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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这个和“古道马帮”一
样，曾经的茶马古道上两个人们熟
知的名词，随着历史的变迁，逐渐
沉寂。

76岁的和耀昌和他的家人，因
为始终割舍不断,曾经的那份靠古
道维生，靠打铁养家的古道情结和
马帮情结，成为博南古道上最后的
打铁人，在蜚声世界的西南丝绸之
路翻越博南山后，到达有叶榆咽
喉，有永昌犄角之称的云南历史文
化名村——杉阳，继续着一家人的
打铁营生。

今天的杉阳古镇，柏油路代替

了博南古道，汽车代替了马帮……
一切的一切，都在历史的发展中改
变着，和耀昌一家的铁匠铺，在记
忆中的马帮情节中继续坚持着，成
为博南古道上活生生的，最后的古
道影像。

和耀昌家的铁匠铺，在杉阳村
大龙井，属于家庭式的铁匠铺。
师傅、掌柜、徒弟都是一家人，从
事铁工具、铁农具、铁马具的打造
和翻新，马掌、马掌钉、马掌刀、砍
刀、镰刀、斧头、刨齿、凿子、锯片、
锄头、镐头、铁锨、钉耙、剪刀、菜
刀、锅铲、门扣、门栓等等，曾经古

道马帮时代和铁有关的物件基本
上都有。

和耀昌老人因年迈，现在主
要负责管理、接活、守店、司炉和
技术指导；72 岁的老伴王从兰负
责看柜台、批发零售和家庭日常
生活；48岁的大儿子和保毅，负责
小锤、火候、标准、定型、使用功
能；46岁的小儿子和保寿，则负责
大锤、焊接、淬火、锻打、气锤。全
家人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互敬互
爱，相敬如宾，守住的不仅仅是那
份祖业，也承载着博南古道的兴
衰变迁。

2016年9月11日，和耀昌家4
个打铁人合影。坐着的是和耀昌
和老伴王从兰，站着的是大儿子
和保毅（右一）、小儿子和保寿。

博南古道最后的铁匠
□ 陶嘉隆 文／图

2016年9月11日，乡亲来选购铁农具。传统铁制农具现在还有少量
需求。

2016年9月11日，媒体在博南古道文化采风中到和耀昌铁匠铺采访。
2017年11月11日，和耀昌的两个儿子在打制铁具。现在铁匠铺全年收入有

16000元左右，难以维系家庭生计，两个儿子平时会出外打工以添补家庭开支。

2017年11月11日，和耀昌在打平刀子。大多时候，打制铁具都是由两
个儿子完成，和耀昌偶尔会亲自上手打制工具，找找自己一生的打铁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