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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艺只是吸附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道理人人都能感受，但放在身处变革时代的手艺人身上，
就多出了一份切肤之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日新月异的工业文明把社会生活的领地分割得不留
余地。科学技术以精密的工艺和惊人的功效，肆意超越手工的经验拿捏和体力消耗，与工业文明相适
应的生活方式更是无情地淘汰旧有的消费观念——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在我们平淡的一日三餐中不知不
觉地远去了！怀揣老去的手艺，立身变革的社会，无论是抱怨还是感叹，都逃不了左右为难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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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剃头匠.打豆腐.铁匠.手工造纸.皮匠.等等.这些流传百年历史的老手艺.正在民间渐渐流失.是因为现代
人快节奏的接受而不断更新?还是信息时代淹没了老手艺人们的生存空间?
2、一颗星给数十年坚持，一颗星给文字朴实，一颗星给自费东奔西跑，一颗星给感谢图片保存。缺
掉的一颗星是因为不是彩印，图片还太少，内容不够详尽，以及，怎么能没有打年糕和做爆米花的！
！！还有怎么能没有修瓷器的！！！
3、蛮好。三星半。
4、豆腐是怎样做成的~~亲切
5、5555
6、唤起童年记忆种种
7、关于老手艺的生存问题，多少也有些见仁见智。这本书我是当成摄影作品集来看的。纪实的成分
更多些。不能说作者写得不好或拍得不好，但，冲击力不够，片子的角度过平，记录得不够深刻，但
我还是佩服作者，至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于老手艺，有些我留恋，有些，如果消失了，也
不值得太过可惜，毕竟，现代化生产取代手工作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为什么一些手工产品却成为
世界顶尖奢侈品，另一些手工产品却面临生存的恐慌呢？原因就在于价值和品质。一把两块钱买的铝
壶，坏了，就坏了，扔了，换一把就是了，补它干啥？但李昌宏一把手工紫砂壶，却能传世。因为前
者在批量生产面前没有什么技术内涵，而后者，则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孤品。也许比喻并不恰当，
但老手艺不同于武术。技术和艺术，是有本质区别的。
8、僧前道后，官左民有。 老规矩是否保留？传统是否传承？任由历史的选择，还是人为的加以保护
？
9、挺好的 浓的怀旧思乡跟关于老的手工方式的生活方式消失的恐慌。文字也够好
10、　　前日去镇上书店结账 看见《留住手艺》新版 收下
　　06年夏 欢庆院子开作客栈 在那里读第一章 未竟 被另一位房客带走
　　后来寻找此书 网络价格高昂 不得
　　新版再收入两则记录
　　
　　承蒙豆友予我链接 再购入《生存恐慌 最后的老手艺》一册 可资参照阅读
　　今日拿到此书 读剃头、磨刀 图片、文字扎实而有趣味 
　　作者是美术教师 称教书匠 也是工匠 长期用图片和文字记录老手艺人
　　此书知晓者寥寥 记录老手艺人这门手艺 也老了 作者面对记录的对象 或者望入镜中
　　《留住手艺》 不是说手艺留不住 《生存恐慌》 却实在传达了作者的神伤
　　磨刀匠听说作者要记录他 第一反应是诧异 作者最后向他索要电话 他的回应是：颠沛流离 怎么会
有电话？
　　如果我们不是在纸页而是在市井与他相遇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是土地 而许多人视尘土为低贱
　　这些完成我们日常细节的人们 这些承载荣养我们之文明精微的人们 他们无颜面对世人
　　我们或者过于忙碌 我们或者过于进步 我们或者过于无度 于是日常不可见 日常不可贵 日常不可常 
人失其土 浮游彼水 以为乐海 茫茫无涯
11、有些老手艺终将被淘汰。手艺人的困境十分普遍，本来多数手艺活经济效益就不高，除非像蜡染
这类搭上了旅游热潮的大船。像路边剃头匠，等怀旧的一代顾客入古，也必烟消云散。其中大部分只
停留在某一镜头某篇尘埃满满的文字中。而目前让人真正担忧的是，一部分干了大半辈子手艺的手艺
人还得靠手艺活下去，手艺却不再被需要。
12、看着这本书，好象回到了小时候。我们曾经如此的接近，而今，它们大都已成为历史。
13、手工业的衰落是无可奈何，但记录下来仍是相当有意义的。它可以告诉我们曾经的另一种生活方
式。
14、作为学术看毫不严谨，作为掌故看毫不风雅。做研究也好写八卦也好，果然讲的是一个见多识广
。
15、作者的文字和图片都不是流光溢彩型，很朴实，很普通，也让我看得很亲近，仿佛和邻居大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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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
16、看着这些老手艺，或多或少想起了童年。在家乡也有那么多传统的手艺，现在艺人们都渐渐老去
，而年青一代却不再继承它。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只是机器时代的到了已经让这些手艺有了现代的替
代品。那些老手艺也将随着老一代人渐渐消逝，以后恐怕只能到了旅游区才会有那么几个作秀的表演
来让我们回味这些手艺
17、如果能像柳宗悦一样走遍全国，作品肯定更出色。
18、时代发展中不被大众关注的流失
19、2010-12-25 读过 标签: 图 
20、我也想做一个匠人  朴素地活着。但是还是要卷携在滚滚红尘里这样活下去。
21、一些收益却是存在的意义不是很大，发展时间不长，用处不大，收藏价值也不高，有些淘汰是必
然的结果。
22、有些东西消失了，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23、在新华书店里看到，图便宜便来卓越上瞅瞅。结果没货。谈下我个人感受，仅作参考：书的封面
设计很有味道。采用纸质也不错。但是内页装帧不甚好，排版很粗糙，而且内文部分都是不够详细。
这些是缺点。
24、世界在变，生存法则和方式也在变，我们无能无力，只有适应，才能生存。
25、古代人民留下的手艺其实是充满了智慧的，心灵手巧。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却让民间工艺越来越
没落，那些在旅游景区出现的类似手工艺往往掺杂着太多的浮躁，可是这个社会就是那么浮躁啊...矛
盾，碎碎。。
26、这本书笔法太过平实，能从中读出什么，完全取决于个人阅历。幸好里面很多手艺人都是小时候
经常看到的，所以还不至于完全没有共鸣。他们的手艺可被时代抛弃，但愿精神与情怀能得以留存下
来。
27、渐渐消失的老手艺，是一种必然，虽然伤感，但也无需遗憾。我们只需要记住它们，还有那些曾
经的手艺人。不要忘记，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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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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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的笔记-第14页

        “僧前道后，官左名右”。也就就说给和尚剃头，第一刀从前面剃下，而给道士剃头则是错哦你
头后开始，普通凡人从两边开剪，官左民右。

2、《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的笔记-第13页

        剃头师傅必备的十六般技艺，即梳（发）、编（辫）、剃（头）、刮（脸）、捏、捶、拿、掰、
按（此五种俗称按摩）、掏（耳）、剪（鼻毛）、染（发）、接（骨）、活（血）、舒（筋）、梳（
补）等，懂得人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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