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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煜介绍，在该银楼展示品里面，“五子连
科”银锁，是最具代表性的银饰。

为何？金压惊，银避邪。在我们中国，银可
以辟邪，这说法自古就有。银能“治惊悸、定心
神、安五脏、明目、坚骨、镇心”。在民间，素有给小
孩子佩戴银锁、银项圈的习俗，这样能够起到镇
魂、辟邪的作用。据悉，刚出生的小孩子娇弱，若
佩戴银饰（银锁、银镯、银项圈等）可以保护小孩
子远离那些不好的磁场。同时，佩戴银饰，还能
帮助小宝宝排出体内的胎毒。值得一提的是，和
求百家布拼百家被一样，古时，若是谁家的小娃
娃不好带，还可以问百家讨一个铜币，再用集齐
的一百个铜币定制一个小银锁给小娃娃戴着，以
百家的力量为小娃娃讨一个吉利。

“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是数千年
来，我们中国
老祖宗流传下
来的风俗。你
看银锁上的五
子连科，又名
五子登科。这
故事得提到五
代后周时期，
燕山府人窦禹

钧。他有五个儿子，全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
第，故称“五子登科”。窦禹钧活到八十二岁，无
疾而终。当朝太师冯道为他赋诗：“燕山窦十
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三字经》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
扬”。说的就是窦家父亲教子有方的故事。后
来，五子登科就成为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常出现
在金银瓷器或者建筑彩绘中，这寄托了一般人
家的望子成龙：期望孩子能像窦禹钧五子一样
获得科考成功。

以前，每个工匠打制的银锁各有不同，有云
头锁(祥云形与锁形)、莲花锁(莲花形与锁形)、鼎
锁(宝鼎形与锁形)等造型。不管什么造型，这个

“五子连科”银锁，和“连中三元”“金玉满堂”“玉
堂富贵”“福禄双全”等美好祝福，都是家长们的
拳拳爱子之心的体现。

也不知当年，带“五子连科”银锁的那个孩
子，过得如何呢？父母爱他（她）的证据，就藏在
这锁中。

老银之美，值得细细品味。它温润平和，精
美工艺的背后，因一代一代人的钟爱，才得以幸
存。如今，我们才能更深刻感受到久经岁月的
老银器，因时光洗礼，消尽火气，变得有温度，有
灵性。

五子连科藏在银饰中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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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长黄煜，“90后”，他先给记者介绍了“丹
凤”这两个字的分量和寓意。

在百年前的山城，有不少金银首饰店存在，比
如“老凤祥”“丹凤”“老丹凤”“杨庆和”……在诸多
银楼中，“丹凤银楼”以精工诚信有口皆碑。那些
工匠们叮当作响的敲打声，是市井喧嚣怎么也掩
不住的热闹和鲜活，还有精致。

大约在70年前，大环境让各银楼先后“失
踪”。前几年，由刘期波（银花丝技艺非遗传承人、
工艺美术大师）领衔，接下“丹凤”这重任，以“渝丹
凤银楼”在十八梯重生。

重庆人豪爽、坚韧、包容，也可以体现在银饰
上。抗战后期，各地来渝的人们汇聚于此，各地各
式各样的银制品风格，也融入山城。

凤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瑞鸟，是中华民族的图
腾象征之一。据《山海经》记载，雄为凤，雌为凰。
传统婚俗中，龙凤呈祥，有很美好的寓意和祝福。
而凤凰围着太阳飞翔，也有非常吉祥的寓意，此盛

景名为“ 丹凤朝
阳”。晚清民国时
期，各地大都有含
凤字的老银楼，比
如上海的凤祥，苏州的彩
凤，扬州的庆凤，常州的凤
祥恒记，宁波的九凤……而重庆，就有“丹凤”。早
些年，重庆人置办婚礼物品最是慎重。俗话说：

“大登科金榜题名，小登科洞房花烛”。老重庆本
地的婚嫁习俗，男方订婚后会请银楼或者银匠为
新娘打造金银首饰。女方也有回礼，一般会定制
银碗和银筷。

那时，重庆不仅仅有出名的银楼，还有挑着担
子的流动打银匠。他们手持“闹街”，吆喝着穿越
十八梯，走过上下半城。有需要的，就唤银匠，给
自己打银镯，或者给小孩打长命锁、银项圈等等。

如今的“渝丹凤银楼”就展出了当时打银匠的
各种工具，还有百年来的老银饰——银镯、银锁等。

丹凤重生

金、银在古代，都是贵金属，在很长的一段时
间里，银都作为货币流通。

黄煜介绍：“我们展示区里，还有银元宝。到
了现代，某些医疗仪器也用银，因为银能杀菌。时
下，科学研究也证明银对人体的好处很多：银可以
产生和释放银离子，银离子能够激发人体的能力和
免疫力。所以佩戴纯银饰品，对人体是有很多帮助

的。银器制作涵盖多种工艺技术，如锤打、錾刻、鎏
金、镶嵌、花丝等。你要不要体验一下，感受古今银
饰的魅力？”

于是，记者在现场的展示区观看了几个小时，
看到六位师傅繁忙地工作（不断有顾客提出在银
饰上刻字等要求），三位师傅为主抽空出来分工合
作，纯手工打造了这枚镶嵌银戒。

现场
一枚手工镶嵌银戒的诞生

⑤王师傅组装好后，再次用锤
子、戳刀、砂纸、电动工具轮番
处理两次，打磨出最简单的、哑
光的、低调的银托。周师傅手
工把主石装上，四个银爪按下，
稳固成功。

步 骤

①徐师傅取出一块 999 银，选
用合适的工具，手工拉成合适
的条形。

②周师傅量好主石大小，做好
戒指方形底托雏形，夹取多余
的银条，把它放到耐火砖上，用
细火渐渐软化拼接。

③待成型后，将戒指底托反复用
锤子锤一锤，用大小戳刀挫一挫，
再用 320 目的砂纸反复打磨，后
用电动工具再反复打磨平整，清
洗，再反复打磨。磨平后，银子开
始变得光亮。

④王师傅在旁边同时打磨好“四
个银爪”，量好记者的手指围，就
用备好的银条做戒圈，用镊子小
心地将“四个银爪”和戒圈与戒托
组装拼接。

刘期波的师傅，是巴蜀银艺大
师倪成玉（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大师、
南派银花丝泰斗），倪老师去
年因病离世，但她精益求精的
银花丝作品，到现在也很值得
和大家分享。图为倪老师
2003年的作品——《百鸟朝
凤》挂屏，它入围吉尼斯世界
纪录。（受访者供图）

▲现场手工打制的银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