隔壁办公的黄

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廖先生出来一

看乐了%当即喊道*!同学%我批准你

参加考试'&接着转身回到办公室%写

了一张字条交给胡宗南' 字条上书*

!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

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应该

录取的' &

就这样% 凭着廖仲恺的字条%胡

宗南参加了考试%被录取为黄埔军校

第一期学员'那时的廖仲恺当然不会

想到%这个姓胡的小个子后来成了国

民党军队里肩扛
0

颗金星的陆军二

级上将'

徐悲鸿
打假输官司

徐悲鸿自画像

胡宗南
哭进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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