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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春的長沙涼爽宜人，百年老街太平街一如既往
的人頭攢動。在北街口，有一家不足5平米的

小門面，幾乎被淹沒在各類小吃店和商場中，店舖的
上方有塊牌匾，黑底黃字寫着：太平街老秤店。被大
家稱為「長沙城最後一位製秤人」的文志飛老先生哼
着小曲兒，正在有條不紊地製作着精巧的手桿秤。在
他的身後，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手工桿秤——大的有兩
米多長，立起來快頂到房樑；袖珍的長度還不足一
掌。各式桿秤琳琅滿目，安靜地掛在櫥窗中。
在店門口，擺放了一桿可以稱人的大秤，兩元人

民幣稱一次。看到遊客前來稱重，文志飛放下手中
的活計，熱情地說着 「稱心如意」的吉祥話。如
果是女生稱重，他還會稍微報輕一點點，看着她們
滿意的笑容，文志飛也樂開了花。

做秤工序繁 用料極講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店採訪時，文志飛正在為秤桿

鑲星，只見他麻利地將銅絲插入星孔，然後用小刀
將銅絲切斷，在秤桿上輕敲兩下，手法嫻熟，不大
一會，閃爍着暗芒的銅星便鑲嵌完畢。文志飛介
紹，製作一桿秤，要歷經選材、製坯、刨圓、套銅
套、包漿、鑽孔、鑲星、穿線、成秤、校碼……一
直到最後定型，共有一百五十多道工序，儘管他手
法嫻熟，一天也就能做一桿秤而已。
文志飛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桿秤更注重

性價比，選材多用油柞木，材質粗糙但成

本低廉，往往需要塗上一層黑漆。現在因大部分為
工藝收藏，材料多用檀木，紅檀居多，也會有黑
檀、紫檀。檀木質地堅硬，打磨後光澤明亮，如果
客人有更高要求，則還會使用駱駝骨、魚骨等高質
量原材料，這些原材料無論在外觀、精準度以及收
藏年限上來說，都更勝一籌。

家傳上百年 從業重道德
文志飛今年67歲了，他告訴記者，他家是製秤

世家，爺爺從民國二年開始製秤，至今已傳承上百
年。「我13歲開始學藝，15歲出師就挑着擔子走
街串巷謀生，23歲來長沙，哪裡有商販，我就往
哪裡鑽。太平街當時是商貿集中區，我手藝又過
硬，所以就在這定下來了。」50多年來，經他手
的桿秤，至少有15萬桿。
文志飛說：「在古代，秤砣代表着正義，秤桿代

表公平，而秤盤則預示着良心。」文志飛一生都在
堅守着這一古老行當的職業道德和操守——十六進
制的中國古秤，秤桿上16顆星代表南斗六星和北
斗七星，再請來福祿壽三顆星，以告誡做生意的
人不要動歪腦筋缺斤少両。「缺一両就少福，
缺二両就沒祿，缺三両的話，福祿壽都沒了，貪
一時便宜卻影響了一輩子的好命，得不償失。」

文志飛一共收
過8個徒弟，但現在都

不再製秤，有開飯店的，有
外出打工的，放棄這行的原因無

他——不掙錢。
文志飛不禁回憶起桿秤業輝煌的年代，

「生意最好的就數1995年前後，當時全國
統一將市斤改為公斤制，幾乎全城的商販
都要換秤，我店裡根本忙不過來。」當
時，文志飛帶着七八個徒弟，每天沒日沒
夜地加班，天天都要工作到凌晨。
然而好景不長，隨着電子秤的普及，桿

秤的生意便江河日下了。文志飛介紹，他
的桿秤店現在一天只能賣出去一兩把，有
時候甚至無人問津。靠着政府的扶持，文
志飛只需支付極低廉的租金，勉強在長沙
最繁華的太平街口維持着他的小店，也勉
強維持着手桿秤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
「除了藥店因為一些珍貴藥材或者致命
藥材需要細微的稱量，擔心電子秤受到干
擾，才會使用到桿秤。桿秤逐漸成了一種
工藝品，有人買了收藏。也有人效仿古時
婚禮，結婚時男方用秤桿揭開女方的紅蓋
頭，表達『公不離婆，秤不離砣』的美好

寓意。」說起這些，文志飛頗顯無奈。
文志飛介紹，當年剛到太平街時，短短兩

百米的老街上就有4家手工製秤的店舖，可
如今他已成為太平街上最後的製秤人。
夜色見晚，太平街的咖啡店、服裝店華

燈初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從桿秤店門前經
過，但駐足者寥寥，偶有主顧前來詢價，
也只是修秤或者換桿等小生意。
晚上八點不到，文志飛關上店門，朝家

中走去，在他落寞的背影後，太平古街霓
虹閃爍，人潮湧動，只是這一切熱鬧與喧
囂都與文志飛無關。

今少人問津「秤」心難如意

千百年來，

手桿秤是中國

商品流通的主要

度量工具，其製作精巧、使用便利，代代相

傳，可以稱之為華夏「國粹」。隨着時代的

發展，手工桿秤的市場越來越小，在長沙百

年老街——太平街口，製秤匠人文志飛堅守

着他的製秤老店，默默傳承着長沙手桿秤傳

統製作技藝，也傳承着中國人「天地間有桿

秤」——這一關於公平公正的傳統象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長沙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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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點較錙銖星點較錙銖 情傾良心秤情傾良心秤
長沙最後製秤人：畢生傳承古老技藝

■位於太平街的製秤老店，如今鮮有人問
津。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

■■文志飛正在製作桿文志飛正在製作桿
秤秤。。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姚進 攝攝

■■文志飛在用手工大秤為文志飛在用手工大秤為
遊客稱重遊客稱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攝

■■琳琅滿目的手桿秤琳琅滿目的手桿秤。。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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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佳木斯撫遠市的馬紅軍等三名漁民近日從
黑龍江撫遠段捕到一條鱘鰉魚，毛重1,028斤、淨
重996斤。這條罕見的大魚捕撈上來一個小時後，
便被撫遠市放流站以22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價
格收購。
漁船船主馬紅軍19日像往常一樣開船捕魚，起網
時，他跟兩位夥計往上拉網，可是三人拉了半天也
沒拉動。馬紅軍決定先將魚拖到岸邊再撈上來，因
為大魚太重了，岸邊來了十多個人幫忙才把大魚拽
上岸。

水產部門22萬收購
起初是用800斤的磅秤稱重，結果沒稱了，隨後
又換了更大的秤稱重，毛重顯示大魚重達1,028
斤、淨重996斤。馬紅軍憑借多年經驗，一眼就看
出這是條雌性鱘鰉魚，他用「探子」一看，魚腹中
滿滿的魚子。按它的體重、個頭推算，魚腹中魚子
的重量大約有200多斤。這條鱘鰉魚剛剛捕撈上一

小時，就被當地水產部門以22萬元的價格收購。據
悉，該魚將在當地水產部門進行繁育。
馬紅軍說，他今年53歲，打魚30多年，早在十
多年前，有漁民曾經捕撈過一條1,300餘斤重的鱘
鰉魚，當時賣了40多萬元。提到這條大魚，馬紅軍
難掩喜色，他說這一條魚賣的錢頂得上他兩年的收
入了。
野生鱘鰉魚能否捕撈呢？記者向當地水產專家了

解到，捕魚業是撫遠的支柱產業，合法漁民在春漁
期捕撈各種魚類都是合法的。由於捕撈上這條大鱘
鰉魚的是當地國營漁場的職工，是正式漁民，目前
也正處於捕魚期內，所以此次捕撈完全合法。
撫遠市水產技術推廣站淡水養殖工程師李國方

說，這條魚是鱘鰉魚科裡的達氏鰉魚，目前在撫遠
已經十分罕見。如果要精確核算牠的年齡，需要將
牠的胸鰭骨割下，磨成薄片，放在顯微鏡下數「年
輪」。以李國方的經驗推算，這條魚的年齡應該是
一二百歲。 ■《新晚報》

5 月 20 日是「全國母乳餵養宣傳
日」。深圳市寶安婦幼保健院舉行了
「母乳哺育，生命之根」活動，香港文
匯報記者在現場獲悉，深圳首家母乳
庫、全國第九家母乳庫目前已有480多
位愛心媽媽無償捐贈了245多萬毫升合
格的愛心母乳。捐贈母乳無償提供給新
生兒科早產兒及重症患兒使用，部分提
供給院外及其他科室有特殊需要的危重
患兒。目前母乳庫供需平衡，每年約有
1,000個早產兒或病重患兒受益。
「母乳對於早產兒來說，不僅是一

種食物，更是一種治療的藥物，可以
降低壞死性小腸炎的風險，可以促進
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的發育。」深圳
市寶安區婦幼保健院護理部主任蔡軍
紅介紹，母乳庫主要將捐贈的母乳經
過巴氏消毒，分配給由於各種原因導
致親母母乳供應不足或母親疾病影響
不能直接接受母乳餵養的嬰兒，特別

是早產兒。使用時必須由有相關執業
資格的醫師開具處方。
據了解，母乳庫建庫至今已接受了

245萬多毫升合格捐贈乳，由於捐贈乳
的使用，新生兒科的純母乳餵養率由
35%-40%提高至85%以上。值得一提
的是，共有480位媽媽捐贈母乳，個人
最大捐贈奶量為71,230毫升，個人最
多捐贈次數達77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藏女心繫故土藏女心繫故土
組團返鄉支教組團返鄉支教

黑龍江撈起逾千斤重百歲鱘鰉魚 深圳首家母乳庫 獲贈母乳245萬毫升

來自西藏山南市桑日縣絨鄉扎巴村的來自西藏山南市桑日縣絨鄉扎巴村的「「9090後後」」藏族女孩白瑪央金藏族女孩白瑪央金，，是西安交通大學是西安交通大學

宗濂書院臨床醫學專業宗濂書院臨床醫學專業1515級的一名本科生級的一名本科生。。她雖遠赴外省求學她雖遠赴外省求學，，心裡卻掛念着故土心裡卻掛念着故土，，

最大的夢想就是早日回到家鄉最大的夢想就是早日回到家鄉，，為更多人解除病痛為更多人解除病痛。。從從20162016年起年起，，白瑪央金與同學們白瑪央金與同學們

組成組成「「交大雪域女團交大雪域女團」」支教隊支教隊，，在暑期時間來到高原在暑期時間來到高原，，除了為村裡的孩除了為村裡的孩

子們補習文化知識子們補習文化知識，，同時還用自己的專業所長同時還用自己的專業所長，，為鄉親們普及醫療知為鄉親們普及醫療知

識識，，她們的身影成為扎巴村的一道獨特風景她們的身影成為扎巴村的一道獨特風景。。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李陽波 西安報道西安報道 ■■圖圖：：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十多個人十多個人
勉強把大魚勉強把大魚
拽上岸拽上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全國母乳餵養宣傳日」活動近日在
深圳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標
兵」、「交大雪域女團」創
始人白瑪央金。

據據了解了解，，扎巴村有扎巴村有200200多戶村民多戶村民，，全村全村
經濟比較落後經濟比較落後，，很多孩子在完成九年很多孩子在完成九年

義務教育後都會終止學業義務教育後都會終止學業。。為了能讓孩子為了能讓孩子
們認識到家鄉以外的世界們認識到家鄉以外的世界，，白瑪央金在白瑪央金在
外地求學的期間外地求學的期間，，每年回家都會每年回家都會輔導村裡輔導村裡
孩子的課程孩子的課程，，向他們講述外面世界的繽紛向他們講述外面世界的繽紛
多彩多彩。。

成立支教隊傳播教育成立支教隊傳播教育
20152015年寒假年寒假，，白瑪央金決定通過自己的白瑪央金決定通過自己的

努力努力，，讓更多家鄉的孩子有機會接受更好讓更多家鄉的孩子有機會接受更好
的教育的教育。。在駐村幹部支持下在駐村幹部支持下，，她結合自己她結合自己
的醫學知識的醫學知識、、求學經歷向村民們宣傳接受求學經歷向村民們宣傳接受
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回到學校後回到學校後，，她與學校她與學校77
名學生組成了第一批名學生組成了第一批「「交大雪域女團交大雪域女團」」支支
教隊教隊，，在在20162016年暑假踏上了高原年暑假踏上了高原，，通過給通過給
村裡孩子補習文化知識村裡孩子補習文化知識，，為他們打開了一為他們打開了一
扇希望的扇希望的「「窗戶窗戶」。」。

而在而在20172017年暑假年暑假，，白瑪央金積極拓寬實白瑪央金積極拓寬實
踐點踐點，，帶領支教團在桑日縣追塘壩帶領支教團在桑日縣追塘壩，，向由向由
9898戶貧困戶搬遷組成的村落展開支教和醫戶貧困戶搬遷組成的村落展開支教和醫
療知識宣傳療知識宣傳。「。「雪域女團雪域女團」」用醫學生的專用醫學生的專
業優勢業優勢，，向鄉親們普及了醫療保健知識和向鄉親們普及了醫療保健知識和
一些多發疾病的預防和基本治療方法一些多發疾病的預防和基本治療方法，，提提
高了大家的醫療意識高了大家的醫療意識，，深受村民歡迎深受村民歡迎。。

「「走出去為了更好地回來走出去為了更好地回來」」
支教兩年以來支教兩年以來，「，「雪域女團雪域女團」」獲得了西獲得了西

安交大安交大「「校園特殊貢獻獎校園特殊貢獻獎」，」，20162016及及20172017
年年「「青春公益青春公益··美麗中國美麗中國」」大學生暑期專項大學生暑期專項
社會實踐活動優秀組織團隊社會實踐活動優秀組織團隊，，以及大學生以及大學生
暑期實踐一等獎等諸多獎項暑期實踐一等獎等諸多獎項。。西安交大校西安交大校
長王樹國在收到支教團所在地村兩委和駐長王樹國在收到支教團所在地村兩委和駐
村幹部寄來的感謝信後村幹部寄來的感謝信後，，亦專門寄語亦專門寄語「「青青
年一代大有希望年一代大有希望，，願你們未來做得更好願你們未來做得更好，，
成為國家的棟樑成為國家的棟樑」。」。

對於未來對於未來，，白瑪央金有一點始終堅定不白瑪央金有一點始終堅定不
移移，，那就是回到家鄉去那就是回到家鄉去。。在她看來在她看來，，回報回報
家鄉是從小感受到的傳統家鄉是從小感受到的傳統，，每年都會有大每年都會有大
批外出求學的年輕人回到西藏批外出求學的年輕人回到西藏，，用自己的用自己的
專業技能為西藏建設事業貢獻力量專業技能為西藏建設事業貢獻力量。。大學大學
期間期間，，受西安交大西遷老教授們受西安交大西遷老教授們「「到祖國到祖國
最需要的地方幹事創業最需要的地方幹事創業」」精神的感召精神的感召，，她她
更加堅定了回到西藏的想法更加堅定了回到西藏的想法，，因此她一直因此她一直
堅守堅守「「我們走出去就是為了更好地回來我們走出去就是為了更好地回來，，
比起內地比起內地，，西藏更需要咱們西藏更需要咱們」」的信念的信念。。她她
說說，，回家鄉支教只是自己為家鄉做的一件回家鄉支教只是自己為家鄉做的一件
小事小事，，一個開始一個開始；；未來期待自己有更大的未來期待自己有更大的
力量力量，，為家鄉人民作更多的貢獻為家鄉人民作更多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亦從西安交大獲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亦從西安交大獲

悉悉，，由共青團中央由共青團中央、、全國學聯共同主辦的全國學聯共同主辦的
20172017年度尋訪年度尋訪「「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活活
動評選結果近日正式揭曉動評選結果近日正式揭曉，，白瑪央金獲評白瑪央金獲評
「「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標兵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標兵」。」。

■■「「雪域女團雪域女團」」
在當地支教在當地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