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寻找手艺介绍了哪些 寻找老街老
手艺的散文(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寻找手艺介绍了哪些篇一

早在十几年前，我上街购物，就喜欢到吉安的大街小巷逛一
逛，看一看。那时，弹棉花的、做棺木的、画瓷版画的、织
渔网的、打铁的、磨菜刀的、剃头的、修脚的店铺，都是破
旧的杉木房子，不经意间，我总能觉察到它们缓慢而清晰的
气息。如今，有很多老手艺正在消失，正在淡出我们的视线。

传统手工艺，因制作过程复杂而繁琐，学起来费时费力，许
多年轻人认为干传统手工艺活脏且累，没有前途，所以，都
不愿从事这个行当，更多的老手艺已经不能养家糊口了。

周末，一个人，我又一次来到老街，想用手中的相机，记录
老街老手艺的最后影像，也想用心灵之笔，书写这群默默无
闻的手艺人的生活状况，更是想捡拾老街即将遗失的梦。

此时，我的心，是恭敬的、虔诚的、谦卑的，也是焦虑的。
我生怕，今天还能看到的老街、老店铺、老手艺人，明天或
后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就远去了，远得找也找不到
了。

在水沟前，我来到一个打金子的店铺，主人叫鄢发芽，从他
爷爷那一代起，他家就打金子，三代祖传的手艺，早已是炉



火纯青了。

他的店铺是飞檐翘角马头墙的庐陵民居，屋檐下，两只燕子
飞来飞去，昏暗的小店，有了生机。

鄢师傅抬起头，招呼我在一个藤编的椅子上落座，就忙着用
小锤子敲打着一个即将成型的鸡心项链。他说，现在的年轻
人都喜欢买现成的金子，他的顾客，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
吉安”，他（她）们喜欢打“韭菜边”的戒指，打光面的耳
环，好戴，不容易断，又不容易藏灰。他说，儿子在深圳打
工，不想学这手艺，是他眼下最恼火的事，他用手指着那杉
木案板上的一堆工具，一呶嘴，惆怅地说，这些老家伙，都
是鄢家的传家宝，尽管生意不算红火，但是，这是祖传的手
艺，不能丢。

三代人，一件事，多少个春华秋实，他们，既是手艺人，又
是守艺人，其中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定会耐人寻味的。

我的脚步，跟着一个卖鸡笼的老婆婆，又逛到了文山路，在
一个银匠铺子前停住了脚步。这个铺子，门脸很小，一个褐
色的木板上，用红油漆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打银子”。里
面打银子的工具，非常多，工作台上，有火枪，铁锭、锉刀、
大小锤子、钳子、镊子、泥盆、拉丝板、拉丝钳。

店主人朱荣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个纯棉背心，精明能干又
健谈。他说，一件事坚持十年不容易，坚持二十年更难。可
他在这里打银子，打了将近半个世纪，街坊邻居，熟得不能
再熟了。

他的生意一直很好，给小孩子打银手镯、银脚镯、银项圈、
长命锁和八卦锁的，每天都有顾客上门。他诡秘地一笑说，
现在又放开“二孩政策”了，生意会更红火。

我把他打的银镯子在手上试了试，图案漂亮。他说，咱们吉



安的婆子哩，特别喜欢戴银镯子，“戴银”，有“带人”的
意思，就是期盼后人添丁进口。在吉安，老年人过世，有个
风俗习惯，把打好的银片，放在口中，有“金口银牙”这一
说。银片像铜钱一样大小，中间一个孔，也是“添丁进口”
的意思。有些老人没过世之前就提前给自己准备好了，有些
是子女临时给打好的，主要目的就只有一个，保佑后代多子
多福。

吉安有句俗话：种菜老婆吃菜脚，做鞋老婆打赤脚。他说，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用心给老婆打一
套“大件”----银项链、银耳环、银戒指、银手链，让老婆
光面光面，高兴高兴。

打银子，这个小小的生意，周身浸透着温润的感觉，是守候
的艺术，心的守候，时间的时候，更是情份的守候。

在文山路的一个泡桐树下，我眼睛发亮，找到一个补锅底的
店铺，真没有想到，这店铺，是一个叫杨冬秀的大姐开的。

杨大姐正在吃着吉安炒粉，看我给她拍照，她站起身，整理
好衣襟，脸上笑成一朵花。

她说自己只读了三年级，十六岁就跟着老爷子（父亲）学补
锅底。丈夫过世多年了，为了三个孩子，她一个人支撑这个
家。她苦笑着说，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孩子跟着她，即
使是“拿水当饱”，她也教育他们站得稳，行得正，做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

这补锅的手艺，用到的工具不少，锤子、铁锭、木锭、大剪
刀、老虎钳、锉刀等。作为一个女人家，叮叮当当与铁皮打
了几十年的交道，虽说又脏又累，但她还是想一直做下去。

她说，现在都喜欢用不锈钢，换锅底的少了。不过，老一辈
人还是喜欢用铝锅，锅底烧化了，丢了可惜，就拿到这里补，



换一下锅底，又和新锅差不多耐用。

她用手一指，自豪地说，她家在这条街上住了六十多年了，
以前，这边是卖花圈寿衣香烛的铺子，下面是铁器社，再下
面是翻砂车间和药店，还有米店和布店，这一条街上的手艺
人多，现在，做这行的没前途了，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再过
十几二十年，怕是会失传了。

在老街，嗅着泡桐花的香味，阳光暖暖的，时光慢慢的，我
在倾听着生活的秘语，也在回味着老去的印记。

长长短短的小巷子，像一根根静脉血管，连接着一个“古称
庐陵，今谓吉安”的城市。一棵棵樟树点缀在街边，阳光透
过叶隙，照在身上，小小的幸福弥漫开来。在这个赣中小城，
心，安逸而恬静。

我迈着从容的步子，在中山东路17号，我又发现了一个做手
工秤的铺子。店主人陈国仁，三十多年前，进吉安市衡器厂
大集体，后来单位解散，就自己开店，目前，他是吉安市唯
一做手工秤的。

再次遇见做手工秤的`铺子，心里有点激动，陈大哥一直在坚
守着这门手艺，让我不禁敬佩。现在开店，秤都是用电子秤，
只有乡下卖菜的，还使用手工秤。他现在主要是维修这一块，
像换木杆、修吊环、修秤星、修刀口、修秤钩等。

原来秤的秤星是用水银粉做，成本高，现在都是用铅丝。他
学了六年才出师。吉安人搬家，有些讲究的人就会买个新的
手工秤，听说可以辟邪，又有称心如意的意思，所以，他用
心制作的手工秤，销路还可以。

老表们来店里，不喊他的大名，就一句“中山路做秤的”，
他觉得格外自豪。一把秤，秤的是公道和人心，一把秤，也
诠释了坚持和责任。任何有时光沉淀的老铺子，散发的芬芳



的香味，现在，都是我们最想回味的。

买了两个白糖糕，我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老街的繁荣。老街，
虽说有点破旧和嘈杂，但是，一个店铺挨着一个店铺，粗布
的幌子在风中飘扬着，就好像一幅幅乡俗画，入眼入心。

在水巷，闻着青青的竹子的香味，一个久违的篾器店，闯入
我的视线。店主人廖四九五短身材，面容黝黑，他多大年纪，
我真的猜不出。他认真编着竹篾子的时候，像个老大哩，向
我讲起他那五十多年的手艺时，又如孩子一般，一口的黄牙，
都生动地跳起舞来。

他干这一行，真可谓是老师傅。他说，早几天，电视台也来
店里采访过他。说着说着，他的节奏，就手舞足蹈了。这做
篾匠选竹子，学问大着呢，竹子不能太嫩，太嫩了不好收藏，
太老了又没有韧劲。像编晒谷垫，要厚实一点的大竹子，先
对半破开，最后一点一点对称破，清除竹节，一片竹子要分
成八层，竹片要薄，越往后面越难分。

廖师傅的篾匠店里，最拿手的是做细伢仔的竹站架，那竹站
架是六角形的，小孩在上边随便怎么站，往哪个方向都不会
倒。多少孩子，是在他做的竹站架里学会了站立和走路，多
少晒谷垫，是从他的手中，去迎接丰收的乐章，他心里一直
美着呢。

我的闺蜜云姐是下后街的老女崽哩，我来吉安这么多年，一
直没有去过下后街。在后河的盐桥附近，我问上了年纪的老
人，他们顺手一指，在他们心中，老吉安的一个个地名，就
像孩子的乳名一般，清清楚楚。

在下后街2号，我看到一个木雕店，赶紧进去。店主人李家辉
正在雕一件大型的樟木菩萨，此时，阳光从屋顶的明瓦上漏
下来，直打在菩萨身上，通体金黄。现在，他也给寺庙里做
些业务，像十八罗汉、四大天王、文殊菩萨、三世佛等都会



做。他还雕刻面具、屏风等，客户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在吉
安，开雕刻店的只有他一家，附近县里的也会找上门来。

听说高峰坡有一个卖豆浆油条的小店，生意出奇地好，那油
条，香脆可口，那豆浆，浓郁清香，最吸引人的，多少年了，
那大碗的豆浆，还是雷打不动的价，三毛钱一碗。

好奇心驱使我去寻找高峰坡，不经意间，也把蒋庆华的刻石
碑店找到了。那店铺，小小的，不仔细看，真的不显眼。

今年五十岁的蒋师傅，刻碑石做了二十年。碑石上面的字和
纹饰，都是他一锤子一锤子錾出来的。吉安有习俗，新坟要
冬至这一天才可以立碑，还要趁早，十二点前立好碑，后代
才发达。有的人不懂规矩，太阳都快下山了还没有立好碑，
是不吉利的。老坟，也要立了冬才可以立碑。刻碑石一般是
阴刻，问他这手艺，为啥一做就是二十年，他笑着说，人家
需要，我就要做，你不做，他不做，人过时了，咋办呢。

在这方面，他真是行家。他说，吉州区刻碑石有规矩，一般
在碑石的最右边刻老人的出生和卒的农历的时间，中间嵌进
去一个过世者的瓷像，下面是老人的姓名。像为母亲立碑石，
就写“先妣”，为父亲立碑石，就写“先考”，都是对离世
父母的尊称。最左边是儿孙的名字，原先，女儿一般不会刻
在上面，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了，这一点就改了。儿子先过世
了，儿媳妇改嫁了，她的名字不能落在碑石上。青原区那边
不放瓷像，男人的名字上面就刻个“日”，女人的名字上面
刻个“月”，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规矩，就是隔一条河，
规矩也不一样。

一路走，一路寻找着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对我来说，是幸运
的，我目睹着这一个个快要失传的老手艺，用相机拍摄下来，
用心记下来，若干年后，也是一帧珍贵的影像资料。

沿着赣江，我找到了大榕树，再往上走，就是热热闹闹的沿



江路了。微风轻拂着马路两旁的垂柳，葱郁的白鹭洲，如江
心的一枚绿宝石。

在沿江路甘雨亭附近，我又找到了一个制作上堂对联的小店。
主人易锦秀话语不多，但可以看出，她做事非常认真。

她说，吉安人一直都作兴挂上堂对联，一般要两米长，半米
宽。原先是用装裱好的红纸为材料，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都
是用大红的绒布来做。上堂对联包括婚联、新屋联、寿联等。
反正客户来了，要什么内容就割什么字贴上。比方说婚联和
新屋对联吧，一定要老舅公才有资格送。上拜头（接对联的
一方）姓名和辈分要写在右上方，下拜头（送对联的一方）
要写在左下方。送对联讲辈分，最高辈分的人名，写在最上
面，后面的依次按辈分类推。中国人是最讲礼仪和辈分的，
没叫到位，或者是没写到位，喝酒时，较真的长辈气得会掀
翻桌子的。落款一般是谦称，和上拜头的有对照的。在乡下，
越来越作兴挂对联，图个喜庆和吉祥，她的生意也一年比一
年好。虽说在厅堂挂对联不是很好看，但是，它吉庆、能辟
邪，还是很受欢迎的。上堂对联挂起来，好酒好菜端上来，
红红火火的日子就过起来了。

找到沿江路周为民的刊刻店，是费了一点功夫的，他的店小
得不能再小了，稍微一疏忽，就寻不到了。周师傅今年五十
四岁，是县前街乌龟井的吉安老伢仔，从吉安毛巾厂下岗后，
就开了这家小店。

他刻一个私章，只要几分钟。他说，刻章是个慢活，早先，
领工资、领汇款，全是用私章，私章就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
目前，整个吉安市只有三家刊刻店，人家找都是找上门来，
不光是吉安市的，附近县里的也会找上门来。刻章要遵循阴
阳学说的“天圆地方”，这和做人一个道理，字要在方框里
面，一般要方方正正；但四周四个角，一定要修圆，寓意一
个人内心要清正，对外界的事和物，要多留余地，做人圆润，
做事练达，千万不能有棱角，太冲动。他和他的图章，在时



光里游走着，行有流水般安静，和他聊天，似乎听出了一丝
禅意。

一阵暖风掀开老街的拐角，小铺深院里，演绎着别样的清韵
流年。我用干净的心，偶遇这些手艺人。他们默默地陪着老
街，陪着青砖灰瓦里老去的时光，陪着小城安稳祥和的今天
和明天，是吉安的幸事。

寻找手艺介绍了哪些篇二

在烦恼中寻找幸福（演讲稿）

态度决定一切，我们的生活总有烦恼。

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有欢笑，有幸福，有温馨，有甜蜜，
很多很多的，汇成了我们的五彩生活，当然，也有烦恼。人
人都想要幸福，抛弃烦恼，可是大多数人实际上却一直被烦
恼困扰着，形象的说，一直与烦恼同行，可是他们又有口号，
说要在烦恼中寻找幸福。

其实，不然，亨利·门肯说过：“人活着总是有趣的，即使
是烦恼也是有趣的。”烦恼既然是可以有趣的，那看来，即
使在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烦恼，我们的幸福还是有着落的。只
要我们能发现烦恼中的那种有趣，或许我们就能幸福了。有
人反驳，道：诗仙太白有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
愁更愁。”如此的烦恼，让诗仙抽刀断水继而举杯消愁都无
法平复，怎能说是有趣呢，怎么又能说能发现幸福呢?其实，
诗仙的愁似乎很深远，让人难以平复心中的苦闷，可是，我
们不难发现，这诗中的那一缕愁，实在不缺乏一种有趣，为
了消愁而抽刀断水，这不能说是一种有趣?或许诗仙在举杯畅
饮之时早已不为烦恼所困，他这一杯酒，或许不为消愁，只
是一种豁达的心境。继而兴尽之余赋诗一首以纪念。你的烦
恼或许真的让你很难受，但是，其实幸福就在这苦闷，这烦



恼之中，要你用心去发现，用心去寻觅。

态度决定一切，用心去寻觅幸福。

罗曼·罗兰说过：“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无俗的人，
那是莫把烦恼放在心上，免得白了少年头，莫把烦恼放在心
上，免得未老先丧生。”烦恼的事儿，或许真的很多，但是
你的态度很关键。人生就像是是漫长的旅途，在这样一段路
途上，你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会经历很多事情，你会有很多
的失去，也会有很多的收获。或许，有绝望，或许，有折磨。
但是，我们很多人经历了，但是仍然固执的走下去，为的是
什么?有的人说，为的是，自己的梦想;有的人说，为的是，
自己人生的意义;有的人说，为的是，自己一生的幸福。烦恼
很多，我们要寻找幸福。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烦恼中去寻找幸福呢?生活里，很多人面
对烦恼，在追梦的路上选择了放弃，从此总是患得患失，因
为一个小小的事情烦恼一整天，碌碌无为;有的人面对烦恼，
没有放弃，矢志不渝，坚持着为梦想奋斗，为梦想拼搏，可
是心中只有那遥远的目标，生活的琐碎和苦恼总会让他停滞
不前，他的追梦航程，历经艰辛，或许却始终到不了他的幸
福彼岸。

当然，我们不应该随便放弃，不能被烦恼打败。而且，在山
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固然很好，但是山路上的风景有怎能说
是很差的呢?虽然在寻梦的路上，我们常常被烦恼包围着，但
是我们又何尝不可换种心态去面对烦恼，小小的幸福其实就
在你身边，烦恼的时候，出来散散步，或许那烦恼就会自己
长了翅膀，不知飞到哪里去了。用一颗乐观的心在烦恼中寻
找那一份值得你快乐的幸福。态度决定一切，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

人是一种伟大的生物，知道进取，知道拼搏。我们每个人来
到我们的梦想殿堂，来到了师院。我们在此处追梦。在此处



拼搏。我们的生活很忙碌、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幸福。
我们在攀登梦想高峰的时候，会有曲折，会有艰辛。但是我
们要知道：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我们自己便是那巍峨的山峰，
在我们的面前，没有高峰是不能逾越的。当我们充满信心去
追求，去奋斗，一步步向梦想走进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小
烦恼有有什么好纠结的呢?而且，路上的点滴艰辛，路上的痛
苦波折是我们人生无穷的财富，我们还有什么抱怨的呢?我们
的生活多么幸福!

因烦恼而止步不前、半途而废，你的生活总不会幸福，因为
你缺乏发现幸福的眼睛;如果你不为烦恼所动、你坚持不懈，
你的追梦路途上一定是满是幸福，山顶的幸福离你也就是咫
尺之间!

我们怀揣一个梦想同在师院，我们共顶一片蓝天同在师院，
我们一同挥洒汗水，努力学习。在这里，我们共同追梦，我
们共同拼搏，我们一起创造辉煌。

生活的烦恼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成功的绊脚石，我们要学会在
烦恼中寻找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人，我们相信我们比任
何一座山都要高，我们没有跨不过的坎。

让我们一起努力，一同铸就我们的辉煌，一同绘出我们未来
的绚丽蓝图!抛弃烦恼，创造幸福，加油!

寻找手艺介绍了哪些篇三

曾记得，树林里的绿，眼球容不下一丝杂质。

曾记得，海面上的蓝，耳朵听不到一点声音。

向往遥远的海市蜃楼，不愿想到科学，渐渐消散时，我的心，
崩溃了一次又一次。低着头，静静地往前走，没有目的地。
风吹着头发，血液也要凝固，喜欢这种黑夜，听着蛙鸣，玩



弄一颗倒霉的星星，不小心被我捡到，忍着眼泪，送回到它
的家。

家是遥远的，到底在哪?听说家代表着幸福，从来没有见过。
划着船，一个人，孤独地守望黎明，遐想下一个可爱的夜晚。

轻轻扫拂心房上的尘埃，幽幽地，打开心中透亮的水晶盒，
一束火蓝的幸福犹如精灵般跃动，映照整个剔透世界。闪烁
着灵魂，纪念似凤凰般涅盘重生。

漠视着铺满玫瑰花的红地毯，用心灵去装载澎湃，心弦上的
焰火，我永生守候。

是那样讨厌近距离，咫尺的幸福，我不要。梦幻的象牙塔是
唯一的支点。张开五指，刺眼的光折射出天堂的模样，我独
自守望。

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
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时间的绝唱。

用挫折做笔，痛苦为墨，在一路的长途上，我们书写自己的
幸福。

请给我和我的幸福一个纯净的空间，细观尘世间一切寻常之
物;请给我和我的幸福一次蝴蝶般的飞翔，寻找有限中的无
限;请让我用歌声打动某个船夫，用网捞起那沉甸甸的咒语：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默默的注视着街道，急促的脚步声跟着时间“滴、滴”的走
着，也许忘了前些日子这儿发生的一切。可我，无助的双手
捂着脸，在幸福的光环下，我飞向了天堂。

来世，做一个幸福的人。



寻找手艺介绍了哪些篇四

绵延数百公里的四川省木里县雪域高原上，一个人牵着一匹
马驮着邮包默默行走了二十年，成为了当地老百姓心中最温
暖的形象。

二十年高中他一个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按班准时地把一
封封信件，一本本杂志，一张张报纸准确无误的送到每一个
用户手中;二十年，他一路奔波，从不叫苦叫累，战胜孤独和
困难，将党的温暖和外面世界的变化，源源不断地送到雪域
高原的村村寨寨，把党和各族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这
个人就是木里藏族自治县邮局一个普通的苗族邮递员：一个
二十年来每年330天以上独自行走在蜿蜒山路上的邮递员，一
个在雪域高原跋涉了二十六万公里，相当于走了二十一趟二
万五千里长征，绕地球赤道六圈的共产党员——王顺友。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各行
各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个劳动者的奉献，工作无高低贵贱之
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要你喜欢这个职业，并为之付出
努力，就一定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状元”。

一缕阳光让你灿烂，一丝关怀让你温暖，一片爱心使你感动
万千。

人人献出一丝爱心，世界将会变的更美好，灿烂的阳光洒满
大地，芳香的鲜花开满人间。我们应该向这些普通劳动者学
习什么呢?学习他们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学习他们追求真理
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们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们锐意进
取的优秀品格;学习他们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这些忙碌在不
同岗位的普通劳动者是时代的坐标。历史不容忘却，人民永
远铭记。记住他们，感谢他们，学习他们!

耳边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
才会永恒!”



寻找手艺介绍了哪些篇五

幸福是什么?孩子说：“幸福是有一堆玩具。”母亲说：“幸
福是家人的平安。”老人说：“幸福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幸福的定义很多，如同天上的繁星，数不胜数。但可以肯
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幸福不需要金银珠宝来装饰，朴朴素素才是真。

十四岁生日那天，父母用爱为幸福做了诠释。

那天，我高兴的回到家，准备享受父母为我准备的惊喜。可
结果大失所望，既没有气球装饰的卧室，也没有满桌丰盛的
饭菜，原来高兴的心情一下消失不见了。心里也在埋怨爸妈，
生日一年只有一次，怎么可以忘记呢?正当我牢骚满腹时，只
听见从爸妈的卧室里传出这样一段话：“十四年前，伴着家
人的喜悦，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的哭声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

看着你从一个站都站不稳的小不点，长成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我们觉得受再多的苦也是值得的。虽然我们不能让你享受最
好的生活，不能为你买你想要的东西，但我们可以把爱毫无
保留的给你，让你时时刻刻被幸福包围。

听到这儿，我早已被感动的热泪盈眶，而爸妈也捧着生日蛋
糕，满脸舒心的笑容。当爸妈说：“祝你生日快乐”这六个
字时，我感到了幸福，这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人，因为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当别人为你撑伞时，你是幸福的;当家人为你生病而着急时，
你是幸福的;当拥有许多知心朋友时，你是幸福的。幸福是无
价的，他可以是一杯牛奶，也可以是一件外套，或许只是一
个微笑，都可以感到幸福的存在。

拥有幸福，如同前进路上多了动力;拥有幸福，如同黑夜中多



了光辉;拥有幸福，如同孤单时多了依靠拥有幸福，把握今天，
成就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