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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从2015年开始，京作榫卯
文化传承人刘岩松就带着学徒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展以家具
为主、建筑部件为辅等各类文
物的修缮和复制工作。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故宫现存明清家具数量为世界
之冠，其中以清代宫廷曾经使
用件为主。2018年之后，这些
藏在深宫大库的珍贵文物陆续
向社会展出。其中，不少文物
经刘岩松之手修缮、复制。

修缮、复制故宫文物之余，
作为京作榫卯艺术馆馆长的刘
岩松还长期向社会宣传推广京
作榫卯文化。近日，中国城市
报记者前往该艺术馆采访刘岩
松，了解其在故宫修缮、复制文
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
京作榫卯文化的历史发展
脉络。

不用钉子却能“百年牢”

查阅资料可见，榫卯结构
是一种将两个或多个单元构件
以穿插咬合的方式组合成一个
整体的结构形式，构件凸出的
部分叫榫头，凹进去的部分叫
榫槽或榫眼。中国传统家具的
榫卯结构是由建筑上的榫卯演
变而来，制作建筑和家具榫卯
结构的过程属于非物质文化范
畴，综合了数学、力学、美学、材
料学和哲学等学科知识，体现
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榫卯结构同样有地域文化
之差，最初，京作、苏作、广作是
中国明清古典工艺家具的主要
流派。此后，皇家把全国的能
工巧匠汇集到京城，按照皇家
思想、文化设计制造家具，最终
形成以宫廷家具为代表的用
器，即京作榫卯家具。

走进京作榫卯艺术馆，整
个展厅宛若一户传统中国人
家。书房、琴房、茶室等空间
内，一件件榫卯家具上摆放着
砚台、花瓶等物件。这些家具
中，一榫一卯，一凹一凸，无不
透着中国匠人的智慧。再结合
书画、瓶花、古琴、香具等，以静
态展览、动态展示、活态展演等
方式，全面呈现出京作榫卯家
具制作技艺的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座展柜
里，京作皇宫椅和苏作扶手灯
挂椅分别被拆解成20余个部
件，腿、角花、托泥穿销等排列
摆放，尽显精巧，引发不少赞叹
声。“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榫卯
家具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通过
各小部件巧妙组装完成。”刘岩
松说，唐宋时期中国木结构建
筑中的榫卯技术，影响着世界

建筑技术和设计思想。榫卯结
构的科学性体现在构件间的连
接不需要借助其他材料，主要
依靠木质构件本身的凸凹插接
就非常稳固。与钉铆的连接方
式相比，榫卯结构具有半固定
半活铰的优势，能够利用木材
本身的伸缩性让整个建筑更加
坚固，实现不用钉子却能“百
年牢”。

刘岩松表示，榫卯结构的

文化中还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

思维。由于榫卯结构是工匠们

取材于自然，遵循木材自身特

性，依据需求进行设计的，经过

不断演变，将人工痕迹淡化，使
得天工与人造浑然一体，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

的思想观念。榫卯结构一凹一

凸、一虚一实、相生相克，与中

国传统文化中“虚实结合”“刚

柔并济”的概念不谋而合。而

榫卯结构接合部分隐于内部，

也呈现出“大美无形、万象归

一”的审美观。榫卯结构力求

达到相互平衡、调和的状态，流

露出古人“与己和、与人和、与

天地和”的人生观。榫卯结构

的部件在安装时必须按一定顺

序来进行，从局部到整体、从无

到有、从简到难，表达了古人对

世界秩序、处事准则的追求。

文物复制与修缮挑战性大

刘岩松是如何参与到故宫
修缮、复制文物这一队列中的？

“全因一次机缘巧合。”他说。

2015年初春，一位故宫工
作人员到京作榫卯艺术馆参
观。观看过一件件精美的京作
榫卯家具后，她向馆员问起家
具的制造人是谁？得知是馆长
刘岩松后，她惊道：“这不是我5
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的专业课
老师？”

实际上，该故宫工作人员
来京作榫卯艺术馆的目的就是
想找一位能够修缮、复制文物
的工匠师，因为故宫许多雕刻
工艺品和家具文物都采用了榫
卯结构。而当该工作人员得知
艺术馆许多家具的制造工匠师
正是自己曾经的老师后，她更
加兴奋。在向刘岩松作自我介
绍并表达来意后，两人一拍即
合。于是，刘岩松就有了这段
长达9年的故宫家具文物修缮
与复制工作经历。

刚开始，刘岩松只负责故
宫部分家具文物的复制工作。
时间一久，故宫管理人员发现
刘岩松开展工作时，会先研究
文物的传统工艺结构，然后再
出维修方案并开展实验，有了
实践结果才正式开始维修文
物。刘岩松的这种工作方式和
态度获得故宫管理人员和专家
的认可。此后，刘岩松接触到
的文物品种越来越多样、年代
越来越久远，他也逐步参与到
更加复杂和专业的修缮工作
之中。

在工作中遇到过难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对乾隆花园

古华轩和旭辉庭作修缮时，刘

岩松发现不少本该镶嵌完好的
木雕因年代久远而毁坏。“没有
参照物，修缮会很困难。我们
只能通过查询各种资料来了解
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图
案特点、工艺特色、制作工具
等。”刘岩松说，此外，他还需要
不断走访相关专家学者，掌握
该文物的基本情况，再绘制修
缮方案与图纸，等专家学者们
确认后才开始选材制作部件。

修缮过程中，如何做旧氧
化也是个大问题。一次，刘岩
松团队对乾隆花园碧螺亭的天
花板梅花雕刻作修复，他们发
现新部件颜色过于鲜艳，需要
做旧氧化。但由于文物修复需
要最小限度干预原貌，所以做
旧氧化的处理难度非常大。“目
前文物修缮做旧氧化的方法很
多，有现代的也有传统的。可
要把一个崭新的梅花雕刻氧化
到跟几百年前一模一样，现代
工艺很难实现。”刘岩松说，“所
以只能采用传统的氧化工艺。”

传统的氧化工艺如何做？
刘岩松介绍称，首先要对文物
作一系列的清理，比如把文物
上原始的老灰收集并保存好。
这些老灰跟着文物一起积累了
数百年，有极强的氧化性和强
碱性，后期修缮可发挥特殊用
途。把老灰和水混合调制后，
再将新雕刻部件放入，等待一
周左右氧化好，然后再做一系

列加工。“用老灰氧化新材料，

即不伤材料又保持了几百年的
环境信息，这样的修缮方式才

是最科学合理的。”刘岩松说。

既带传承人也做新研究

长期在故宫修缮和复制文
物，使刘岩松有许多深刻的体
会和认识。他表示，故宫文物
具有“大一统”、上层和主流等
特征，特别是庭园建筑部件和
家具等，这些文物在制作工艺、
意识形态、科学和艺术等方面
具备古代皇家宫廷独有的思想
和文化特点。

对于外界传言在故宫复制
和修缮文物工作轻松、收入颇
丰一说，刘岩松笑称，自己从不
考虑报酬问题。“参与到对几百
年前的家具和庭园建筑部件修
缮和复制工作中，其过程无异
于与古代匠人交流。此外还能
沉浸在故宫的环境中了解宫廷
文化和历史，这种机会用钱换
不来。”他说。

实际上，一件文物的修缮
需要依靠大量专家、学者和工
匠共同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傅的经验可以让修缮时间
和难度大大缩减、降低，同时也
有利于预防文物在修缮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被破坏问题。

刘岩松的学徒李鑫讲述了
这么一件往事，在修复碧螺亭
的11块雕刻花板时，大家怎么
都找不到将其卸下来的方法。

“后来刘老师告诉我们，几百年
的部件之间即使没有胶，灰尘
和水汽也会形成黏性物质，所
以部件和背板连接非常牢固。”
李鑫说，“这一类看似复杂的难
题，解决方法却并不复杂，只需
要左右轻轻敲击，花板就会松
动。老师前辈的宝贵经验，在
书本里可学不到。”

目前，刘岩松做的更多的
事就是带学徒，为榫卯结构有
关行业培养后备人才。“可惜现
在愿意学习木工的年轻人不
多，我经常思考如何才能把好
的结构工艺、制作方法传承下
去。”他说。

对此，刘岩松在努力做好
榫卯文化宣传和推广的基础
上，也将目光投向现代科技。

“今天，工具的机械化和人的思
维能力都更发达，传统手艺工
匠也能以老工艺为基础，发展
顺应时代的新工艺。所以我们
正在研制数控加工技术，用科
技来传承京作家具的榫卯结构
工艺。”他说。

据悉，在刘岩松的带领下，
一种能加工榫卯结构的机器人
正投入到榫卯家具的生产制造
中。“或许之后，我们传统工匠
也能依靠这一类新型科技做好
老文物的修缮和复制工作。”
他说。

刘岩松（右）带学徒在北京故宫乾隆花园古华轩对古建家具进行测绘。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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