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磨剪子戗菜刀的行当在今天绝
对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行业了。此行
人谓“五行八作”，亦列三百六十行，
但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底层的营生，风
里来雨里去，收入少，辛苦多。干这
一行的人以最简单的方式可称呼“磨
剪子的”“戗菜刀的”，也可直呼磨刀
人，正式一点儿是“工匠”，脸上贴金
的叫法儿是“艺人”。

在我的印象里，做这一行的都是
男性，整日里早出晚归、抛头露面不
说，还是个体力活儿。如若按照男女
有别分工，男性似乎更适合这份工
作。通常，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年龄也
偏大。

中国农民自古笃信“农忙种田、
农闲挣钱”。有一技之长总是好的，
俗话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所以，
过去的手艺人也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一般磨一把剪子或磨一把菜刀
仅收几元钱，加之物价飘忽，在浮躁
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个行业的投入与
产出不合比例，所以很多人不再操此
业，年轻人更不愿意去学，慢慢地，这
个手艺就消失了。我曾经希望，能把
它归到非遗里去吧，但是列入非遗就
能保护下来吗？我不确定。

当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一声声悠
长的“磨剪子嘞，戗菜刀……”或短促
力足的“启刀磨剪子”传来，有关童年
胡同口趣味生活的回忆立马鲜亮了
起来。若隐若现的“叮叮叮”的响器
声，五块铁片串起的法器对我们小孩
子来说也极具诱惑力。磨刀人以双
手拢嘴扯开了嗓门喊的场景，发生在
过去安静的小村庄里，或者是在胡同
口。现在，小区里高楼林立，噪声凶
猛，就得用扩音喇叭了。

循着吆喝声汇集到胡同口的孩
子们，淘气玩耍之余得以观察大人们
的聊天方式，或者，听磨刀人讲讲别
村的新闻，更有机会凑近了摸一摸磨
刀人木箱子里的宝物。等磨刀人离

开了，便模仿着磨刀人高喊一
声严重跑了调的“磨剪

子嘞，戗菜刀”，竟然还煞是得意……
难怪我们这些经历者一提起这些旧
时的桥段就激动起来，即使在略显冷
清的朋友圈，也会立刻打开话匣子，
热闹地互动起来。

在不锈钢刀问世前漫长的铁刀
时代，因为锈迹斑驳的刀、因为磨刀
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温情。那些生
活味很浓、很有质感的场景成为我们
忘不掉的温暖回忆。但自从有了再
也不生锈的刀，锃光瓦亮的刀剪给生
活带来了便利，却也渐渐凝固了人性
的冷漠……随着社会变迁，没了农
村，没了巷陌的聚落，多了林立的钢
筋水泥和铜墙铁壁，多了防盗门和猫
眼，磨刀这个营生也索性不要了吧，
任由生活生锈去吧。

磨刀人必备的工具有长凳和工
具箱两大件儿。长凳上装置磨刀石
（砂砖、油石）或砂轮、水罐、坐垫等；
木制或铁质的工具箱里堆放了锤子、
钢铲、水刷、水布、戗刀等工具。当我
们在农村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被搬到
屏幕上，经过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渲
染，磨刀人的形象就彻底定格在我们
的脑海中。

这些仿若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
磨刀人顽固地守着另一个世界的规
则，与当今社会越来越格格不入。他
们古拙地穿行在变化了的或正在变
化中的城市，靠着辛苦行走找寻着渐
行渐远的生意机会，时空转换，真的
像《红灯记》里接头对暗号的磨刀人
地下工作者，他们的朴实真诚与我们
绝大多数人的漠然冷对倏忽错过，呼
啸而去。

2016年5月17日的中午，我下课
骑行回家。

刚挤过二中熙攘的学生和家长
汇成的洪流，蓦然，在五月白花花的
阳光里，我看到了一位老人在我面前
骑行。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横放着一
条看起来很扎实的长凳，后座两侧跨
挂两只八成新的铁皮箱子，箱子外侧
还贴了红底反白的不干胶，我猛蹬两

下绕到一侧，看到上面印的内容是
“传统，磨剪子抢（戗）菜刀，邱记”。
从身后打量，这位邱师傅也够讲究：
很干净的白色短袖，黑裤子，上身斜
跨一只九成新的皮包，左腕上戴着老
式机械手表，头上稀薄的短短的白发
翼然闪亮。更令我惊诧的是两侧的
铁皮箱子后立面上对称着装置着一
对红色塑料灯，中间车后轮挡瓦上安
装了两个向左右倾斜的反光镜，我猜
那两只灯肯定能亮，有可能利用了摩
擦蓄电的原理，但现在是中午，看不
到。依稀可见前车筐上还装置着一
个牌子，上面肯定也是经营内容之类
的，算是广告吧。我觉得这个邱师傅
很有意思，于是，紧追两步上去打招
呼。老邱热情爽朗，说做这行已经几
十年了，就在附近住，现在是收了摊
要回家吃饭了。

交流两句话，匆匆分手，我甚至
还没来得及看清老邱完整的面孔。
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遇到
这位颇有意思、天性乐观的老邱。

2017年3月22日黄昏时分，也是
下课回家的路上，我在小区西门外南
侧也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磨刀人。我
打量了老人和家什，当即断定那人不
是老邱。当时，老汉也没有生意，孤
零零地坐在摊儿前，“磨剪子嘞，戗菜
刀……”的喇叭声在空旷的门前广场
回荡，却并不能传递给高楼里面的住
户，所以，他显得索然无味，手几乎都
要抄到棉袄袖子里去了。我上前打
了招呼，兴致勃勃地回去拿刀。

现在生活好了，家家都有几把
刀，再也不是原来一把刀齐活儿。所
以，刀免不了久置未用生了锈，这种
越来越少的磨刀技艺并不可缺。我
家有一把同学的父亲精心锻制的铁
刀，平时切菜不用，过年节分割肉类
或剁馅儿时才能派上用场，时用时
闲，断断续续就生了锈，也钝了。

我亮出刀的时候，老人眼里终于
有了精神，由衷地赞叹一声，反复看
了，才开始工作。我则站在一旁，看
着他干活儿，殷勤地和他闲聊。

老汉姓张，本地人，今年六十八
岁了，干磨剪子戗菜刀的行当已经三
十年了。因为这个行当生意越来越
难做，他本想不干了，但是考虑到有
活儿干总比闲着强，于身体有益，而
且挣多挣少也是对生活的补贴，便又
重操旧业了。孩子们早已声明不会
接手他的手艺，这其中更多的是经济
原因，磨一把刀只收五元钱，一天下
来满打满算就是几十元钱，而且风里
来雨里去，这份辛苦，今天的年轻人
哪能吃得消，当然，他们也根本不愿
意吃这个苦。

张老汉说这些话时的语调出奇
地平静，好像他已经习惯重复回答这
些问题，但我还是能从言语间捕捉到
他掩不住的悲凉、无奈。

刀磨好了，很是锋利，我小心翼

翼地用报纸包好，递给他十元钱，他
要找我五元，我说罢了，您教我认一
认您的工具。张老汉于是很认真地
翻出所有的家什，挨个比划解说。

四个月后入大暑的那天，也是在
大门广场，我又见到了一位磨刀老
汉。

他正在那里戗一把不锈钢的刀，
我凑上去搭讪，同时看到他自行车前
脸儿固定的牌子红底反白印着“老工
艺：磨剪子，戗菜刀，洗烟机，换纱窗，
戗锅底，刮菜板”，下面还留了电话号
码，太多的经营内容让我失去了一开
始对他的兴趣，就感觉这个人不专
业，业务太杂；但继而又找到一个理
由说服自己，单是磨剪子戗菜刀可能
活儿接济不上，这样多样化经营稍好
一点儿。老汉很乐观，主动跟我闲
聊，说自己原来跟着儿子住在青岛，
整个黄岛都转遍了。

他的自行车装置也极其复杂，我
分别从正面和侧面拍了两张照片，晚
上还专门发了个朋友圈与老友们分
享。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师傅莫不是去年我追上去聊天
的那个邱师傅？我开始翻手机仔细
研究两次拍的照片。

车后座横跨的铁皮箱子基本一
样，工作用的长板凳也大差不差，老
人发型、体型轮廓相似，只是车后的
灯装置现在改到了前面，成了更酷的
版本，两侧加反光镜，还插两面五星
红旗，车前脸儿有镜子装置……这些
熟悉的创意套路让我基本断定，此邱
老汉就是彼邱老汉，可惜，我又错过
了。

好在，这次我拍下了他的联系电
话，于是抓紧拨号……

（初稿于2017年7月28日）

注:五行指车行、船行、店铺行、脚
行、衙役行；八作指金匠、银匠、铜匠、
铁匠、锡匠、木匠、瓦匠、石匠。

文章节选自《聊城风物记——聊
城地域代表性文化符码的社会审
视》，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勇豪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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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剪子嘞，戗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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