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雕刻家具的数量已经数

不清了，大概有几百件吧。”杨虾

表示，一件广式家具的产生起码

需要几个月以上的打磨，培养一

位手工制作红木家具的匠人最少

需要十年。杨虾的祖辈都是红木

家具的匠人，杨虾17岁跟着父亲

学习红木手工雕刻技艺，成为第

四代广式家具生产的传承人，直

至1958年加入合作社成为“木

匠”工人。退休后，在家人的支持

下开始教儿子制作红木家具。如

今，杨虾虽然已不再雕刻红木家

具，但他还坚持设计图样，并指导

儿子将其雕刻出来。

杨虾对图样设计十分严

格。他认为，设计图需要将技艺

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否则设计

得再精美，不能把作品雕刻出来

那也是废稿。杨虾指出，“一位

能独立设计、雕刻一件作品的

匠人需要涉及的领域是很广

的，不仅精于一个工种而且需

要懂得其他工种的流程，比如

画图、开木料、木工、雕花、打

磨、油漆等。”

因为对红木家具手工雕刻技

艺的热爱与专注，杨虾雕刻出了

很多闻名的“作品”，“酸枝大理石

屏龙福宝座”便是其中一个代

表。在广州亚运会期间举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上，这个作品

作为唯一的广式家具代表入选。

据说，从设计到成品出来，这幅作

品他就足足花了三年时间，足见

一个“木匠”的热情与专注。

初中阶段的思政课特点鲜

明，横跨多个学科，综合性、开放

性、实践性、生活性较强，对教师

教学的要求也较高。

教学中如何实现“知识传授”

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让学生

真真切切地融入思政教育、体验

到思政的魅力？张建文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多年的思考与探索。

乘着桂城教育局提出的构建

学校-家庭-社区“1+N+N”教育

生态理念的东风，张建文充分挖

掘阐发乡土文化时代价值，将其

融入学科教学。

每年5月，学校会联手社区开

展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张

建文会借此机会将体验活动与思

政教育相融，“比如在学习‘守望

精神家园’时，把学生带入他们亲

历的水乡文化中，唤醒学生的情

感体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蕴含

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

养，让他们深刻感受中华文化的

力量、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张建文邀

请叠滘本地的老党员黄宝煜走进课

堂，从亲身经历讲起，带领学生们回

顾党的奋斗历程以及叠滘多年来的

沧桑巨变，知往鉴今，以启未来。

张建文还跨学科“化身”美术

教师，教学生用中国画的形式将

南海本地的红色资源呈现出来。

一笔一画的勾勒、一个个历史故

事跃然纸上，让红色之花在学生

心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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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木雕技艺 弘扬工匠精神
桂城是南海红木家具的集发地和广式家具的发源地之一，红木艺人用心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叠滘中学德育处主任、思政课教师张建文：

“在我眼里没有好生差生之分”

南海拥有悠久的红木家具发展历史，在清朝就曾作为广作家具的一支重要力量备受皇室青睐。桂城是南海

红木家具的集发地和广式家具的发源地之一，700多家红木家具企业、超万名技术工人集聚于此，红木雕刻艺术

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久负盛名。

祖上传下来的技艺，桂城人没有荒废，一代代红木艺人在传承中将这项手工工艺发扬光大，并把红木雕刻做

成了致富一方的特色文化产业。今年84岁高龄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式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杨虾，以

及其弟子南海区红木行业协会会长梁沛根便是典型代表，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专心来诠释工匠精神，使得木雕

技艺得到很好的传承。

梁沛根从小在父亲的影响

下接触广式家具的制作，1979

年高中毕业后接管父亲在广州

木雕工艺厂的工作岗位，在木

雕厂内得到了很多前辈的指导

和培训，聪慧好学的他，用苦行

僧的毅力，全方位学习红木家

具的制作流程。也是在这个时

候，他遇见了恩师杨虾——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式

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技艺得

到快速提升和巩固。

上世纪80年代，许多有手

艺技能的匠人纷纷选择跳槽“下

海”创业，梁沛根也在这样的背

景下离开木雕厂，到花县（现广

州花都）教徒弟。一年后回到家

乡佛山平洲的平洲房管所红木

家具厂担任厂长。1989年，学

得一身好手艺的梁沛根创立了

中南木雕工艺厂，在发展企业的

同时，一直身体力行，以“传教

帮”的方式，教授年轻一辈从事

红木家具制作。如今，中南木雕

工艺厂在2019年被评为了佛山

市的广式家具技艺制作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

“如今的生产力提高了，原

本‘开大料’是需要人力拉锯子

锯开的，现在只用一台机器就

能做到，但是机器雕刻始终是

无法取代人工的，我一辈子就

只做了一件事（手工雕刻）。”梁

沛根认为，无论做什么都要“活

到老，学到老”，学习红木雕刻

技艺永无止境，一辈子沉浸在

制作传统的红木家具这一件事

上让他感到满足、愉悦。

故事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式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 杨虾

故事
佛山市广式家具技艺制作非遗传承人、南海
区红木行业协会会长 梁沛根

在南海桂城红木行业，梁沛根是个“灵魂”人物，他深研广式红

木家具市场，用心传承雕刻技艺。建厂三十年间，培养了众多广式

红木家具制作人才，为平洲乃至珠三角地区红木家具的发展和传

承作出不遗余力的贡献，被业界尊称为“校长”。

一生痴爱一行
用心传承技艺

南海红木文化在桂城是十

分有历史底蕴的。改革开放后，

桂城的红木家具业得到蓬勃发

展，并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在周边

区域形成一定知名度。但是，红

木家具行业以往有“各扫门前雪”

的传统，这就导致了行业商家基

本没有交流，整个行业很难形成

合力，面临了发展瓶颈。

2017年，梁沛根在政府支

持下牵头主导成立了南海区红

木行业协会并担任会长，促进

了红木行业的互动交流，并且

聘请杨虾和《红木家具通用技

术条件》国家标准第一起草人

的曹新民等8位业界资深专家、

学者担任协会顾问，与新会区、

中山市、台山市等红木行业协

会签约缔结为友好协会，南海

红木也逐步走向抱团发展。

也是顺着这样的背景，梁

沛根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把红

木产业做强、做大，他内心也隐

隐有了一个答案——南海区红

木行业协会正在商讨成立聚集

区，聚集区的成立能促进南海

红木形成品牌效应，同时能让

红木家具产业健康、长远发展。

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与多方商讨成立聚集区

一尊龙福宝座 倾注三年心血
笔筒、鸟笼、橱柜、书桌……在杨虾家里，一件件制作精良的红木工艺品摆放整齐。这些作品都出自杨虾之手，杨虾是南海桂城石 人，也

是目前广式家具生产中唯一五代相传的传人。

如今84岁高龄的他还坚持画红木家具的设计图，对红木手工雕刻技艺的热爱，让他重视对红木行业的传承，希望年轻一辈能把南海红木

这个文化品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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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设计而不止于设计 寄望年轻一代跟上时代潮流

如今南海对家具设计行业越

来越重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参与进来。改革开放后，人

民的生活质量在逐步提高，居住

环境改善，如今购买红木家具的

人也越来越多了。据杨虾回忆，

以前只有广东广州、江苏苏州、北

京、福建仙游这几个地方做红木

家具，但如今红木家具已在全国

各地开花。据5年前广东省家具

协会统计，广东省大约有20万人

在家具制造业扎根。

虽然如今红木家具遍地开

花，但问题也不少。杨虾建议政

府部门要监管好家具市场，净化

市场环境；企业要诚信经营，追求

产品质量。“如今能静下心来好好

搞设计的匠人不多了，希望企业

能把目光放到设计这方面，做出

自己的风格。”

对如今南海红木行业的年轻

人们，杨虾期望他们能把南海红木

这个招牌发扬光大，每一件制作的

红木家具都要做精、做靓，提升改

进，还希望他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

同时能根据现代市场的需求有一

定的创新，跟上时代的潮流。

在 10月 20 日的全国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第五届全国家具

职业技能竞赛广东南海赛区“桂

城杯”开幕式现场，杨虾早早来

到会场，看着年轻的选手陆续进

场，他开心不已，感慨地说：“就

是要多举办这样的赛事，让红木

手工雕刻技艺可以得到发扬和

传承。”

姓名:张建文

荣誉称号:中学政治高级教师，桂城街道政治学科带头

人。南海区优秀教师，南商教育基金“最美思政课教师”、南海

区教育教学科研先进个人、南海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

人、南海区征文比赛优秀指导老师，桂城街道优秀班主任、优

秀共产党员、教师读书心得先进个人。

学校名称和职务:叠滘中学德育处主任、思政课教师

■张建文（右3）与学生们在一起交流。

自1991年踏上讲坛，张建文从事教育工作已有30个年

头。2007年，她来到叠滘中学担任德育处主任兼思政课教

师。一路秉承着“情境育人，知行合一”的德育理念，将思政教

育植根水乡沃土，激励学生做“全面而有个性”的叠中人。 “在我眼里，没有好生差生

之分。”张建文认为，每一位学生

都有值得发掘的长处。作为教

师，她会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鼓

励学生全面发展。

课堂上，为了加深学生对重

点难点知识的理解，张建文引导

学生以小品的形式将课程内容表

演出来，在表演中体验思政的乐

趣，感悟学科知识及价值导向。

她因材施教，推荐张浩特

参加学校话剧社，发挥其特

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

练，张浩特与11位同学共同表

演的反映叠滘水乡传统文化、

体现当代工匠精神的话剧《守

艺人》获得了佛山市中小学校

园艺术节金奖。从叠滘中学毕

业后，张浩特带着《守艺人》剧

本在新学校组建了新的话剧小

组，他说：“我想把叠滘的优秀

传统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让更多人们解水乡之美。”

同时，张建文积极组织学生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在服务活动

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在奉献社会

中找到人生的价值。”现就读于南

海一中的学生黄向涛也曾是叠滘

中学义工队的一员，他在公益中

找到自我价值、立下远大理想，

“张老师说的没错，初中的学习不

应止步于课堂，这几年的义工经

历让我开阔了视野、提升了能力，

并认识到许多优秀的榜样。我日

后也会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要勇于为自己的梦想插上翅膀。”

张建文告诉学生，“无论你们日后

从事何种职业，老师都希望你们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悟道取代灌输 做好学生引路人

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给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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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沛根走进校园

推广红木文化。

■杨虾在专心雕

刻红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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