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得一见的元代枢府瓷，明清两朝的各种官窑瓷器……守着满屋子古玩珍奇，姜万金依然觉得，最值钱的

是自己这鉴别古玩的手艺。

太多人将手艺与功利联系在一起，可姜万金不是。在他心里，自己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这些年，他开班

授课、免费收徒，一心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特殊的文创作品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日前，沧州技师学院举办了
一场学生画展。在画展上，由学
校平面设计班的师生们一起创作
完成的一些文创产品，温暖了许
多人，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自闭
症群体。

文创产品五花八门，有背
包、文化衫、手机壳、冰箱贴、
明信片……这些都是以沧州市星
月社自闭症患者的绘画作品为蓝
本创作的。

沧州市星月社是一个由来
自全国各地上百个自闭症家庭
组成的公益团体，多年来致力
于自闭症患者的培能疗愈，并
帮助其所在家庭走出困境。自
2018 年起，星月社先后开设了
美术班、书法班、剪纸班、乐
器班等公益性培能疗愈课程，
帮 助 自 闭 症 患 者 掌 握 一 技 之
长、融入社会。

“自闭症至今没有特效药，

由于病症原因，患者很难融入社
会，有的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无
论患者还是患者家庭都非常需要
关注和帮助。”星月社负责人王
平说，这些年，星月社的一些自
闭症患者利用所学特长赚到了

“第一桶金”，这让她和家长们看
到了希望，继而有了将作品设计
成文创产品的想法，但始终未能
成行。

后来，沧州技师学院平面设

计班的孙悦怡、任壬两位老师，
成为星月社的美术老师。当得知
技师学院要举办学生画展的消息
后，她们萌生了和学生一起帮助
星月社创作文创产品的想法。“在
创作过程中，学生们不但扎实了
专业水平，也奉献了一份爱心。”
任壬说。

5月中旬，学生们设计的文
创产品陆续到货。画展还没开
始，学校师生以及得知消息的社

会爱心人士就纷纷“下单”，不到
一个星期，预售了近百件作品。

“收到的所有货款以及画展
结束后剩下的所有文创产品，都
将无偿送给星月社。”孙悦怡
说。

“十分感谢沧州技师学院师生
们的帮助，我们计划让星月社的
孩子们带着这些作品去市集售
卖，把此当作难得的疗愈过程。”
王平说。

责任编辑 张智超
电话 3155705 电邮 rbcsdk@163.com

2023年6月15日 星期四
农历癸卯年四月廿八P6 坊间故事

FANGJIAN GUSHI

藏宝阁里的无价之宝藏宝阁里的无价之宝藏宝阁里的无价之宝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姜万金姜万金（（左左））向徒弟向徒弟
传授古玩鉴定技巧传授古玩鉴定技巧

▶▶姜万金阅读收藏方姜万金阅读收藏方
面的书籍面的书籍

姜万金 65岁了。第一次见面
时，他和记者握手，力道重得像
个壮小伙儿。

他经营的藏宝阁就在金街古
玩城里。这里店铺林立，头一次
来他店里，要找上好一阵子。

但他的藏宝阁从来不缺来
客，人们多半是循着他的名气来
的。多年前，曾有高手找他盘
道，聊到一段视频中出现的元代
青花瓷盘时，高手坚持说是黄河
沉船出土，姜万金只看了一眼就
断定出自运河：“黄河多沙，浸痕
散乱而浅；运河多胶泥，浸迹集
中而深。”围观者纷纷惊叹。

难得一见的元代枢府瓷，明
清两朝的各种官窑瓷器……守着
满屋子古玩珍奇，姜万金依然觉
得，最值钱的是自己这鉴别古玩
的手艺。

他把这份自信挂在了店里最
醒目的地方：“如果鉴定错误，按
鉴定费的 3倍赔偿。”有人问他：

“万一错了怎么办？”姜万金自信
地笑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儿。”

木匠转行

有人说，姜万金是个特立独
行的怪老头儿。

这大抵是因为，在人们心
里，从事古玩鉴定的人不是学者
就是专家，无不有着丰富的学识
和宽阔的眼界，可木匠出身的姜
万金只读过两年小学。尽管两者
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关联，但倘若
换成别人，大概是不会自揭“短
处”的。姜万金却从不避讳谈论
自己的学历和老本行，是洒脱，
更是底气。

新中国成立前，姜万金的父
亲就在沧州老城隍庙经营古玩。
姜万金出生后，耳濡目染，也慢
慢喜欢上了这些老物件，尤其是
瓷器。只不过他的父亲因为是

“半路出家”，吃过不少亏，也就
没让姜万金接触这一行。

姜万金兄弟姐妹多，小时候
家里日子不好过，他 13岁就出来
干活，学了木匠。在那个年月，
这是个很吃香的职业。一个好木
匠，在十里八村都有名。可即便
如此，姜万金的心仍另有所属。

15 岁那年，在姨夫的引荐
下，姜万金终于得偿所愿，来到
天津拜师学习古玩鉴定。“我师父
叫李海文，是当时天津古玩圈儿
里有名的人物，古玩鉴定更是他
家传的手艺。”对于师父，姜万金
打心眼儿里崇拜。

那时候拜师学艺和现在大不
一样。姜万金记得清楚，他拜师
时，不仅有保人引荐，父亲还得
在约法三章的文书上签字。“一进
门，师父就说，学3年不管吃，学
4年管吃。入了师门还得严守门规
——手严 （不偷拿东西）、眼严
（不乱看主家藏品）、嘴严（不该
问的不问）、脚步严（不该去的地
方不去） ……”起初，姜万金也
觉得师门规矩过于严苛，但后来

他明白了，“越严格越能学到真东
西。师父常说，对待手艺要心怀
敬畏、真心相待。这些规矩就像
门槛一样，把真正喜欢这门手艺
的人留了下来。”

师恩难忘

姜万金拜师时，师父已经 75
岁高龄。

在师父家，姜万金连倒夜壶
的活儿都抢着干，既是为了多学
手艺，也是尊师重道。

人们常说，爱出者爱返。师
父对待这位关门弟子，也是倾囊
相授。白天，他带着姜万金一起
辨真假、长眼力，山东、北京、
天津……全国各地跑；晚上，他
又不顾旅途疲惫，手把手教姜万
金防身保货的七星拳。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为了练好七星拳，姜万金吃了不
少苦。他光着脚，踩在石子上练
功，为的就是模拟未来可能会遇
到的各种艰苦环境，练就一身钢
筋铁骨。直到如今，年过花甲的
姜万金，仍能以两指完成俯卧
撑，令人佩服。

年轻人大抵都爱表现，年轻
时的姜万金也不例外。

拜师学艺才 3个月，他就急
于露一手。那一次，他在古玩市
场看到一件与师父家中一模一样

的渣斗（一种用于盛载食物渣滓
或茶渣的器物），急于捡漏儿的
他，跟别人借了 3元钱，把渣斗
买了下来。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向
师父炫耀时，迎来的却是当头一
棒。“师父只看了一眼，就把那
件渣斗摔了个粉碎。我一下就明
白了——是自己看走了眼。”姜
万金说。

渣斗虽然是假的，可3元钱的
债务却是实打实的。“后来，师父
知道了我借钱的事，自己掏钱帮
我还了账。那时候 3元钱不算少
了，从天津坐火车到沧州也才 2.4
元。”因为这件事，姜万金心里一
直很内疚，“你看，我借了那么多
钱，却买来个赝品，最终还是师
父帮我还的钱……”

但师父并没有埋怨姜万金，
还反过来开导他：“十年寒窗苦，
你才刚刚开始。学费总是要交
的，以后别总想着捡漏儿就是
了，不管干什么都得踏踏实实。”

“这几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
忘。”姜万金释然了，他更加用心
学艺，短短一年就出师了。

传承手艺

1980年，学徒 6年的姜万金
在为师父养老送终后，带着一身
鉴定古玩的手艺回到了沧州。

彼时，姜万金刚参加工作，
手里的积蓄不多，但鉴定古玩又
是一门必须要经年累月不断积累
才能越加娴熟的手艺。闲暇时，
他下村庄、串街巷，鉴珍宝、长
眼力，为的就是多学多看，练就
一双火眼金睛。

对姜万金来说，这原本是一
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但在这过程
中，他也遇到过不少伤心事。

有一次，在一户村民家里，
他看到一件明宣德年间的花盆。

“本来是个老物件，却因为村民不
识货，被扔在院子里，和一堆杂
物堆在一起。”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就告诉村民器物的价值，“老祖
宗留下来的东西，甭管值不值
钱、值多少钱，都应该被敬重。”

像这样的事，姜万金遇到过
很多。运气好的时候，器物尚且

完整，运气不好的时候，只剩一
堆碎片。

为此，姜万金学会了锔瓷的
手艺。他把那些破碎了的老器物
重新修补起来，哪怕不能完美复
原，至少尽到了一份心意。

后来，姜万金开了这家藏宝
阁，里面摆满了他心爱的藏品。
不少人慕名而来，想要一睹这些
珍品的风采，姜万金从不吝啬，
总会细细讲解。其实在他心里，
和这些古玩比起来，师父传给他
的这身本事才是藏宝阁中的“宝
中之宝”。

这些年，姜万金渐渐上了年
纪，他开始更多地思考把鉴定古
玩的手艺传承下去。他开班授
课、免费收徒，每个徒弟拜师前
都要签下学艺文书，为的就是让
徒弟有份敬畏心，就像当年他拜
师学艺时一样。

为了锻炼徒弟们的眼力，姜
万金经常故意买些赝品，并拿出
珍藏的真品，让徒弟们鉴别，他
说：“真品真在哪儿，赝品假在哪
儿，光凭一张嘴可教不会。”

如今，姜万金一共收了 10多
个徒弟，年纪最大的 71岁，最小
的 35岁。其实，这些年想拜他为
师的大有人在，但很多都被他以

“高价收徒”的幌子吓退了。太多
人将这手艺与功利联系在一起，
可姜万金不是：“是不是‘守’艺
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6月 9日一大早，随着
几台大型收割机驶进麦田，
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仙庄
片区旱碱麦开始收割。“今
年旱碱麦长势特别好，亩产
能到 300公斤以上，是产量
最高的一年。不仅如此，村
里的旱碱麦产业链也更长
了，旱碱麦从不够吃变成了
不够卖，村民收入翻了好几
番！”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
记刘玉锁激动地说。

旱碱麦种植在当地已有
2600 余年的历史。后仙庄
村土壤盐碱化程度高，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分之二
的耕地几乎不长粮，旱碱麦
亩产仅有 50来公斤。63岁
的后仙庄村村民杨坤升说：

“以前种旱碱麦，年年不够
吃，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
连麦种都收不回来，老辈人
常外出逃荒。俺年轻时，虽
说产量稍微上来些，但也得
靠打短工补贴家用。”

后来，农技人员围绕旱
碱麦种植中的“种、肥、
播、管”等重点环节，实施
了 30项国家和行业技术标
准，培育出“捷麦 19”“沧
麦 6002”“沧麦 6005”“小
偃 60”“小偃 155”等耐盐
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
土壤得到了改善、种植技术
不断优化。农户纷纷在原本
几乎不长粮的盐碱地上种起
旱碱麦，产量一路攀升。

今年，后仙庄村 4300
多亩耕地中，有 3800余亩
种了旱碱麦，盐碱地利用率
较 10 年 前 提 升 了 30% 以
上。后仙庄村村民告别了旱
碱麦不够吃的历史，被称为

“农业荒漠”的盐碱地变成了“大粮仓”。“现在种旱
碱麦，不但足够自家吃，还能剩下一大部分往外卖，
价格也比普通小麦高一些。”杨坤升说。

后仙庄村村民王园园种了 30多亩旱碱麦。7年
前，她经营起家庭作坊，将自家产的旱碱麦磨成面
粉，制成馒头、面花等面食产品。旱碱麦富含多种微
量元素，蛋白质含量普遍高于国标，王园园用它做出
来的面食麦香浓郁、软绵筋道，不仅在当地很受欢
迎，还卖到了黑龙江省。“每年，俺家有一半旱碱麦
被自家的家庭作坊消化掉。面花每公斤最贵卖 18
元，价格是粮价的6倍左右。俺家还开了个饭店，蒸
包子、烙大饼、包饺子……换着花样做。除了这些，
还得留出一部分供自家人吃。”王园园说，“这些年，
每到麦收季节，就有人想收购俺家的旱碱麦。不是俺
不想卖，实在是不够卖！”

在后仙庄村，像王园园家这样的家庭作坊一共有
3个。此外，后仙庄村还和黄骅市一家食品龙头企业
合作，建起了面花非遗工坊，预计能消化掉后仙庄村
三分之一的旱碱麦，并为本村村民提供 20个工作岗
位，每天工资不低于100元钱。

在科技的助力下，曾经白花花一片的盐碱地披上
了丰收的颜色，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
带动了农民持续增收。“盐碱地变成了增收田、致富
田！未来，俺们不仅要在村里建面粉厂，还要注册商
标，进一步延伸旱碱麦产业链。”刘玉锁说。

奉献自己奉献自己
照亮别人照亮别人

知 言

在江西南昌，80 岁的何兴武已经带着全
家为特殊孩子服务了30年。他和妻子都是聋
哑人，30 年前，因为清楚教育对聋哑人的重
要性，原本在工厂打工的他，创办了一家特殊
教育学校。这些年，他用手语为听障孩子上
课，妻子和儿女则照顾孩子们的日常。其间，
他拿出积蓄和退休金用于助学，累计为50余
名困难学生免除学费，培养了近400名学生。

杖朝之年，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甚至把
全家人都带到这份工作中，不求回报，无私奉
献，用自己的方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无声的世界里传递温暖，即使自己身处
泥泞，也要倾尽所能为同行者照亮前路，何兴
武的故事令人动容。

其实在我们身边，像何兴武一样的人并
不少见——白方礼，近20年捐款35万元，他
靠蹬三轮车圆了 300 多名贫困孩子的上学
梦；方桂馥，一生节俭，常常拾别人的旧衣
服穿，捐出毕生积蓄资助贫困学生，累计约
50万元……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一群自带光芒
的人，站在阳光下会发光，处在黑暗里也会发
光。那首《爱的奉献》被人们传唱了几十年，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

做一个温暖的人，像一支蜡烛。感谢他
们，温暖了我们，也温暖了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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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为传承老手艺，姜

万金义务传授古玩鉴定
技巧，有意学习的读者
致电：19932240916，咨
询相关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