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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坦路 26 号陈师傅的夫妻打铁店就是

老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老话说：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繁华的现代都市，已经很

难寻觅到打铁人的踪影。

而在陈旭华夫妻小小的打铁店里，生意

却红红火火。每天清晨，他的店里就会传出

“叮叮当当”的声音，回响在清幽的老街上。

“现在整个镇上只有我们一家打铁店了，

忙都忙不过来啊。”50 岁出头的陈旭华两鬓

已经有些斑白。听他介绍，他们的打铁技艺

是祖传的。他们的爷爷辈从永康来到曹宅，

打铁店已经传了三代。

说话间，他从熊熊炭火中夹出烧得通红

的铁条，放在铁墩上。妻子张雪梅马上抡起

铁锤叮叮当当一阵猛敲，火光映照得他们脸

色彤红。

40多岁的张雪梅并不显老，穿着也不像一

般苦力人，工作时还戴着项链、耳环，穿着小高

跟皮靴，然而似乎并不影响她打铁的力度。

“以前打铁是个吃香的行当，打铁铺很

多。一条街上有好多家铁店。”陈旭华说，后

来机械化以后，手工打铁生意逐渐式微了，很

多店都关了门，只有他们坚持了下来，现在偌

大的曹宅镇只有他们夫妻还坚守着这家打铁

店。

因为手艺过硬，周边很多人都会赶来买

他的铁具。

“菜刀啊，农具啊，需求还是挺大的。”陈

旭华说，打铁确实是一项苦活累活，然而每次

听到顾客夸奖他们的手艺好，就给了他们继

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然而老陈夫妻也知道，这项辛苦活，以后

怕没人继承了。“孩子们都不愿意干这行了，

这手艺也就传到我们手里为止了。”老陈感叹

道，想到手艺没人继承，他还是觉得很可惜。

曹宅老街独特风景
夫唱妇随忙打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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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东区曹宅镇，古称坦溪，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清末属东震乡，明时属大佛乡、曹宅乡，

1992年合并为曹宅镇，是原金华县四大重镇之一。

2000年，曹宅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

曹宅的传统街道拱坦路，全长600米，因其像一根扁担贯穿全镇，挑起东、西两溪而得名。

拱坦路上，黑白的街巷和老房子背后，还保留着浓浓的市井气息，许多已经逝去的老手艺

也在这里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