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用心修好每一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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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社高说，能为居民做些修修补补的事很快乐

老 艺手

○○全媒体记者 庄子莹

他是市第十五中学数学老师中“最”会跑
步的，又是市跑步达人中数学“最”好的。54
岁的王世恩已经成为市“跑友圈”中妥妥的

“马拉松达人”。由一名普通的跑步爱好者变为
业余精英选手，他用“马拉松精神”跑出了精
彩人生。

记者本以为会在跑道上见到这位“跑步能
手”，但王世恩把见面地点定在城中区步步高广
场的一家咖啡店。见面时，这位年过半百的数
学老师身着一件印有“中国马拉松大满贯”的
荧光上衣，神采奕奕。

“一开始只是想跑步锻炼身体，转换一下
心情。”王世恩说。2011年，他尝试通过跑步排
解压力，最初只能跑300米至500米，渐渐地跑
程由2公里延长到15公里……在运动过程中，
他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不再只满足于单纯的跑
步。坚持运动5年后，他开始探索更专业、更科
学的马拉松运动方式。

王世恩向记者分享了他从2016年起在手机
里记录的跑步数据。这 6 年，他一共跑了
23852.62公里，累计跑步1594次，平均跑步距
离达到14.96公里……他每隔一天会进行15公
里的马拉松训练，周末则跑上30公里，运动已
经成为他的日常习惯。

运动不仅让王世恩快乐起来，也把“马拉
松精神”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在他的影响
下，学生们也在学习之余跟着他一起跑步锻
炼，或是开展其他运动强身健体。

通过马拉松等运动，王世恩不仅锻炼了身
体，也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遇见了很多‘跑友’，我们
会不定时开展一些交流活动，探讨怎样科学地
运动、怎样跑步更节省体力等问题。”王世恩笑
着说，这是他跑步之初没有预料到的。

当王世恩一次次突破自己的运动极限时，
他开始对国内各类马拉松比赛跃跃欲试。
2016年 7月 23日，他完成了自己的首次马拉
松比赛，此后连续参加了3年中国马拉松大满
贯比赛。

此外，王世恩还积极推广本地马拉松运
动。2020年，他成为中国马拉松大满贯公益
跑团广西团、中国马拉松大满贯公益跑团广
西团柳州分团的团长，带领团队开展各项马
拉松活动。

采访结束时，王世恩神采飞扬地说：“只要
我还跑得动，我就会一直坚持跑下去。”

用“马拉松精神”
跑出精彩人生

王世恩是数学老师还是一名
马拉松业余精英选手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
对于身边的很多物件往
往是用坏了就丢，当作

“一次性”物品，比如
雨伞坏了就直接丢掉，
很少有人会拿去维修继
续使用。尽管如此，今
年已65岁的黄社高，仍
坚持每天在雅儒路一个
巷 子 口 摆 摊 ， 帮 人 修
伞 、 补 鞋 补 贴 生 活 。

“虽然挣不了多少钱，
但坚持了38年的修伞老
手艺，还是不能丢。”
黄社高如是说。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实习生 刘旭翀

“你这把伞那么破了，
丢了算了。”

“这是我奶奶给我的
伞，我不舍得丢。”

这是近日上午，在黄师
傅摊前，一名老人跟一个年
轻人的对话。

“不少来修伞的人在乎
的并不是伞的贵重，而是在
乎那份感情。”黄师傅说，
有些市民的伞已经破旧不
堪，但仍找他帮修理。

“一把伞用十几年的人

还是有的。”黄师傅说，不少
市民在他这里修同一把伞已
经三四次了，还不舍得丢，

“每一把伞都有它的故事。”
黄师傅说，伞有折叠和

全自动的，只要伞骨出问
题，就无法使用了。为此，
他准备了各式各样的伞骨来
替换。老式折叠伞的伞骨坏
了，修理起来很简单，换一
个伞骨马上就可以用了。而
自动伞的伞骨坏了，修理起
来就复杂多了，需要取出其

中的弹簧进行修理，还得拆
开整把伞。因此，为了修好
每一把伞，他还准备了各种
配件：有长有短的弹簧、各
式各样的伞柄……

“只要人家拜托我，我
就要努力修好。”黄师傅
说，虽然每天来修伞的人不
多，但他总会用心修理，

“作为老手艺人，把伞修
好，既是对伞主人的负责，
也是对自己手艺的尊重。”

2 挣钱不多却很快乐

“有人来了他就笑嘻嘻
的，我们总会被他的笑容感
染。”来修雨伞的市民刘女
士告诉记者，每次看见黄师
傅，他都是笑嘻嘻的，好像
任何时候他都很开心。

刘女士说，黄师傅每天
早上七八点就会来到雅儒路
这个巷口摆摊。这里遮阳，
还对着路口，很多来往的人
都能看到他那红红的招牌和
灿烂的笑脸。

“黄师傅不容易，年纪
那么大了还在外面工作。”
刘女士说，黄师傅在这里摆

修 理 摊 的 时 间 很
长，除了其间离开
了几个月外，这几
年，几乎每天都能
在这里见到他。

“用笑脸迎客
是习惯。”黄师傅告
诉记者，虽然每天挣的
不多，但能为居民们做些
修修补补的事，他感到很
快乐。

“黄师傅好厉害的，你
想 修 啥 ， 他 都 可 以 帮 你
修。”刘女士说，这一带居
民都对黄师傅的手艺赞叹

连连，每天都可以看到不
少 老 人 聚 在 黄 师 傅 的身
边，一边看他修伞，一边和
他聊家常。

1 坚持了38年的老手艺

一张牌子上写着修理雨
伞、皮鞋换底……一张桌子
上放着一些小工具，两张凳
子供前来修理物品的人坐着
等候或歇息，这便是黄社高
的小摊。

“以前修伞的人还多，
现在越来越少了。”黄师傅
说，他是南宁人，修伞的老
手 艺 是 跟 姐 夫 学 的 。 他
1984 年 出 师 开 始 摆 摊 修
伞。那时候，人们的生活

水平比较低，各种物资有
限，大家都养成了勤俭节
约的习惯，不管是雨伞还是
其他物件，用坏了舍不得
丢，都要找人维修。像他
这样的手艺人，在当时是
很吃香的。

“现在没什么人来修东
西了，挣不了多少钱。”黄
师傅说，之前他是在其他地
方摆摊修伞。9年前，为了
帮忙照顾孙子才来到柳州，

并坚持摆摊帮人修伞，还同
时补鞋。到如今，他已坚持
修伞 38年，修理技术早已
炉火纯青，然而靠这门手艺
挣钱却越来越难。

记者观察发现，黄师
傅在修理雨伞时，大部分
时间都不用眼睛看。甚至
给雨伞损坏部位缝线时，
他也不用看一眼，只需一
只手摸着伞骨，另一只手插
线就可以完成。

黄师傅说，谋生的手
艺，做多了自然就会了，正
所谓熟能生巧。

黄师傅摆摊修伞黄师傅摆摊修伞。。

守着修伞老手艺38年

黄师傅在聚精会神地修伞骨黄师傅在聚精会神地修伞骨。。

王世恩参加马拉松比赛王世恩参加马拉松比赛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