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备材料：
一条银质板材、一烧杯冷水、些许

纸巾、少量硼砂、少量焊药。

准备工具：
金属板、火枪、石棉瓦、镊子、胶

锤、木槌、带字符的錾子，剪钳、戒指

棒、助焊夹、锉刀、砂纸。

“嘣——”只见火枪吐出火舌，高温下的

素银条渐渐泛白，又一场银饰制作秀“开演”

了……

杨雨婷熟练地将银条浸入冷水中，银条

表面闪烁着水珠。“砰砰砰砰”锤子有节奏地

落在银条上，敲平、刻字、窝圈、裁剪，助熔剂

在接口处“缝合”缺口，银条炼成一只银圈。

“沙沙”声中，锉刀一下一下温柔了倒角，银

圈在砂纸上“哗哗”来回摩擦，在飞速转动的

抛光机下银圈铮亮起来。

杨雨婷心无旁骛地端坐在金工桌前，一

枚刻字银质素圈戒指在杨雨婷灵巧的手下

诞生，让人好生羡慕。

机器轰隆作响的时代，人类的双手得到了

解放，快节奏生活已成为人们的常态。在北京

朝阳区一座优雅的复古红砖建筑内，时时回荡

着错落有致的落锤声和金属碰撞声。杨雨婷

同一群喜欢金工手作的朋友们经常在这里构

思和打磨作品，看金银铜铁从板材变成饰品，

享受手艺带来的那份宁静和喜乐。

金工作品见证生活

“手作和日记、照片、绘画一样，都是记

录生活的方式。”杨雨婷说，每一件手作作品

都是她生活的见证。

杨雨婷给记者展示了一套名为“盒子”

的金工饰品，这套作品的灵感来自她的大学

同学，是“对大学生活微小而郑重的留恋”。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就像这一个个单独

的盒子。当时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很独特的，

但这种独特也是需要深入了解才能知晓，好

比如果不打开盒子，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内

部的构造。例如这个，打开盒子后看到的是

一根根锋利的银针，就像一个性格尖锐的人；

而另一个盒子的内部，是珐琅烧制的万花筒，

就像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杨雨婷说。

金工手作同时也是杨雨婷最中意的感

情传达媒介和表达出口。杨雨婷会根据朋

友的性格、爱好等为他们设计礼物，敲进心

意，刻入感情。

开心时，在图纸上涂涂画画寻找灵感；

难过时，在敲击、打磨中让自己平静下来，偶

尔漫无目的手作，也能收获惊喜，邂逅偶然

的美。“我想，我的生活离不开金工手作”。

把心铸进一敲一锤中

杨雨婷平时也会给学员开设金工手作

体验课程，零基础的学员经常会担心自己做

得不好。

什么是好作品？在杨雨婷看来，所谓

“好”的作品，不是因为它用了多少技巧或者

有多了不起的灵感，它们可以不完美，可以

有瑕疵，但只要是自己动手的，用心匠造的，

就是有故事、有生命力的作品，能够纪念和

见证自己的经历就是“好”作品。

杨雨婷说，金工手作的制作过程虽然不

算太复杂，但是每一步都需要“专注”。坐在

手作台的那一刻起，就好像建起了和外界的

“结界”，好像时间和空间都不再具有约束力，

你的心、头脑、眼睛和手集中在作品之上。

推、敲、锤、刻、折、捏、划、剪……每一个

动作，每一个步骤，也都在反复打磨你的内

心。

作品不仅融入了手作者的心思和想法，

如果手作人有偷懒的行为，作品也会毫不客

气地反映出来。想要打造出理想手作，“一

点儿懒都偷不得”。

“所以我知道了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

每一步都需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去做，每

一步的投入都可以在作品中看到意义。多

年的手作经历，培养了我的专注，对很多事

情也都更有耐心了。”

未来，杨雨婷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金

工手作，它不仅是冰冷的金属，更是一种自

我 表 达 的 途 径 ，它 也 塑 造 着 手 作 人 的 品

格。同时，她希望手作物品能获得更多的

尊重。因为，正如她所说，每一件手作之

物，都敲入了手作者的灵感，也刻进了手作

者的心血。

杨雨婷：敲出金银铜铁的“歌声”
文·实习生 杨枝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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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家

杨雨婷杨雨婷

第三步：
用胶锤敲击板材的正面、反面和

侧面直至平整。

第一步：
将板材平放在石棉瓦上，用火枪

来回加热直至表面泛白。

第二步：
将加热后的板材放入冷水中，5

秒后取出用纸巾擦干，放置在金属

板上。

■技术活

敲一枚戒指敲一枚戒指
圈住永恒圈住永恒

第四步：
将錾子上的字符对齐贴紧板材，

用木锤敲打錾子刻字，之后将板材再

次退火和冷却。

第五步：
将板材紧紧地绕在戒指棒上，剪

掉多余的部分，在焊接缝涂上硼砂，用

火枪均匀加热板材，硼砂水干后，在焊

接缝上加入一片焊药，加热焊药至其

熔化流进焊接缝，停止加热，浸入冷水

再取出，戒指初具雏形。

第六步：
用锉刀打磨多余焊药，素圈套入

戒指棒中，用胶锤轻轻敲击，反向多次

敲击，使戒指圈的圆形更加完满。用

粗砂纸打磨明显的锉痕、划痕、坑点，

再用细砂纸提高素圈的亮度。

（杨雨婷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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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尽力保留的那

点残忍，在《我们诞生在中国》上映后，引发

了愈演愈烈的争议。

甚至，在很多次导演见面会上，他总

是被问到，雪豹达娃死了吗，它的孩子怎

么样了？

雪豹达娃是《我们诞生在中国》所塑造

的主要角色之一。这是中国第一部自然电

影，由陆川执导，迪士尼跨国团队制作。五

个摄制组，拍了十六个月；从杀青起，又整整

剪了一年，它最终讲述出以大熊猫、金丝猴

和雪豹这三种中国特有珍稀动物为主角的

“轮回故事”。

迪士尼希望它是一部“合家欢”电影，而

电影的整体基调也确实如此。温馨、美好。

但雪豹一家的命运，却堪称悲情：母亲“达

娃”在饥饿中向牦牛群发起攻击，血战之后，

在冰雪中死去。

拍着什么算什么
拍着什么剪什么

陆川再三强调，这不是一部纪录片，它

的所有情节，都诞生于剪辑台。

“五个摄影分队将自己消失在中国的崇

山峻岭中；消失在茫茫戈壁上；消失在仅仅

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荒野里……他们是摄

影师，更像是执着的影像捕手。”这些影像捕

手带来了总时长 350个小时的素材。

陆川说，制作电影的过程，仿佛一场接

力马拉松。摄影师交上素材，导演要在剪辑

台上，用蒙太奇手法，赋予素材意义。

说白了就是，拍着什么算什么，拍着什

么剪什么。

“‘诞生’这部电影，不是盯着某一只动

物一拍到底。我们用了很多不同个体的素

材，去构成一个故事。”陆川出身学院派，他

对任何试图将自然电影和纪录片混为一谈

的说法都保持警醒。他非常清楚，自己使用

了电影手段。

在腾讯电影的一次沙龙上，陆川主动

提到了雪豹达娃的命运。“如果按照纪录片

的逻辑，你问我达娃死了没有，我就必须告

诉你，达娃死了。因为在纪录片里，我给你

呈现的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故事片是故

事片。”

他愿意在电影放映到后程时，详细披露

他是如何把“完全不挨着的素材剪成一个故

事”，这恰恰是这部电影的神奇之处。

但在定位为“合家欢”的电影里出现了

动物惨死的情节，这一度被团队担忧，是否

过于暴力不适合儿童观赏。

最后，这一情节还是被保留下来了。只

是搬上银幕的打斗场面，已经大幅减少。

让自然的归自然
让电影的归电影

沉浸于电影中的观众，纠结于这个问

题——剧组有没有联系专业部门，救助达

娃留下的小雪豹？

在野外环境，母亲死亡，两只小雪

豹还没有独立捕食的能力，它们的

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但这是电影。世界动物保护

协会中国高级科学顾问孙全辉

博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影

片提供的信息太少，又经

过了剪辑，这一幕未必

是真实发生的情况。

野生动物救

助 ，复 杂

而专业。通常情况下，只要野生动物身处

一个没有受到人为干扰的环境，它们的捕

食和打斗行为，无需干预；但如果是人为因

素导致野生动物受伤，人类就必须担负起救

助的责任。

“救助野生动物的最终目的，是让它们

回归野外，让它们发挥它们本应在生态系统

中发挥的作用。如果救回一个个体，只是将

它圈养在人工环境，救助的意义就少了许

多。”孙全辉说。

其实，观众的揪心，也是因为影片刻意

展现了自然界美好的一面，对它可能存在的

残酷，只是轻轻带过。陆川说，动物捕食时，

吃相并不好看，经常吃得满身满脸是血。团

队用后期技术，将血迹一点点抹掉。“这种镜

头必须要慎重，不能让孩子受刺激了。”

不过，电影确实成功唤起了观众对动物

的关注，否则也不会有他们对雪豹幼崽命运

的不断追问。孙全辉说，野生动物的家就是

在野外，对大多数野生动物而言，最好的保

护，就是远离它们。

影片可以幽默
但现实依旧残酷

展现出一个美好的大自然，也是迪士尼

的要求。

迪士尼说，“要幽默”。拍过《可可西里》

的陆川，一开始“内心是拒绝的”，他很疑惑，

“这要怎么幽默呢？”

看了几百个小时的野生动物素材，抛却

预设立场，陆川发现，大多数时候，野生动物

的状态是安逸的，它们在享受生命，而非一

直在对抗苦难。

“雪豹三四天没吃东西了，但当它的孩

子过去咬它耳朵时，它还是很享受。”这些镜

头，触动了陆川。他开玩笑说，如果熊猫和

金丝猴是生活在“副国级环境”，那么雪豹就

是生活在高寒的“屌丝环境”，但它们依然诠

释着生命的顽强和幸福。

如果让导演硬讲笑话，是讲不出来的。

陆川说，把抗拒的栏杆放下来后，他找到了

野生动物的快乐。“如果说，《可可西里》是在

人身上看到了‘兽性’；那么，《我们诞生在中

国》是在动物身上看到了‘人性’。”

那些幽默所遮蔽的，就是中国野生动物

身处的现实。

世界自然基金会 2015 年的一份报告显

示，中国的陆生脊椎动物数量在过去 40年中

减少了一半。

“电影里的物种，或多或少都面临生存

问题。比如雪豹，因为气候变化，雪线上

升 ，他 们 的 栖 息 地 也 在 缩 小 ，食 物 不 足 。

当然，一部电影，无法涵盖所有主题。”孙

全辉说。

被这部影片选中的动物，是中国庞大野

生动物种群中很少的一部分。或者因为漂

亮，或者因为具有象征意义，或者因为“萌”，

它们比其它保护动物，收获了更多关注。

然而，还有大量默默无闻的物种，同样

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样

挣扎于生存困境。孙全辉说，影片中那被尽

力保留的残忍情节，至少给观众提供了一个

反思的契机。

（图片来自网络）

■链接

陆川希望素材
捐给科研机构

《我 们 诞 生 在 中 国》的 最 终 成 片 只 有

不到一个半小时，而拍摄的素材，是 350 个

小时。

在腾讯电影的沙龙上，陆川表示，这些

剪余片都完整地保存在迪士尼总部。“我们

手头有最为完整的雪豹影像资料。我们在

想，这些素材最好是能向图书馆和学校开

放，或者捐给科研工作者。”雪豹对峙，雪豹

争斗，雪豹向家养牦牛群发起攻击……这些

珍贵的素材，或许在科研工作者手里，能被

挖掘出更大的价值。

《《我们诞生在中国我们诞生在中国》：》：
爱它爱它，，就请就请““远离远离””它它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手作金工不仅是冰冷
的金属，更是一种自我表
达的途径，它也塑造着手
作人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