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刘更生， 1964年10月出生， 现任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龙顺

成公司副经理、 工艺总监， 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北京市劳动模范、
首届 “北京大工匠”、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北京一级工艺大
师、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第五代代表
性传承人、 刘更生创新工作室 （市级示范性） 领军人等荣誉称号。 2021年，
被评为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突来一掌 点醒浮躁小学徒

龙顺成是百年老字号， 其历史可追
溯到公元1862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在合并北京所有硬木家具生产厂家， 集
北方明清家具各流派之大成的基础上，
龙顺成形成了以清宫造办处所作家
具为代表的 “京作 ” 这一独特的宫廷
家具特色。

“中国传统的红木家具有三大流
派 ， 一个是 ‘广作 ’ ， 还有一个 ‘苏
作 ’， 再一个就是 ‘京作 ’， 所谓 ‘京
作’ 就是过去给皇宫做家具的。” 刘更
生介绍说。

刘更生的父亲就是龙顺成的老师
傅， 而刘更生就出生在北京天坛北门的
鲁班胡同。 说起鲁班， 那可是中国古代
木、 泥、 石、 画、 油、 绳、 竹、 扎八大
行业的 “祖师爷”， 鲁班胡同里不仅居
住着各个行业的手艺人， 还有不少工艺
店铺。 有的前店后厂， 有的前铺后家。

在这条胡同中长大的刘更生， 从小
听到的 、 看到的就是各种传统工艺 。
“从出生就天天看我父亲鼓捣木头， 我
的玩具都是他干活用的锛凿斧锯。 日复
一日， 年复一年的耳濡目染之下， 我也
慢慢地对木质家具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刘更生回忆道。

18岁那年， 子承父业， 刘更生进入
龙顺成， 当上了学徒。 他师从孙月楼，
学习 “京作” 硬木家具制作与古旧家具
修复技术。

“京作” 硬木家具制作讲究榫卯
结构， 虽然刘更生自小见了很多， 但真
正上手干活的机会却不多。 刚到厂里当
学徒的时候， 手艺和技巧掌握得也不够
好。 第一次， 孙师傅让刘更生给木头打
眼儿。 心浮气躁的刘更生拿起锤子就往
木头上砸 ， 一下把眼儿凿坏了 ， 料废
了。 孙师傅是惜木如 “金” 的人， 看到
刘更生的举动， 又气又急， 上来就朝着
他的后背来了一巴掌。

“正是这一巴掌 ， 把我点醒了 。”
刘更生表示， 他从此知道了想成为一名
好木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必须戒掉浮
躁。此后，他静下心，白天，认真看师傅的
姿势，琢磨技巧；晚上，等别人下了班，他
再挑一些废料慢慢磨炼技术。 有时候为
了凿好一个眼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干
完活腿都麻得站不起来了， 手上更是磨
了一溜水泡。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工匠
精神悄悄在刘更生心里埋下了种子。

那个年代， 工厂里的生产环境和条

件很艰苦。 过了4月份， 车间里又闷又
热， 即便只穿背心裤衩干活， 也是挥汗
如雨。 而到了冬天， 车间里虽然生了煤
球炉子 ， 可还是阴冷难耐 ， 手都伸不
直。 当时， 刘更生的父亲已经退休， 可
却时不常会来厂里看看， 其实就是督促
他。 “那个时候， 我也抱定了主意， 一
定要学好这门手艺， 不能在叔叔、 大爷
面前给父亲跌份儿。” 刘更生回忆说。

那时的学徒学习的传统是要学 “三
年零一节”。 刘更生却凭着心中那股信
念， 仅学了两年的时间就出师了， 基本
功也打扎实了。 此后， 由于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他完全沉浸在了木
艺制作中， 技艺也愈发精湛。

修复古旧家具 扛起技艺传承重任

在40多年的从业生涯里， 刘更生一
直在研究京作家具， 并练就了让古旧家
具残件 “起死回生 ” 的绝活 。 在他看
来， 古旧家具， 不仅是祖辈留给后人的
“念想”， 也承载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一次， 一位客户慕名而来， 随身还
带着几个纸箱和麻袋。 打开一看， 竟然
全都是木头残件 ， 大大小小足有上百
件。 客户回忆， 这是多年前父亲留给自
己的一件家具， 可这家具具体的造型和
年代， 他已经忘了， 只隐约记得 “像是
个桌子”。 看着客户殷切又期盼的眼神，
一股责任感从刘更生心底而生， 轻轻说
了句： “放下吧， 能修！”

刘更生细致查看了木头残件的雕
工、 工艺等方面， 综合判断： 这可能是
我国硬木家具工艺顶峰期乾隆时期的一
件作品。 因为从没见过原件， 要想修复
这件作品， 肯定要花费比往常家具更多
的心血。 刘更生在上百个残件之间做了
无数次排列组合 ， 尝试可能的组合规
律。 大半年的时间里， 他日复一日地尝
试， 终于， 散落的木块变成了一张透雕
龙凤牡丹图案的圆形紫檀包厢转桌。 看
着这既陌生又熟悉的物件， 客户呆立半
晌， 突然如梦初醒： “对， 就是它， 这
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模样。”

随着参与古旧家具的复原和保护的
工作越来越多， 刘更生的技艺也越来越
纯熟。 2013年， 故宫博物院启动 “平安
故宫” 工程， 刘更生参与其中， 多次担
当重任， 成功修复了包括故宫养心殿的
无量寿宝塔、 满雕麟龙大镜屏、 紫檀宝
座、 紫檀镜框、 铜壶滴漏和自鸣钟等数
十件木器文物， 使这些尘封多年的宝贵
家具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刘更生还主持参与仿制了金丝楠鸾
凤顶箱柜、 金丝楠雕龙大柜、 紫檀耕织
图罗汉床、 紫檀曲尺罗汉床、 紫檀嵌珐
琅职供图罗汉床等经典重器家具。 “金
丝楠鸾凤顶箱柜和金丝楠雕龙朝服大
柜， 原来只供皇家观赏把玩， 它们的雕
刻纹饰难得一见， 更是一度失传。” 刘
更生介绍说 。 为了仿制好这些经典作
品， 他查阅了大量古籍文献， 最终将包
含了复杂的制作工艺、 高贵的品质、 名
贵紫檀与珐琅的作品展现在了世人眼
前 。 这些作品还先后荣获 “北京工美
杯” 银奖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 优秀奖。

2018年5月， 龙顺成承接了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天安门城楼内部修缮项目。
为最大限度地保持天安门城楼内上世纪
70年代保留下来的楠木隔扇的完整， 刘
更生与文物部门配合制定了详细的施工
方案， 并根据木隔扇的结构和节点进行
手工拆除， 使木隔扇完好地保留下来。

“新的木隔扇， 我们全部采用京作
工艺， 且对木料进行了二次烘干， 同时
还使用传统中式线条使花型更流畅鲜
活。” 刘更生介绍， 京作工艺为全榫卯
结构， 这就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细，
没有一颗钉子 ， 却严丝合缝 、 滴水不
漏 。 最终 ， 经过刘更生团队的精心改
造 ， 天安门城楼内10组60个隔扇 、 活

门， 180个花窗， 全部采用了榫卯可拆
装的结构。

守正创新 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家具

在这些年的工作过程中， 刘更生越
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红木家具制作既要
继承传统， 保留传统文化， 也要守正创
新， 适应现代需求。 “时代在发展， 人
们对家具的需求不同了， 这就要求我们
在工艺上应该进行相应的创新， 比如现
在， 我们再设计电视柜、 沙发系列， 就
会对高度进行降低， 来满足现代人们的
生活需求， 但我们也会保留传统制作工
艺的精髓， 那是我们独有的文化印记。”
刘更生说。

2014年， 举世瞩目的北京APEC峰
会到来前， 龙顺成接到为会议制作领导
人座椅的任务。 这把椅子既要充分发挥
现代家居功能先进的设计优势， 又要保
持中国古典家具的特色与韵味。 为此，
刘更生大胆提出了将现代转椅与传统清
式圈椅相融合的方案。

“清式圈椅非常重， 不好移动。 我
设计在椅子托泥版下边的龟角里隐藏一
个直径约为2厘米的滑轮， 这样不仅克
服了传统清式圈椅笨重的弊端， 而且在
外观上完全没有破坏中式家具的美感。”

为充分展现京作家具的精髓， 刘更
生还为这把椅子设计了 “一木连做” 的

制作方式。 所谓 “一木连做”， 就是圈
椅的四条腿和通直向上的部分用一整根
的红木原料， 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椅子
强度更高， 使用寿命更长。 在整个制作
过程中， 他与团队加班加点， 终于圆满
完成了APEC会议家具的制作任务， 得
到广泛的赞扬。

2021年4月， 龙顺成公司正式成为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生
活家具供应商”， 要为北京冬奥会场馆
礼宾及11个场馆、 20个空间提供展陈家
具产品服务。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
我们展示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的好
机会。” 刘更生兴奋地说， 冬奥会期间
恰逢中国农历春节， 为此， 他们在家具
设计中加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 还
专门针对冬奥会不同场景， 设计了不同
风格、 含有冰雪元素的中式家具。 “中
国早在元代就有了冰上运动， 历史非常
久远。 我们设计的8扇折屏， 屏心图案
就用的是 《冰嬉图》， 此外， 休息区的
衣架也融入了冰裂纹的图案， 就是为了
契合冬奥会的主题。”

服务冬奥， 按照冬奥标准提供高品
质产品， 对于传统手工匠人来说， 是极
大的挑战， 不仅要进行机械设备升级，
也考验着刘更生和龙顺成工匠师傅们的
制作技艺。

“我们要在百天的时间里制作435
件明清家具， 本身就时间紧、 任务重，
而且传统的 ‘京作’ 工艺整体制作工序
非常复杂， 包含了设计、 制材、 木工、
雕工、 烫蜡五大工序， 100多道小工序，
其中很大一部分还需要手工制作。” 刘
更生介绍， “国家对红木家具平整度误
差的要求是小于0.2毫米 ， 这次我们冬
奥会的产品平整度误差控制在0.1毫米，
家具的平整度、 表面光泽度标准都大幅
提升。”

在保供冬奥期间， 刘更生严格把关
家具的工艺、 设计。 最终， 龙顺成圆满
完成了保供任务， 向世界各国贵宾展示
出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之美。

除了在红木家具的造型、 式样方面
进行创新， 在工艺和技术层面， 刘更生
也在适应时代要求。 为了提高原材料利
用率 ， 节约珍贵木材 ， 降低原材料成
本， 他创新了曲线拼接技法； 为了降低
劳动强度， 提高生产效率从真正意义上
实现机械代替手工， 他创新了线型刀具
制作； 为了使家具表面更加光滑， 并且
环保， 他创新了传统家具表面处理工艺
技法， 运用水磨烫蜡打磨工艺。

培养新人 让老字号焕发勃勃生机

作为 “大国工匠”， 刘更生认为自
己最大的使命与职责， 就是像当年师傅
带自己一样， 把自己学到的技艺和对工
匠的理解， 传授出去， 培育更多出色的
工匠。

“说实话， 刚进厂的时候， 只是想
好好学手艺， 多干点活。 慢慢的， 经验
越来越多， 又参加了国家一些重点的硬
木家具制作项目， 内心也越来越有成就
感、 自豪感。 之后， 我又从事了古旧家
具的修复 ， 就感觉责任更加重大 。 现
在， 我成了非遗技艺的传承人、 ‘大国
工匠’， 使命感强就更强了。” 刘更生坦
言， “木匠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岗位， 但
我对这个行业、 这份手艺一直怀着一份
敬重。 我的父亲， 我的师傅们， 还有龙
顺成的很多职工都是这样的人。 只有这
样看待工匠精神， 我们才会全身心的投
入和奉献。 在我看来， 既然选择了一个
行业， 就要走到底， 不能半途而废。 这
也是我们匠人的传统， 即 ‘一艺一道，
一生一事’。”

为了更好地把 “京作” 家具的制作
和修复技艺以及工匠精神都传递下去。
2016年， 在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 刘更
生创新工作室成立了， 他开始不遗余力
地将手艺传授给徒弟和生产一线的工人
们 ， 公司还建立了 “1351技艺传承梯
队”， 打造了传承人培养机制， 即培养
30人的传承梯队、 50人的技术骨干， 然
后经过人品、 技艺等方面的层层选拔，
最终选出一位优秀传承人。

刘更生教导徒弟的同时， 还积极支
持他们参与各类技能比赛和展示活动。
2018年， 在北京市总工会组织下， 刘更
生创新工作室6人赴台参加 “京台木工
技艺交流赛”；2019年， 京台木工交流活
动在北京举办， 台湾代表团20余人参观
了龙顺成， 两岸木工再次聚首共叙文化
情谊， 促进了两岸木业的合作与发展。
当年， 北京市总工会还将刘更生创新工
作室评为了“市级示范性创新工作室”。

近年来 ， 刘更生大力弘扬京作文
化， 坚持组织开展非遗进校园、 非遗进
社区、 非遗基地文化游等活动， 年均组
织活动30余场， 前来参观的年轻人络绎
不绝。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京作”
家具、 红木文化， 刘更生及工作室匠师
们还从 “幕后” 走到了 “台前”， 通过
抖音视频、 网络直播等方式， 宣传 “京
作” 硬木家具制造技艺和红木文化， 使
老字号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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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文文 彭彭程程//摄摄

走走近近 匠大国工
“一艺一道，一生一事。”这是龙顺成木匠师傅刘更生的选择，也是他从业40多年来坚守的信念。
龙顺成是享誉京城的家具品牌，在民间有着“百年牢”的美誉，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更是因为它的品质。这凝结了

龙顺成几代工匠的心血，而“大国工匠”刘更生，更是为保护传承京作硬木家具制造技艺和红木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坚守匠人信念 一生忠一事
木艺大匠刘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