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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古建文脉
传承匠心技艺

———记北京轩方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万众

□刘祖凤/文

荨前往施工现场

胡同深处， 修一段砖墙， 砖缝得拿着尺子精确
到毫米； 墙根砌几层砖， 只能单数不能双数……这
都是古建行当里的 “铁规矩”。 有着40年修缮阅历
的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北
京轩方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万众， 连续
4年担任西城区 （南区） 街巷胡同环境整治工程项
目经理， 运用仿古修缮等方法恢复胡同历史风貌，
共完成65条胡同的环境整治工作。 让我们一起来细
读他的故事。

学习古建筑知识

接力木作
干一行爱一行

“早前家里老一辈就是房管
局人， 父亲是木匠， 当时的北京
平房多， 经常看见房管所的人给
老百姓盖房， 好像一家人一样，
干得热火朝天。” 于万众回忆道。
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 自幼
对木工兴趣十足。 从特别爱看工
人师傅做木工活开始， 到后来渐
渐喜欢上这个行业， 这一干就是
一辈子。

据介绍， 十多岁开始， 于万
众跟父亲学了不少手艺 。 学拉
锯、 推刨子、 凿眼等木工基本手
艺 时 ， 因 掌 握 不 好 轻 重 和 角
度 ， 手掌磨出血泡那是常事儿。
15岁的于万众就能做出高低柜，
后 来 串 百 家 门 做 写 字 台 等 家
具 。 “这算是子承父业 ， 基本
一天做一个方桌， 半个月能做出
一个大衣柜。 那会儿去别人家做
家具只管饭， 不付工钱。” 于万
众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改革
开放的东风唤醒了中国经济的活
力， 拆旧房、 建新房、 打新家具
的人越来越多了， 开始计算 “报
酬”。 于万众说： “赶上活多的
时候， 一天能赚二三十块甚至更
多， 在五毛钱能买一兜子面粉的
年代， 这算不少的收入了。”

经过几年的钻研学习， 于万
众 对 古 建 修 缮 工 作 又 有 了 一
定 了 解 。 自参加工作以来 ， 他
一直在宣房集团 （前身为宣武区
房管局） 至今40年了 ， 现在 主
要负责宣房集团建筑板块中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 同时利用
自身企业优势承揽一些环境整治
及装修工程。

于万众认为做这一行最重要
的是职业道德、 工匠精神。 也可
以 说 干 一 行 爱 一 行 。 职 业 道
德 要 求学习积累 ， 掌握施工规
范和标准； 工匠精神就是手艺人
做事 “人过留名， 雁过留声” 的

传承。

修旧如旧
探寻古建文化

2014年， 西城区开始实施街
巷胡同环境整治工作， 直至2017
年， 于万众完成了所负责的4个
街道65条胡同的环境整治工作。
他说 ： “别看文保院修缮标准
高、 造价高， 其修缮原则和规范
比较成熟。 而相对胡同整治， 因
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经验 ， 工期
短、 造价低， 要想做好难度会更
大一些。” 为此， 他在了解胡同
历史和故事； 理念上力争修旧如
旧、 恢复原貌； 掌握古建修缮工
艺； 加强技术培训； 活学活用因
地制宜； 全过程把控质量等6方
面上下功夫。

于万众指出， 胡同是北京的
魂， 而四合院则是北京的根， 留
存古都风貌是 “硬杠杠”， 不能
因为整治丢了京味儿。 工程实施
过程中整治原则是参照北京四合
院技术指导和运用仿古修缮方

法， 观念忌千篇一律， 北京的胡
同是独一无二的， 民居形成的胡
同没有一条胡同是一样的。

为此， 每条胡同施工前， 于
万众都会充分了解每一条胡同的
历史文化 ， 人文特色与之相结
合， 对普通民居以古建院落修缮
为本， 对名人故居以历史文物维
护为准， 因地制宜地实施修缮方
案。 对基本完整的、 具有一定历
史文化价值的传统风貌建筑修
缮， 应最大程度地保护有价值的
历史信息， 保护历史风貌原状，
按照原形式、 原结构、 传统规制
做法进行修缮。

“比如， 建筑物原有的石活
儿要尽量保留， 不宜剁斧见新；
石雕等装饰性构件应保留， 并按
原形制进行恢复、 修补； 各类新
添配的构件表面要按传统工艺处
理， 不应有现代工具加工痕迹。
胡同里高低错落、 里出外进的民
居， 要有因地制宜见景生效， 反
复推敲修缮工艺和方法， 把劣势
看成优势， 做出层次感和立体感
亮出天际线。” 提起手艺， 于万
众滔滔不绝。

追求精品
手艺更是守艺

于万众一直在学习和探索胡
同环境和古建文保院落的施工理
念、 管理措施及工艺手法。 作为
公司负责人， 首先要熟识古建知
识，掌握施工规范，再加上到东城
区东四十条等胡同参观学习，取
长补短，在学习中不生搬硬套，东
城与西城院落规制不同， 王府与
民居也不同， 要体现地域文化，
施工理念的把握是重中之重。

于万众说： “在挑选建筑材
料上， 我们力争采购原材料、 原
规格、 原颜色比较相似的材料，
所用砖瓦件能用旧不用新， 砌抹
砂浆是新的做法， 是传统的， 尽
量避免大面积贴仿古面砖和刷涂
料。 局部处理少量使用， 力所能
及找寻一些拆房老料进行合理利
用 ， 以达到还原胡同风貌的目
的。”

胡同整治不仅是民生工程，
也是文化工程。 通过胡同环境整
治前后对比， 旧貌换新颜， 运用
仿古修缮等方法进行整治， 保持
了它原有格局同时恢复了胡同历
史风貌， 充分体现胡同环境整治
工程全面改善百姓的生活环境和
质量， 力所能及地重现出北京胡
同古朴盎然的文化风貌， 使胡同
得以长久保留， 使之成为西城区
环境整治的亮点。

胡同里的老居民感叹： “大
概是原来的模样。” 这8个字的评
价让于万众很受感动， 他觉得手
艺被认可了。 通过验收， 博兴胡
同、 石头胡同、 达智桥胡同等作
为精品胡同， 在全区相关单位进
行学习交流， 得到区领导和街道
办的好评。

于万众表示， 通过对古建修
缮的追求， 透过执着坚持追求精
品的过程， 探寻古建背后的传统
营造技艺， 感受古建工艺形成的
历史文化， 体现了古建工艺的价
值和古建工匠的匠心精神。 坚守
从不是说的那么轻松， 手艺更是
“守艺”。

匠心传承
弘扬传统手艺

如何让古建筑 “益寿延年”，
如何让古建修复技艺有序传承，
使修缮工作物尽其用 ， 修得其
人， 已经成为不可移动文物修缮
急需解决的问题。 “西城区文物
修缮技能比赛的举办是一项很好
的活动， 既能提供传统工艺学习
和交流的平台， 传承工匠精神，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手艺的魅
力。” 于万众说。

于万众指出， 传统工艺和工
匠的传承迫在眉睫， 现在30岁至
50岁是建筑业的主力军， 建筑业
的技术工种没有三五年的学习是
练不出来的。 目前， “90后” 的
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学， 势必会出
现 “断档” 无人传承的问题。 随
着科技快速发展， 工匠传承显得
更为重要。

“‘传帮带’ 是中华民族文
化的优良传统。 只要年轻人愿意
学， 我愿意毫无保留地传授。 期
待年轻人能够将这些技艺传承下
去 ， 并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活
力。” 于万众一直认为自己是个
匠人， 要始终秉持一颗匠心。

近年来， 宣房集团建筑板块
在人才培养方面非常重视， 宣传
和引导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走
出去学习和下工地锻炼， 使理论
与实践结合， 让更多的年轻人接
触到传统工艺的巧妙之处， 以提
高他们的积极性， 培养和锻炼后
续人才。

有着23年党龄的于万众， 始
终认为自己做过的工作都是为党
的 事 业 奉 献 力 量 ， 时 刻 牢 记
党员义务， 践行党员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