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室简介：
刘更生创新工作室成立于

2016年， 隶属于北京金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北京市龙顺
成中式家具有限公司。 工作室的
领军人物刘更生是“京作”硬木家
具第五代传承人。 工作室主要工
作内容为项目研发、 技艺传授和
文化传播。 2017年， 北京市总工
会、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
授予刘更生工作室为 “京作硬木
家具制作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2020年，工作室获评“2019年度市
级（示范性）职工创新工作室”。

———记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更生创新工作室
□本报记者 陈曦/文 万玉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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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创新工艺
皇室“烫蜡工艺”再现当代

已经有158年历史的龙顺成，
能够走到今天， 被百姓所熟知，
除了因为它的 “皇家气派” “源
自宫廷”， 更因为其制作人秉持
匠人精神与时俱进而传承至今。

据刘更生介绍，传统“京作”
硬木表面为“烫蜡工艺”，但目前
市面所制作的实木家具多数 是
喷漆工艺，皇室传统“烫蜡工艺”
已多年未见。 工作室经过细致研
讨后，决定将“烫蜡工艺”作为创
新项目的一部分去研究开发。

“传统烫蜡需要一个化蜡
池， 将固体蜡煮化后淋在家具表
面， 这样既费时也没有达到 ‘全
封闭’ 的效果， 于是我们决定使
用涂蜡后再烫蜡的方法， 用工具
将蜡烤进木材 ‘棕眼’ 里， 将起
蜡 、 抖蜡 、 压蜡等工序逐一进
行。” 刘更生十分认真地说。

“不同的季节和温度下， 川
蜡和蜂蜡表现出的性能也不太一
样。 以前的老师傅是通过经验来
进行配比， 但我们团队经过专题
立项研究 ， 配置出了最优的比
例， 既能保护家具又能使表面光
亮。” 刘更生说。

最初， 烫蜡出来的产品表面
光泽度和手感并没有喷漆的好，
显得有些粗糙， 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 ， 工作室成员尝试了多种方
法，比如抖蜡的次数、起蜡的手法
等都没有达到预期。 有位老师傅
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加大产 品
在“白茬”时的光泽度，这样烫蜡
出来的产品可能会有好的效果。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工作室
成员们开始进行产品打样。 产品
表面打磨先由3遍提升到6遍再提
升到11遍， 分别改变每个工序的
砂纸打磨型号和次数， 这看似简
单的一步，师傅们前后调整优化，
竟用了半年时间才找到“答案”。

“产品平整光滑部位可以用
砂纸打磨， 但是雕刻花活部位就
不能完整的打磨出来。为此，我们
寻遍很多市场， 也思考了很多种
办法。去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
候，了解到‘挫草’这种植物，使用
它打磨出来的家具， 细节更加生

动，不留划痕。 ”刘更生说。

在“刀尖”上下功夫
一张床面心板节省12万元

“京作” 家具多以红木为原
材料。 根据国家标准， 红木的范
围共有5属8类， 29个主要品种。
像人们比较熟悉的紫檀木类、 花
梨木类、 香枝木类都属于其中。

刘更生介绍， 近年来， 越来
越多的人发现红木的美和价值，
但 是 作 为 短 时 间 内 不 可 再 生
的 一 种资源 ， 红木的存量越来
越少， 价格也越来越贵。 有几次
工作室的研讨会上大家都提出
来： “现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倡导
绿色环保理念， 我们要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 尽可能节省这些宝贵
资源。”

“现在市场对名贵木材家具
的品相要求比较高， 但是市场上
的名贵木材少之又少， 价格昂贵
不说 ， 原木出材率越来越低 。”
刘更生皱着眉头说， “根据这一
情况 ， 我们研发出了 ‘曲木拼
接 ’ 技术 ， 尽可能减少红木浪
费。 即家具板材横向拼接时， 接
缝处随原木形状弯曲， 打破之前
木材横向拼接时的直线状态， 而
且实现了直线拼接拼缝严和花纹
纹理一致、 板材宽度一致、 木材
颜色一致等优点。”

刘更生介绍 ， 以紫檀木为
例 ， 长度为一米 ， 每使用一道
“曲木拼接” 节省下来的材料费
大致为5000元。 仅一张紫檀罗汉
床面心板所节省下来的材料费大
致为12万元。

除了 “曲木拼接”， 让刘更
生工作室团队自豪的还有他们研
发 的 “线 型 刀 具 制 作 技 法 ” 。
“现在 ， 市场上一些做 ‘京作 ’
硬木家具的， 特别随意， 外观、
线条、 雕刻好多都是错的。 为了
纠正这些情况， 企业要求工作室
对产品外观线条进行分类， 制作
一批线型刀具， 统一外观。” 刘
更生介绍。

接到这项任务以后， 刘更生
和工作室成员们一起参考了著名
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的著作， 以
及故宫家具等历史资料， 推出中
堂、 书房、 卧室、 客厅、 实用家
具， 观赏家具等6套刀具。

“这个创新项目是集设计、
研发、 制作、 试验、 投入生产于
一体的， 过程很考验人。 但是刀
具使用后， 可以从真正意义上实
现机械代替手工，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生产效率的效果， 所以再苦
再累都值得。 ”刘更生感慨道。

培养技艺传承人
用老手艺擦亮“非遗”品牌

工作室成立以来， 为国家重
大活动保障和文物保护工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 完成了宁夏回族自
治区国礼、 “平安故宫” 文物家
具修复等国家重点项目。 同时，
在金隅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
下， 龙顺成在人才培养、 制度建
设、 体系运行、 课题创新等方面
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工 作 室 积 极 依 托 龙 顺 成
“1351” 计划， 即1个非遗传承代
表人、 30个传承技艺大师、 50个
制作技艺骨干和10个管理精英团
队的梯队建设规划开展技艺传
承，以“师带徒 传帮带”的方式，
着力培养龙顺成第六代“京作”技
艺传承人， 通过鲁班学堂、 工匠
讲堂、 岗位练兵、 技能比武等形
式， 促进工作室成员整体技能的
提升。目前，创新工作室15名成员
中，有2人获得“北京工艺大师”称
号，3人曾入围“北京市大工匠”比
赛决赛，5人参加全国家具雕刻技
能竞赛获“工匠之星”铜奖。

除了在企业内部培养专业人
才， 近几年， 工作室还积极办活
动、做文创、开网店，让更多的人
认识并了解中国传统红木家具，
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工作室组织
开展了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
非遗基地文化游等30余场活动，
参观人数达千余人次；组织了“鲁
班文化节 ” “‘京作 ’ 文化节 ”
等活动，通过活动互动、文化交流
等形式，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工
作室还研制了鲁班锁 、 文房四
宝、多宝格等木质文创工艺品，以
适应年轻人追“国潮”的喜好。

“‘京作’ 硬木家具制作技
艺是金隅龙顺成的 ， 更是国家
的、 民族的， 我们得把它好好地
传承下去。” 刘更生说。

““京京作作””家家具具技技艺艺““鲁鲁班班团团队队””
刘更生指导徒弟们对椅子座面进行组装 刘更生对雕刻花纹进行检验

刘更生试装家具， 调试结构细节。

刘更生对古旧家具进行修复，徒弟们在旁边认真学习。

京城家具老店北京
金隅集团天坛家具龙顺
成，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京作” 硬木家
具制作技艺的唯一传承
单位， 北京大工匠刘更
生则是这门技艺的第五
代传承人。 如果说以前，
因为刘更生创新工作室
可以修复、 仿制明清家
具， 而且有凭家具的残
破 部 件 一 眼 断 年 代 的
“绝活” 而被圈内的人熟
知。 那么2019年， 承揽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天安门城楼木制家具
修缮工作的他们彻底被
人们所熟识。

近年来， 金隅集团
工会不断强化创新工作
室的管理， 通过培养人
才、 增加投入和建立管
理机制等手段， 在创新
工作室中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刘更生创新工作
室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
2016年， 在北京市总工
会的支持下， 金隅集团
建立了刘更生创新工作
室， 工作室的成员们不
仅把几近失传的老手艺
慢慢 “拾” 了回来， 更
依托工作室的管理优势，
立项研发 、 优化工艺 ，
将数控机床切割、 标准
化工艺、 科学配比等创
新融入到传统工艺中 ，
让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
艺焕发出了新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