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高位截瘫 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乐观磨刀人赵安昌的一天
文/本报记者 杨金涛 片/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赵师傅趴在三轮车上，还在磨剪刀赚钱，自食其力，自强不息。”8日上午，光

明街布匹市场里，永兴盛家纺老板葛永青女士告诉记者。

“21年了，多不容易啊，现在有的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真不如他。”8日下午，

东方红布匹市场里，55岁卖纽扣的薛女士说。

在记者一天的采访中，听到最多的，是老主顾们对赵师傅的称赞。

18时20分，记者跟随赵师傅
来到位于向阳大街上的丁家包子老

店处。在吃完6个包子后，店主丁

老板给赵师傅带来的3个塑料水瓶

中倒满了白开水。“平时我回家的

路上一般都会在这里吃饭，老板人

挺好的，都给我灌满开水。”赵师

傅说。

19时30分，在寒冷的夜里，公
路上行人很少，骑了大约半个小时

后，记者和赵师傅来到了他家———

堤岭鑫源小区的一个车库内。房子
里除了水龙头，只有一张床和2个塑

料板凳。“我这些年也不是没找房
子，找房子真难啊。原先我自己联系

好一个住房，不过当房东看到我的

情况时，一下子就反悔了。”赵师傅
无奈地说，“今年10月15日，58岁的

提岭村人闫国生帮我刚租来的房
子，一个月160元房租，真是太感谢

了。”

“还是好人多啊。”20时许，在采

访结束的时候，赵师傅不禁向我们感
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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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些年照顾我的好心人

武城县郝王庄镇前玄帝庙村，赵
安昌兄妹4人，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个
哥哥，下面有个弟弟和妹妹。

“那一天我还能忘记？1989年8月
20日，我赶着驴车，拉着满满一车小
豆秸秆走在往家赶的路上。突然，一
个轮子跑偏，我就被扣在了车子底

下。经医院诊断，我腰椎被驴车压坏，

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后来就高位截瘫
了。”48岁的赵安昌说起往事时，眼睛
不禁有些湿润。

“那年二哥的儿子刚会叫爸爸。”

11月9日12时许，来德州开了6年米线

店的赵安妮(赵安昌的妹妹)告诉记

者，“这21年来，我们家人能帮就帮帮
他的忙，二哥挺不容易的。”

“虽然腿不行了，但我还有双手，

正好我们邻村有磨剪子的手艺，哥
哥、弟弟帮我改造了一辆三轮车并请
人打了一套磨剪子工具，我就开始走
村串街磨刀、磨剪子。”

21年前飞来横祸导致高位截瘫

好多店里的剪子

等着他来磨

“早上6点半我就出门了，吃了两根油条。”8

日上午9时许，在德州市光明街布匹批发市场的

胡同里，刚磨完两把剪刀的赵安昌笑着说道。

“十年了，我们店的剪子都让他来磨，磨得挺

好的，21年了，挺不容易的。”东方升布艺窗帘的

老板徐洪猛告诉记者。

在采访现场，热心的商户都围着记者，向记
者说着赵师傅生活的不易和好手艺。而赵师傅只

是平淡一笑，继续自己的工作。

“磨剪子，抢菜刀。”21年来，赵师傅吆喝着
武城特色的腔调，在布匹市场的胡同里，骑着他

那辆特殊的电动三轮车招揽着生意。

“来我店里吧，我那边还有3把剪子。”10时

许，在光明街凤凰庄家纺工作的侯先生上前说

道。随即，赵师傅轻车熟路地来到了侯先生的店

前。

插上电，电动砂轮开始运转了。赵师傅趴
在三轮车上，把剪刀用干布擦了擦，熟练地在

砂轮上打磨了起来。赵师傅告诉记者，自己刚
干这活儿的时候，也没拜师，技术不怎么样，

所以“别人5毛钱一次，我刚开始的时候3毛钱

都揽不到活。不过，邻村有户人家很会磨，有

一次，他们看到我磨后，就给我指点了一下，

慢慢地，我就越磨越好了。”在采访中，赵师傅
不时地向记者诉说着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和
事。

磨剪子要精细

要给人家磨好

10时30分，赵师傅的手机铃声响了，“该
喝水了。这是我定的闹钟。自从下肢瘫痪后，

医生就嘱咐我要多喝水，以防膀胱结石。由于

平时一干起活来就忘了喝水，所以每隔3个小

时我就让我的闹钟提醒我一下。”赵师傅平静

地向站在一旁的记者说道。

转眼12点了，据记者在现场统计，赵师傅
从上午9时到12时3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休息

过，共磨了七把剪子一把刀，磨一把剪子平均

花15分钟。“磨剪子要精细，磨就要给人家磨

好。”赵师傅认真地说。

“赵师傅，该吃中午饭了。”此时又冷又

饿的记者在一旁提醒，“这个饭点，正是人多

的时候，我去了会给人家添麻烦的，还是待会

儿人少的时候我再去吃吧。”赵师傅边说边开

动三轮车继续沿街吆喝起来：“磨剪子，抢菜

刀……”

13时22分，赵师傅在磨完三把剪刀和一把
菜刀后，才想起吃饭。“老板，来点热乎的，

白菜炖豆腐加两个小馒头。”在一个胡同里的

小吃摊前，赵师傅买了饭菜。“由于身体问
题，我不能多吃。”赵师傅无奈地说道。

在短暂休息之后，14时30分，赵师傅又来

到位于东方红路上的东方红布匹市场，“夏天

犯困的时候，手里拿着剪子就能睡着，为此我
准备了清凉油来提神。现在冬天中午就不困

了。”赵师傅说道，2005年以前长青街、天衢

路等七八处服装市场用剪子比较多，不过现在

“剪子窝”也只有这两处布匹市场了。

17时55分，天黑了，布匹店铺都开始关门

了。在富豪布行店门前，赵师傅打开三轮车上

的车灯，在微弱的灯光下，用了35分钟耐心地

磨完最后两把剪刀。“我都把钝了的剪刀留给
他，让他磨。赵师傅人挺实在，磨得又好，价
格上我们从不讨价还价，我们也信得过。为
此，我昨天买了把新剪子先用着，特意等他来

磨这两把旧剪子。”做了十多年布匹生意的富
豪布行店主李洪艳告诉记者。 午饭很简单。 趴在三轮车上磨剪刀。

赵师傅乐观豁达的笑容时常挂在脸上。

背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