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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德源金融街房屋管理有限公司维修北段段长李东风
坚守42载 让传统手艺传承发扬

□刘祖凤/文 范强/摄

助助力力中中轴轴线线申申遗遗

木作世家 代代相传

李东风出生于匠人家庭， 祖
父和父亲都是木工， 他听从父亲
的建议， 从16岁开始学习木工 。
“刚开始很反感， 后来慢慢地感
兴趣了， 跟父亲学了不少手艺。”
李东风说。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成了父亲名副其实的徒弟。

“师傅领进门 ， 学艺在个
人”， 能学到多少本领， 全靠自
己的用心和努力。 木匠传艺， 主
要通过直观的实际操作演示和实
物展示， 并辅以口授。 学徒者应
能通过观察和实际操作模仿， 领
悟到技艺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并
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

据李东风介绍，学木工手艺，
学的就是“拉锯、推刨子、凿眼”三
项基本功， 而学习这些基本功就
必须要学会使用各种功能的木工
工具，如刨刀、凿子、锯子、锤子、
墨斗等。 这些工具一般都有较锋
利的刃口， 木工学习最主要的是
要掌握好各种工具的正确使用姿
势和方法，例如锯割、刨削、斧劈
时，都要注意身体的位置和手、脚
的姿势正确。

“学木工不能说很苦， 但确
实很累。 那会儿我从早上起床到
晚上上床， 没有闲暇功夫。 身边
放一支铅笔， 不时取下来在木料
上 划 来 划 去 ， 一 天 到 晚 不 停
地 在 噌噌地推刨子 。 一会儿用
的是长刨 ， 一会儿又换成了短
刨， 推出的刨花堆得到处都是。
先跟着学推刨子、 凿眼等下手活
儿， 之后逐步捉锛、 抡斧、 开料
等等， 做第一扇门的时候只花了
7小时。” 李东风说， “干一行爱
一行 ， 我父亲那会儿送我一首
诗， 明代诗人于谦所作的 《石灰
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
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
留清白在人间。 这么多年我依旧
记忆犹新。” 老一辈留下来的东
西不能丢了， 要传承下去， 否则
将来后代都不知道木工榫卯技术
的存在了。

勤于研习 精于实践

多年来，李东风立足岗位，勇
于创新，刻苦钻研古建筑的精髓。
榫卯是古代中国建筑、 家具及其
它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 若榫卯
使用得当， 两块木结构之间就能
严密扣合，达到“天衣无缝”的程
度。工匠手艺的高低，通过作品的
榫卯结构就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据了解， 文物修缮不同于普
通平房翻建， 重点在于将文物本
体修缮至安全状态的同时尽可能
多的保留原有房屋构件。 木工师
傅 在 修 缮 过 程 中 经 常 对 大 木
结 构 采用墩接 、抽换 、嵌补等工
艺手段。 李东风说：“要想成为真
正的木工， 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
的慢慢摸索， 但凡是高水平的木
工，那都是干到老学到老的。 ”

保护古都风貌和改善民生实
现有机统一， 新文化街137号院
是典型的代表。 院前屹立的柱子
墩接默默地诉说着这里的古老历
史。 “墩接是解决古建木构件腐
朽问题的常用方法。 我们截取腐
朽部分， 接上新的木材， 保证其
构件功能。” 有42年修缮阅历的
李东风说起北京民居来， 如数家
珍。 除了把门的柱子墩接， 院内
东房南山墙、 西房北山墙， 都以
传统工艺进行了修缮。 “沿袭的
是传统工艺 ， 像这些老建筑青
砖 ， 在使用前都取得了院内百
姓、 工人以及监管部门的三方认
同， 符合规范以及施工要求， 以
最大限度保留建筑风貌。” 李东
风说。

德源集团成立了老城风貌保
护顾问委员会， 编撰了 《房屋维
修与加固》 指导手册， 定期开展
古建修缮技艺培训， 作为主任的
李东风， 与其他几位顾问一起负
责古建修缮施工项目的技术指
导， 他们运用多年的经验， 为老
城复兴项目施工定调， 解决 “疑
难杂症”。 地安门西大街151号院
是典型的中式起脊木结构房屋，
1号门道为广亮式大门样式， 对

于老建筑拆下来的砖雕、 石雕、
门墩等， 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前提
下， 尽可能原状、 原位置恢复。
李东风与团队将积极利用老建筑
材料， 以传统工艺修缮原有老砖
墙体， 保留建筑年代、 历史风格
等传统元素。 鼓楼西大街整理与
复兴计划项目立面提升工程施
工， 李东风每周都到现场指导施
工， 亲力亲为， 以工匠的严谨精
神确保施工质量， 保障了工程顺
利开展。

初心不改 传承技艺

李东风展示出了自己的 “传
家宝”———长刨和墨斗。 “这是我
父亲留给我的。 墨斗可以做长直
线，将濡墨后的墨线一端固定，拉
出墨线牵直拉紧在需要的位置，
再提起中段弹下即可；也可以墨仓蓄
墨， 配合墨签和拐尺用以画短直
线或者做记号。 ”李东风说道。

现场， 李东风还演示了木工

“拉锯 、推刨子 、凿眼 ”三项基本
功。据李东风介绍，拉锯主要用来
开料、截料和开榫等；推刨子要掌
握好步法、手法、眼法；凿眼前应
先划好眼的墨线， 木料放在垫木
或工作凳上，打眼的面向上，人可
坐在木料上面，如果木料短小，可
以用脚踏牢。

李东风还负责德源集团的
“保护老城风貌”“古建文化与技
艺”业务培训相关工作，定期对施
工专业技术人员、 一线骨干进行
培训。 为了更直观地传授年轻人
木工技艺，2016年开始，有20多年
党龄的李东风坚守初心， 利用工
作之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制作
出斗拱。斗拱，是木结构建筑中的
支撑构件。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
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成弓形
的承重结构叫拱， 拱与拱之间垫
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李东
风说：“师徒结对、 老带新是我们
这一行的老传统， 这些年带了一
批批年轻人 ， 发 现 了 不少好苗
子 ，有些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我特别高兴，我会毫不保留传授，
帮助年轻人成长， 希望更多的年
轻人加入到这一行， 让传统老手
艺发扬光大。 ”

据了解， 西城区2021年文物
修缮技能技艺比赛即将开始，包
含传统建筑制图、 木工和瓦工等
竞赛内容。 区总工会特邀李东风
担任文物修缮技能大赛特别顾
问，“老北京的平房搭建， 无论是
木作还是瓦作， 处处体现了老一
辈人的智慧和技艺， 后期在使用
中只需稍作修缮， 便可使房屋建
筑百年不倒。明年我就要退休了，
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一辈人留
下的技艺能够得到传承， 这次文
物修缮技能大赛就是很好的机
会， 感谢工会提供的平台。” 李
东风说道。

中国古代的宏伟建筑 ，
多采用木石结构， 非常灿烂
辉煌， 木工这一行在中国古
代建筑史上扮演了重要角
色 。 西城区作为首都核心
区， 文化底蕴深厚， 是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 ，
保护好古建筑文化遗产显得
尤为重要。 42年来， 德源金
融街房屋管理有限公司维修
北段段长、 木工高级工李东
风坚守一线岗位， 立足传承
与发展榫卯技艺 ， 刻苦钻
研 、 勇于创新 、 追求卓越 ，
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木工专业
技艺。

用直角尺测量刨子找平后的木料

将木料锯成合适大小材料

用凿子凿眼

展示自己祖传的墨斗

李东风（左）教授徒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