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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獻整理 

臺 灣 清 領時 期 的 金屬 鍛 造 師 --吳 子 光 〈公 冶 子 小傳 〉 考 釋
＊

 

顧敏耀
＊ ＊  

【作者】  

吳子光（1819～1883），字芸閣，號鐵梅老人，生於中國廣東嘉應州

（今梅州市），1842 年來臺定居淡水廳苗栗堡銅鑼灣（今苗栗銅鑼），築「雙

峰草堂」，課徒為生。1848 年補臺灣府學廩生，1865 年中舉。1870 年協

助編修《淡水廳志》。1877 年應聘主講文英書院（位於今臺中神岡），門

下桃李爭妍，傑出弟子有丘逢甲等。著有《一肚皮集》、《小草拾遺》、《三

長贅筆》、《經餘雜錄》、《芸閣山人集》等。其詩作散佚不少，目前僅存約

八十首，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方面，因其博覽群籍，行文之際，頗好

使用典故，同時也表現出開放的心胸、寬廣的眼界以及進步的思想等特

質，是臺灣清領時期頗具代表性的在地作家。  

【 提 要 】  

本 文 選 自 《 吳 子 光 全 書 》 中 的 《 一 肚 皮 集‧卷 五‧傳 》， 亦 見 於 《 全

臺 文‧第 十 冊 》、《 臺 灣 古 典 散 文 選 讀 》。  

全 篇 可 分 為 三 段，意 脈 連 貫，且 頗 有 波 瀾 起 伏 之 勢、映 襯 對 比 之 妙。

既 云 呂 亞 錦 為「 巧 人 」，卻 又 緊 接 著 說 他「 貌 古 而 口 訥 」，外 貌 與 言 行 都 極

為 樸 拙，與 其 精 巧 之 手 藝 正 好 成 為 反 比。繼 而 突 然 冒 出 妒 能 之 同 學，呂 亞

錦 似 將 為 其 陰 謀 詭 計 所 害，結 果 卻 又 反 而 正 好 凸 顯 傳 主 手 藝 之 過 人。若 屬

身 邊 親 朋 好 友 之 讚 嘆，猶 恐 有 私 人 感 情 之 成 分，連 原 本 不 懷 好 意 的 人 都 啞

口 無 言 ， 才 更 顯 其 不 同 凡 響 。  

文 意 至 此 似 已 由 低 伏 而 昂 揚，然 作 者 又 再 次 抑 之，云 其 鍛 造 之 時「 兀

兀 踞 罏 坐，形 如 木 雕 泥 塑 」云 云，彷 彿 又 回 復 首 段 古 拙 之 態， 然 而，「 焦

銅 毒 銕，大 冶 斥 為 不 祥 之 金 者，一 經 其 手，以 鍛 以 煉，曲 曲 惟 其 意 所 欲 為

而 莫 伊 梗 得 」，大 冶 皆 束 手 無 策 者，在 呂 亞 錦 則 迎 刃 而 解，相 較 之 下，呂

亞 錦 手 藝 之 卓 然 超 越「 大 冶 」之 上，乃 不 言 自 明，無 庸 贅 述，氣 勢 也 再 次

拔 地 而 起 。  

田 啟 文《 臺 灣 古 典 散 文 選 讀 》賞 析 有 云：「 這 篇 文 章 對 於 人 物 的 描 寫，

                                                       
＊ 承蒙本刊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深感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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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了 靜 態 描 寫 與 動 態 描 寫 二 類。第 一 段 針 對 呂 亞 錦 的 外 型、性 格 及 口 吃

習 慣 作 介 紹 ， 屬 於 靜 態 描 寫 。 至 於 第 二 段 談 到 呂 亞 錦 打 鐵 時 的 動 作 及 表

情，這 是 動 態 描 寫。藉 由 兩 種 描 寫 方 式 的 交 融 運 用，可 以 讓 讀 者 對 於 呂 亞

錦 的 認 知 ， 產 生 較 完 整 的 概 念 。 」 1誠 然 如 是 。  

作 者 由 呂 亞 錦 而 聯 想 到 古 代 典 籍《 越 絕 書 》對 於 歐 冶 子 的 記 載：「 當

造 此 劍 之 時，赤 堇 之 山，破 而 出 錫；若 耶 之 溪，涸 而 出 銅；雨 師 掃 灑，雷

公 擊 橐；蛟 龍 捧 鑪，天 帝 裝 炭；太 一 下 觀，天 精 下 之。歐 冶 乃 因 天 之 精 神，

悉 其 伎 巧，造 為 大 刑 三、小 刑 二。」2說 什 麼 雨 神 幫 他 打 掃，雷 公 拉 風 箱，

蛟 龍 捧 火 爐 ， 玉 皇 大 帝 來 裝 火 炭 等 等 ， 吳 子 光 認 為 這 都 是 好 事 者 鋪 張 之

詞，若 呂 亞 錦 生 活 在 古 代，有 文 學 家 幫 他 這 麼 編 造 誇 飾，說 不 定 也 講 得 跟

歐 冶 子 一 樣 神 奇。此 殆 即 作 者 為 呂 亞 錦 取 了 一 個「 公 冶 子 」稱 號 之 緣 故，

意 欲 使 其 與 「 歐 冶 子 」 分 庭 抗 禮 也 。  

末 段 則 承 接 此 意 而 再 予 發 揮 ， 由 歐 冶 子 再 講 到 另 一 位 以 鍛 造 聞 名 之

人 物，即 竹 林 七 賢 之 一 的 嵇 康，古 籍 記 載 其「 激 水 環 柳 下 」， 既 有「 泉 流

涓 涓 」，又 有「 煖 而 堪 眠 」，能 消 暑 又 能 消 寒，何 等 風 雅 別 緻。然 而，吳 子

光 卻 不 人 云 亦 云，能 夠 充 分 發 揮 其 求 真 求 實 之 精 神，認 為 這 與 歐 冶 子 的 傳

說 一 樣 有 後 人 想 像 美 化 之 成 分。並 引 佛 經 詩 偈 表 示：「 一 切 有 為 法，應 作

如 是 觀 」。所 謂「 有 為 法 」者，即 古 人 古 事 也；「 如 是 」者，即 前 文 所 云「 好

事 者 鋪 張 一 二 辭，安 知 擊 橐 裝 炭 不 附《 越 絕 書 》歐 冶 事 以 俱 傳 也 」。常 言

道：「 盡 信 書 不 如 無 書 」，吳 子 光 在 此 表 現 出 來 的 懷 疑 精 神 與 邏 輯 思 辯，頗

值 得 吾 人 效 法 。  

連 橫《 臺 灣 通 史‧工 藝 志 》有 云：「 臺 灣 鑄 造 鐵 器，前 由 地 方 官 舉 充，

藩 司 給 照 。 通 臺 凡 二 十 有 七 家 ， 謂 之 『 鑄 戶 』。 所 鑄 之 器 ， 多 屬 鍋 、 鼎 、

犁、鋤，禁 造 兵，慮 藉 寇 也。同 治 十 三 年，欽 差 大 臣 沈 葆 楨 奏 請 解 禁。然

鑄 造 小 刀 者，各 地 俱 有，唯 淡 水 之 士 林 最 佳。又 臺 灣 產 金，故 婦 女 首 飾 多

用 金。一 簪 一 珥，極 其 精 巧。而 臺 南 所 製 銀 花，質 輕 而 白，若 牡 丹，若 薔

薇，若 荷，若 菊，莫 不 美 麗。故 西 洋 士 女 購 之，以 為 好 玩，或 以 餽 贈 也。」

3縱 然 有 如 許 高 超 手 藝 ， 然 而 這 些 臺 灣 民 間 工 匠 極 少 留 名 於 史 冊 者 ， 此 與

傳 統 漢 文 化 社 會 體 系 當 中 的 工 匠 地 位 不 高 有 關 ， 吳 子 光 能 跳 脫 俗 世 眼 光

                                                       
1 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選讀》（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頁 132。 
2 袁康、吳平《越絕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頁 79-80。 
3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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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為 工 藝 匠 師 立 傳 ， 實 屬 難 能 可 貴 。  

打 鐵 業 在 早 期 臺 灣 社 會 頗 為 興 盛，因 為 包 括 剪 刀、菜 刀 等 生 活 用 具，

或 者 鐮 刀、鋤 頭、犁 頭 等 農 具，還 有 開 墾 山 林 所 需 之 斧 頭、鋸 子、柴 刀 等，

林 林 總 總，都 要 前 往 購 買，故 而 客 家 俗 諺 有 云：「 頭 換 番，二 打 鐵 」，表 示

這 是 僅 次 於 跟 原 住 民 貿 易 的 第 二 賺 錢 的 行 業 4。 不 過 ， 隨 著 技 術 的 進 步 以

及 社 會 型 態 的 轉 變，原 本「 冶 爐 橐 籥 與 錘 鑿 銼 削 」之 傳 統 打 鐵 店 鋪，只 有

少 數 繼 續 保 留 傳 承，譬 如 曾 為 李 安 打 造 電 影《 臥 虎 藏 龍 》所 需 各 種 古 代 兵

器 之 高 雄 茄 萣 「 興 達 刀 舖 」 郭 常 喜 已 經 是 為 聞 名 國 內 外 的 鑄 劍 大 師 5， 其

他 大 部 分 都 凋 零 消 失 而 只 是 留 下 相 關 地 名 如 打 鐵 街、打 鐵 巷、打 鐵 寮 等，

有 的 則 是 轉 型 經 營，譬 如 臺 北 原 本 著 名 的 打 鐵 街 為 大 同 區 的 興 城 街 一 帶 6，

現 今 則 是 五 金 材 料 批 發 零 售、機 械 電 子 零 件 加 工、鋼 材 鍛 造 訂 製、車 床、

鎔 接 等 相 關 行 業 之 聚 集 處 ， 街 道 也 保 留 著 傳 統 風 味 （ 可 參 看 文 末 附 圖 ），

吸 引 不 少 文 史 愛 好 者 前 來 踏 查 參 訪 。  

【 原 文 】  

臺彰有呂亞錦者 1，巧人 2 也，貌古而口訥 3，有周昌期風味 4。性無

他嗜 5，惟善鍛 6，其日需冶爐橐籥 7 與錘鑿銼削 8。大小錯刀 9 之類，手

製皆工雅絕倫 10，無一物借材他族 11 者，遂以良冶一家鳴 12。同學頗妬其

能，陰思毀抑之 13。迨 14 觀所造，亦噤吤不能聲云 15。  

錦之製器也，兀兀踞罏坐 16，形如木雕泥塑，耳無他聞，目無他瞬 17，

自出手眼 18 與器物爭利鈍，肫然 19 若衣服食飲之須臾不可離者，始知其

術精而心苦也。平日于器不苟作，作必竭才而後止。嘗為余作小錯刀，雖

焦銅毒銕 20，大冶斥為不祥之金者 21，一經其手，以鍛以煉 22，曲曲 23 惟

其意所欲為而莫伊梗 24。得好事者鋪張一二辭 25，安知擊橐裝炭不附《越

絕書》歐冶事以俱傳也 26？  

故余屢戲之 27，謂：「昔嵇康鍛于柳下 28，今子鍛于竹間，得心應手，

幾與古人雁鶩行 29 矣。然嵇氏激水環柳下 30，泉流涓涓 31，可以鑑 32，可

                                                       
4 蘇芬媛、陳泳翰《鄉音，聽見臺灣的心跳》（南投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12），頁 99。 
5 包希勝〈李慕白配劍 來自興達港：郭常喜打造「臥虎藏龍」片中兵器 個人收藏、創

作聲名遠播〉，《聯合報》，2001 年 5 月 12 日，第 17 版。 
6 現今我國駐日大使謝長廷（1946～）即出身於此打鐵街一帶，可參考郭瓊俐《打鐵街

少年：謝長廷的故事》，臺北：布克文化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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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濯 33，則于消夏宜 34。嵇康鍛竈已 35，煖而堪眠 36，雖午橋庄燠館 37，

莫之能過 38，則于消寒 39 宜。吾不敢薄 40 今愛古，古人總有不可及者在。

一切有為法，應作如是觀 41 矣。」公冶子以為然否？  

【 考 釋 】  

1.〔 臺 彰 有 呂 亞 錦 者 〕：臺 彰，臺 灣 府 彰 化 縣。呂 亞 錦，其 名 應 為「 阿 錦 」，

只 是 為 了 較 為 文 雅，故 改「 阿 」為「 亞 」，兩 字 於 客 語 或 臺 語 讀 音 皆 為

〔 a〕。 吳 子 光 來 臺 居 住 的 彰 化 縣 三 角 莊 （ 今 臺 中 神 岡 三 角 里 ） 為 呂 氏 聚

居 之 地，「 地 名 據 說 初 作『 三 閣 仔 』，係 出 自 客 籍 移 民 之 稱 呼。其 由 來 即

初 有 呂 姓 移 民，在 此 築 三 座 住 宅，因 以 稱。乾 隆 三 十 六 年 福 建 省 漳 州 府

詔 安 縣 人 呂 祥 省 率 眷 來 臺，初 居 今 潭 子 鄉 瓦 磘 莊（ 瓦 磘 村 ），後 入 墾 於

此，為 呂 氏 開 基 祖。至 乾 隆 五 十 五 年，續 有 族 人 呂 蕃 煥、呂 蕃 傳 兄 弟 從

樸 仔 籬 遷 入，後 蔚 為 地 方 望 族，同 治 三 年 再 有 呂 潮 赤 兄 弟 之 移 居 三 角 仔

西 畔。」（ 洪 敏 麟《 臺 灣 舊 地 名 之 沿 革‧第 二 冊‧下 》，臺 中：臺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 1984， 頁 88） 本 文 傳 主 「 呂 亞 錦 」 可 能 也 是 出 身 三 角 莊 呂

家 ， 為 筱 雲 山 莊 呂 炳 南 之 宗 親 。  

2.〔 巧 人 〕： 雙 手 靈 巧 的 人 。  

3.〔 貌 古 而 口 訥 〕： 古 ， 質 樸 。 訥 ， 音ㄋㄚˋ， 言 語 遲 鈍 。  

4.〔 周 昌 期 風 味 〕：指 像 周 昌 一 樣 講 話 口 吃 ， 典 出《 史 記‧張 丞 相 列 傳 》。

期 ， 期 期 艾 艾 ， 指 口 吃 、 結 巴 。  

5.〔 嗜 〕： 嗜 好 、 喜 好 。  

6.〔 鍛 〕： 將 金 屬 放 入 火 中 燒 紅 ， 再 用 鐵 錘 搥 打 。  

7.〔 冶 爐 橐 籥 〕：冶 爐，打 鐵 的 火 爐。橐 籥，音ㄊㄨㄛˊ ㄩㄝˋ，古 代 冶

煉 時 用 來 鼓 風 吹 火 的 裝 置 ， 或 稱 「 風 箱 」， 臺 語 稱 「 風 鼓 」。  

8.〔 錘 鑿 銼 削 〕：錘，用 鐵 鎚 敲 打。鑿，鑽 孔 雕 刻。銼，用 銼 刀 打 磨。削，

削 銳 。 此 皆 製 作 金 屬 器 具 的 幾 種 手 法 。  

9.〔 錯 刀 〕： 一 般 是 指 以 黃 金 裝 飾 刀 環 之 佩 刀 ， 此 處 可 能 是 指 剪 刀 （ 兩 股

刀 刃 交 錯 ， 故 稱 ）， 唐 人 亦 有 詩 句 云 ：「 錯 刀 閑 剪 泥 金 衫 」。  

10.〔工雅絕倫〕：工，精緻、巧妙。雅，美好。絕倫，超越群倫、難以相比。 

11.〔 他 族 〕： 指 他 人 。  

12.〔 遂 以 良 冶 一 家 鳴 〕：遂，於 是。良 冶，優 秀 的 鐵 匠。一 家，指 成 為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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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鳴 ， 出 名 。  

13.〔 陰 思 毀 抑 之 〕： 陰 ， 私 下 。 毀 ， 毀 謗 。 抑 ， 壓 抑 。  

14.〔 迨 〕： 音ㄉㄞˋ， 等 到 。  

15.〔 噤 吤 不 能 聲 云 〕： 噤 吤 ， 音ㄐㄧㄣˋ  ㄒㄧㄝˋ， 同 「 噤 齘 」， 閉 口

不 言 。 吤 ， 同 「 齘 」， 上 下 牙 齒 互 相 摩 擦 。  

16.〔 兀 兀 踞 罏 坐 〕： 兀 兀 ， 靜 止 的 樣 子 。 踞 ， 倚 、 靠 。 罏 ， 通 「 爐 」。  

17.〔 瞬 〕： 眨 眼 。  

18.〔 手 眼 〕： 手 藝 與 眼 力 ， 亦 可 泛 指 本 領 、 才 能 。  

19.〔 肫 然 〕： 誠 摯 專 注 的 樣 子 。 肫 ， 音ㄓㄨㄣ， 誠 懇 、 真 摯 。  

20.〔 焦 銅 毒 銕 〕：燒 焦 的 銅 與 有 毒 的 鐵，形 容 很 劣 質 的 銅、鐵 原 料。銕，

「 鐵 」 之 異 體 字 。  

21.〔 大 冶 斥 為 不 祥 之 金 者 〕：大 冶，技 術 高 超 的 冶 煉 工 匠。不 祥，不 吉 利。

語 本《 莊 子‧大 宗 師 》：「 今 之 大 冶 鑄 金，金 踴 躍 曰：『 我 且 必 為 鏌 鋣 ！ 』

大 冶 必 以 為 不 祥 之 金 。 」  

22.〔 以 鍛 以 煉 〕：鍛，原 文 偏 旁 從「 火 」，乃 異 體 字，改 之。煉，通「 鍊 」，

用 火 燒 或 高 溫 加 熱 等 方 法 ， 使 物 質 變 得 純 淨 、 堅 韌 或 濃 縮 。  

23.〔 曲 曲 〕： 彎 曲 的 樣 子 。  

24.〔 莫 伊 梗 〕： 沒 有 阻 礙 。  

25.〔 得 好 事 者 鋪 張 一 二 辭 〕：好 事 者，即「 好 事 之 徒 」，喜 歡 多 事、道 聽 途

說 、 加 油 添 醋 的 人 。 鋪 張 ， 誇 張 渲 染 。 一 二 辭 ， 一 兩 句 話 。  

26.〔 安 知 擊 橐 裝 炭 不 附《 越 絕 書 》歐 冶 事 以 俱 傳 也 〕：安，怎 麼。擊 橐 裝

炭，鼓 動 風 箱，添 加 碳 火。橐，音ㄊㄨㄛˊ，打 鐵 所 使 用 的 風 箱。附，

依 傍、隨 著。《 越 絕 書 》，漢 朝 袁 康、吳 平 撰，記 載 越 國 史 事。歐 冶，即

「 歐 冶 子 」， 春 秋 時 期 著 名 的 鑄 劍 師 。  

27.〔 屢 戲 之 〕： 屢 ， 常 常 。 戲 ， 戲 弄 、 開 玩 笑 。  

28.〔 昔 嵇 康 鍛 于 柳 下 〕：嵇 康（ 224～ 263），字 叔 夜，三 國 魏 譙 郡（ 今 安 徽

省 亳 縣 ） 人 。 博 學 有 奇 才 ， 官 至 中 散 大 夫 ， 故 世 稱 「 嵇 中 散 」。 好 老 、

莊 之 學 ，擅 長 詩 文。 與 山 濤、阮 籍 等 人 為 友 ，合 稱「 竹 林 七 賢 」。 著 有

〈 養 生 論 〉、〈 聲 無 哀 樂 論 〉、〈 琴 賦 〉等。《 世 說 新 語 》劉 孝 標 注 引《 文 士

傳 》曰 ：「 康 性 絕 巧 ，能 鍛 鐵。 家 有 盛 柳 樹 ，乃 激 水 以 圜 之 ，夏 天 甚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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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恆 居 其 下 傲 戲，乃 身 自 鍛。家 雖 貧，有 人 說 鍛 者，康 不 受 直。唯 親

舊 以 雞 酒 往 與 共 飲 噉 ， 清 言 而 已 。 」  

29.〔 雁 鶩 行 〕：同「 雁 行 」，形 容 如 同 雁 鳥 或 野 鴨 飛 行 時 之 平 行 並 列，意 同

「 並 駕 齊 驅 」、「 平 起 平 坐 」。 雁 ， 鵝 。 鶩 ， 音ㄨˋ， 鴨 。  

30.〔 激 水 環 柳 下 〕： 激 ， 水 勢 受 阻 而 飛 濺 ， 此 指 引 水 而 流 。 環 ， 環 繞 。  

31.〔 涓 涓 〕： 細 水 緩 流 的 樣 子 。  

32.〔 鑑 〕： 映 照 。  

33.〔 濯 〕： 音ㄓㄨㄛˊ， 洗 滌 。  

34.〔 則 于 消 夏 宜 〕： 消 夏 ， 消 除 暑 氣 。 宜 ， 適 宜 。  

35.〔 鍛 竈 已 〕： 鍛 竈 ， 在 火 爐 旁 鍛 造 。 竈 ， 同 「 灶 」。 已 ， 結 束 。  

36.〔 煖 而 堪 眠 〕： 煖 ， 同 「 暖 」。 堪 ， 可 以 、 能 夠 。  

37.〔午橋庄燠館〕：午橋庄，唐朝宰相裴度的別墅，《新唐書‧裴度傳》：「午

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  。」燠館，暖室。燠，音ㄩˋ，暖和。 

38.〔 過 〕： 超 過 、 超 越 。  

39.〔 消 寒 〕： 消 除 寒 氣 。  

40.〔 薄 〕： 輕 視 、 瞧 不 起 。  

41.〔 一 切 有 為 法，應 作 如 是 觀 〕：有 為 法，佛 教 用 語，指 一 切 因 緣 所 生 之

事 物。語 本《 金 剛 經 》：「 一 切 有 為 法，如 夢 幻 泡 影，如 露 亦 如 電，應 作

如 是 觀 。 」  

【 散 繹 】  

臺 灣 府 彰 化 縣 有 位 呂 亞 錦，是 個 雙 手 靈 巧 的 人。長 得 很 憨 厚，也 不 太

會 講 話，類 似 周 昌 口 吃 的 樣 子。他 沒 有 其 他 的 嗜 好，唯 有 擅 長 打 鐵，每 天

都 需 要 用 到 火 爐 與 風 箱，在 前 面 錘 打、鑿 洞、刮 磨、削 尖。無 論 是 大 小 支

的 剪 刀 或 是 其 他 種 類 的 鐵 器，他 親 手 做 出 來 的 都 非 常 精 緻 高 雅，沒 有 任 何

零 件 需 要 假 手 他 人，於 是 成 為 一 位 有 名 的 打 鐵 師 傅。跟 他 一 起 學 習 技 能 的

人，很 嫉 妒 他 的 才 能，暗 地 裡 想 要 毀 謗 壓 抑，等 到 看 了 他 所 鍛 造 的 物 品，

也 是 驚 訝 到 講 不 出 話 來 。  

呂 亞 錦 在 鍛 造 器 具 的 時 候，先 是 安 安 靜 靜 的 坐 在 爐 子 前，看 起 來 就 像

個 雕 像 一 樣，耳 朵 沒 有 去 聽 別 的 聲 音，眼 睛 也 不 看 別 的 事 物，繼 而 把 本 領

都 盡 全 力 施 展 開 來，好 像 要 跟 器 物 爭 誰 比 較 厲 害 那 般，非 常 專 注，就 把 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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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當 成 每 天 都 必 須 的 穿 衣 吃 飯 一 樣 ， 人 們 終 於 知 道 他 的 技 術 高 明 與 苦 心

孤 詣。平 常 不 隨 便 製 造 器 具，如 果 開 始 做，就 一 定 要 把 所 有 的 才 能 都 用 到

竭 盡 才 停 止。他 曾 經 幫 我 製 作 一 支 小 剪 刀，即 使 是 那 些 燒 焦 的 銅、有 毒 的

鐵，別 的 打 鐵 師 傅 批 評 是 不 好 的 金 屬，一 到 他 的 手，加 以 鍛 造 淬 煉 之 後，

都 可 以 任 意 彎 曲 成 他 想 要 的 樣 子，一 點 都 難 不 倒 他。如 果 有 好 事 之 徒 出 來

為 他 編 造 一 些 誇 張 的 神 話 傳 說，怎 麼 知 道 這 位 每 天 拉 風 箱、裝 火 炭 的 鐵 匠

不 會 像 《 越 絕 書 》 裡 面 的 歐 冶 子 那 般 流 傳 百 世 呢 ？  

所 以 我 常 常 會 跟 他 開 玩 笑 說：「 古 代 的 嵇 康 曾 經 在 柳 樹 下 打 鐵，現 在

你 是 在 竹 林 裡，做 得 這 麼 得 心 應 手，幾 乎 可 以 跟 古 人 平 起 平 坐 了。然 而，

嵇 康 引 水 環 繞 柳 樹，泉 水 緩 緩 而 流，可 以 在 水 面 照 鏡 子，也 可 以 在 水 裡 洗

腳，足 以 消 除 夏 天 的 暑 氣。嵇 康 鍛 造 結 束 的 時 候，就 在 溫 暖 的 火 爐 旁 睡 覺，

即 使 是 裴 度 的 午 橋 別 墅 裡 的 暖 室 也 比 不 上，冬 天 可 以 藉 此 消 除 寒 氣。我 不

敢 瞧 不 起 現 代 人 而 偏 愛 古 人，古 人 總 是 讓 人 感 覺 有 比 不 上 的 地 方。不 僅 嵇

康 鍛 鐵 一 事，其 他 所 有 的 事 物 也 都 是 如 此。」不 知 道 公 冶 子 您 覺 得 對 嗎 ？  

【 延 伸 閱 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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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圖 】 臺 北 知 名 之 打 鐵 街 （ 興 城 街 一 帶 ） 現 貌 ， 2019 年 11 月 26 日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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