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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首都机场安保公司场内车驾驶员张宝山
□通讯员 赵振龙

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记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馆长王文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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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匠人精神 传承木作智慧
□本报记者 孙艳

他专心从事木作近30年， 能
用精湛手艺让濒临消亡的木作文
物重新活起来， 至今在中国古家
具修复方面已很有名气， 却依然
不敢以木匠自居。 他就是北京文
旺阁文化传播中心董事长、 北京
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馆长王文旺，
“我只是木作行中的一员， 匠人
是手艺人的最高境界， 许多人一
辈子也不曾达到。”

自幼对木作产生兴趣

王文旺出生在河北衡水武邑
县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 在父辈
的熏陶下， 5岁就开始接触木作
活儿， 好多玩具都是他在父亲指
导下尝试用木头做的。 “再大一
些， 我就跟着父亲学做木匠活，
有时也会到别家打打下手。 父亲
见我是真喜好也有这方面天赋，
便希望我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木
匠， 还支持我跟更好的师傅学习
手艺。” 王文旺说。

其实单纯做木匠工并非王文
旺真正的追求。 之所以喜好摆弄
和尝试， 准确地说是他被传统家
具的图案、 比例尤其是它们的榫
卯结构吸引。 痴迷于传统古代家
具的王文旺希望能在大学文博类
的专业学习修复。 遗憾的是， 王
文旺没能考上大学， 踏踏实实从
小学徒开始正式学木匠活。 后来
偶然的机缘， 一位老同学希望他
能去北京华夏工艺品修理部做修
复工作。 当他走进这家工艺品商
店的仓库瞬间被震住了。 “摆满
了各式茶几、 条案、 衣柜等老旧
器物， 而且用料好、 做工精湛，
许多师傅正在修复。 见到它们，
我的手直发痒， 仿佛一下子找到
了目标。” 王文旺说。

更让他兴奋的是， 这些老师
都是行业内的高人， 他们修黄花
梨 、 紫 檀 之 类 的 家 具 各 有 绝
活 。 从那以后，王文旺开始跟着
老师学习。为了能多学东西，他什
么杂活都干。 不到两年， 王文旺
的古董家具修复手艺日趋娴熟，
成了可以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

3个月的活儿15天交工

工作时王文旺见到了大量的
古旧家具， 增长见识的同时， 他

也爱上了古代家具之外的旁枝，
比如建筑构件以及格栅及工具
等。 有心的王文旺在工作之余走
遍了北海公园 、 故宫 、 颐和园
等， 看到古建筑、 古家具就拿本
记录它们的信息、 来龙去脉。 为
了留存更鲜活的资料 ， 没有相
机， 他就都画下来。

王文旺用了一个月把北海团
城的大佛龛， 按照比例缩小到50
厘米高， 还把大佛龛里面的雕刻
和木艺一一复制下来， 这件木雕
工艺品很快就以280元的高价卖
出。 “手艺能够被大家喜欢给了
我极大的信心。” 来北京的第三
年， 王文旺自立门户独立做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一个
专做老旧家具生意的美籍华人，
对方给了他20件老家具修复的活
儿， 行内需要3个月至半年完成，
却试探着问王文旺18天能不能全
部修好。

能！ 王文旺准备拼死一搏 。
当时， 王文旺只有两个初学的小
徒弟当帮手， 除了少量粗活儿 ，
其他所有的精活儿、 细活儿都得
自己完成。 每天早上5点半开始，
一直干到夜里1点半， 除了吃饭
就没休息 ， 就这样 ， 只用了15
天， 王文旺就保质保量地修复好

这整整20件活儿。
他还清楚地记得美籍华人火

速赶来看到后又惊讶又满意的复
杂表情， 并给了他2000元的高额
酬劳， 可说是赚到的人生第一桶
金。有了之前的合作信任，美籍华
人点名要把100万元购置的古旧
家具全都交给王文旺来修， 并给
了他2万元让他筹建修复班子。从
此，王文旺组建了团队，最多时他
带过60多个徒弟。 他修复古家具
的业务越做越精， 名气也越来越
大，不少人都慕名前来。

弃商筹建木作博物馆

上世纪90年代末， 王文旺已
经小有名气，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那时开始，他开始做古家具收藏。
原来， 随着他不断深入各地收购
老旧家具， 思想慢慢有了大的改
变，“中国老百姓对木作的知识和
历史文化了解太少， 许多器物都
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却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保护。 ”

有一次他在农村一家收购旧
家具，正要付钱时，一抬眼看见这
家人正要把一个黄花梨的硬木桌
子腿当柴火烧， 赶快上前抢救一
起带回来。 这件事让王文旺非常

感慨：“这家人根本不知道这件老
家具的价值， 我也经常看到中国
的老器物被运到国外， 我又痛心
又着急， 它们体现地可是中国老
祖宗的木作智慧呀！ ”

从那之后， 王文旺决定放弃
经商， 用赚来的资金筹建木作博
物馆！从开始筹建到每一件展品，
他亲自整理、修复、布置，在这十
几年中， 一砖一瓦都融着他的心
血和汗水。如今，王文旺的木作博
物馆已初具规模， 陈列着各种中
国民间木器工艺相关的展品，收
藏品就达到了几十个门类。

坚守近30年体现匠人哲学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与文化研
究学者、 民俗景观艺术与博物馆
展陈设计专家、 古代木器修复与
收藏家、 中国修复委员会专家委
员 、 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王文旺在木作行坚守近 30
年， 已经有了许多头衔。 但提到
木匠， 王文旺却至今也不敢自称
为匠。

“‘匠’是个象形字，在古代就
是斧头的意思， 最早说的就是木
匠。古时被人称为匠，那是相当了
不得的。 ”王文旺说，古时木工在
六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称
得上木匠， 就必须要精通木作行
的全活儿， 必须会做家具， 会建
房、修理，更要会木工雕刻，还要
了解每一块木头的习性、脾气，知
道它的最佳用途。 许多人学一辈
子都不能成为一个匠。

去过木作博物馆的人一定见
到展览中呈现了古时木匠学徒的
全过程。王文旺说，这充分反映了
匠人哲学， 木匠学徒需要具有品
德、坚持、诚信、口碑，还要有精益
求精的精神，缺一不可，体现的就
是工匠精神。

未来， 王文旺希望把中国民
间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通过博物馆
的形式保存下来。 他早已列好计
划表， 要完善一个个木作的系列
展出；要建立自己的工作坊，培养
古董家具修复人才； 要进一步开
创自己的文创作品， 让人们都了
解中国的木作知识； 更要把中国
的木作文化和历史带到国外，让
更多的外国人看看中国老祖宗的
木作智慧和技术……

37岁的张宝山是首都机场安
保公司飞机监护模块的一名场内
车驾驶员， 16年里， 他一直恪守
着 “安全行车、 保障勤务、 服务
员工” 的工作信条。 由于工作成
绩突出， 张宝山多次被评为优秀
司机和优秀驾驶员。

“机场内没有指挥车辆的红
绿灯， 所有的保障作业车辆遇到
飞机滑行都要避让， 即便没有飞
机通过， 路过滑行道也要停车先
观察。” 张宝山说。

除了严格遵守场内行车交通
管理规定， 张宝山在每次出车前

都会对驾驶的场内车辆严格落实
出车前 “四查” （查机油、 查轮
胎、 查油路、 查警示灯） 车辆检
查标准， 并用 “走进机场， 集中
思想” 这句话来时刻警醒自己。
16年间， 张宝山从未出现过一起
责任原因引起的交通安全事件。

现在的首都机场每天航班起
降已经超过1500余架次， 作为负
责运送飞机监护队员的场内勤务
车司机， 张宝山与同事们曾经创
下单日行驶300余公里的记录 。
每一公里的背后， 都有他们辛勤
的付出。

在今年的 “两学一做” 活动
中， 作为共产党员， 张宝山主动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尤其是
在遇到降雨天气时， 保障之余他
都 会 主 动 把 车 辆 行 至 偏 远 的
单 独 室外值守岗 ， 请雨中的监
护队员到他驾驶的勤务车上避
雨， 为现场执勤员工提供温暖的
“移动岗亭”， 得到了执勤员工的
一致好评。

他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要准时
准点的把飞机监护队员送到指定
的机位， 才能保障进出港的航班
有人员进行监护。 但是， 在看似

宽阔的停机坪上想要准时准点将
员工送达指定的机位， 却不是件
容易的事儿。

“在机坪上开车要避让飞
机， 只要遇到飞机进港、 出港和
滑行都要停车等待， 有的时候一
等就是10分钟， 可能就会耽误运
送工作， 监护队员不能准时到达
机位对飞机实施监护， 也是无形
中的安全隐患。” 张宝山说。

为了保证能及时将员工送到
岗上， 张宝山和同事们总结多年
的机坪行车经验， 分时段对各个
区域的航班量进行划分， 避免因
为等待飞机而延迟员工的上岗时
间， 多年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因为
车 辆 的 原 因 导 致 航 班 漏 监 的
事件。

“当你手握方向盘时，就意味
着飞机和同事们的安全掌握在你
的手上，所以要格外谨慎。 ”张宝
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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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王文旺 ，1970年出生 ，

1988年开始正式拜师学艺 ，
学习雕刻手艺和木匠工艺 ，
从事古家具修复工作。 现任
北京文旺阁文化传播中心董
事长、 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
馆馆长。

荣誉：
第九、 十、 十一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优秀展示奖； 第二届山
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获得
优秀展示奖 ；2015年第四届
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获
得优秀旅游商品奖 ；2015年
北京国际设计周手作之美贸
易博览会获得传统民艺保护
最佳贡献； 第二届海南文化
产业博览会荣获优秀展示
奖；2017年被通州选为“通州
十大工匠”荣誉称号。

绝活：
自幼接触木作工艺 ，专

心从事木作已有30年， 精通
手工木工雕刻技艺， 能用精
湛手艺让濒临消亡的木作文
物重新活起来， 并且有了更
长的“生命”。

心中的工匠精神：
“匠” 字起源最早说的

就是木匠。在古时候，被人称
为匠，那是相当了不得的。正
如一个木匠学徒的过程 ，需
要具有品德、坚持、诚信、口
碑，还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缺一不可， 它所体现的就是
工匠精神。收藏，修复，整理，
展示，挖掘内在文化并弘扬，
就是我传承工匠精神义不
容辞的责任。 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能把老手艺传承下
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传承
它，爱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