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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明晨最低温度17℃。

他有“金刚钻”，所以，敢揽瓷器活。找到他的人——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指的是一种
传统民间手艺——锔瓷，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像订书钉一
样的金属“锔子”再修复起来的技术。

这门古老的手艺，目前已经很少见。然而在武进区，
一名“85后”的锔匠姜达，让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活重回了
人们的视野，他也成为这项古老非遗技艺的区级传承人。

姜达的工作室墙上，是排列有序的锔瓷工具；案头，有
各式的瓷器碎片。工作室里，还摆放着各种补完的瓷器。
这几天，姜达正在集中精力修复一只青花瓷碗，手持专用
锤子和锔钉，轻轻地敲击着碗口的裂痕，一点点将碎裂的

瓷片拼合在
一起。

姜 达 是
钟 楼 区 邹 区 镇
人，学习锔瓷源

于个人兴趣。2005
年，姜达刚从常州
机电学院机电一体

化专业毕业，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看到朋

友的外公从事这个行业，

在旁边看了几次就开始沉迷并且深入地去学习。在接下
来的一年里，师傅将所有的技术和经验倾囊相授，而姜达
也很快掌握了基础手法。

锔瓷是个精细活，需要高度的耐心和专注力。拿到
一件残品，首先要做的是“对缝”，将碎片在缺口处压紧，
用棉绳捆扎固定，并用木棍反复缠绕棉绳将其绷紧，就像
是给骨折的患者上了个夹板。完成之后，需要找到最合
适的钻孔点，做上记号后破釉、打孔。“最重要的基本功就
是打孔，角度、力度、深度都需要经验来把控。”姜达一边
忙一边说。他取出一枚长度适宜的铜钉，用铁钳、锉刀等
将其细细打磨。弯曲的铜钉贴合着茶碗的弧度，再用锤
子轻轻地将其打牢。如此循环往复，等到小小的铜钉牢
牢“抓”住裂缝两端，便可进行抛光收尾。从内里看去，茶
碗已然“严丝合缝”，并可以继续用来盛水喝茶。

2006年，姜达在武进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顾客
来自全国各地，平均每月都有30多件从全国各地寄来的
茶器、碗、雕塑、花瓶、文玩，甚至是木头，等着他来施展

“魔法”。
姜达的顾客中，大多数是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他们

找到姜达，是希望通过他的手，将一件破碎的艺术品还原
回来。也或许，是还原一个老故事、感怀一段旧情感。

或是想还原一件艺术品
或是为感怀一段旧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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