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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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虾是南海桂城石石肯人，也是目前广式家具生产

中唯一五代相传的传人。

如今84岁高龄的他仍坚持画红木家具的设计图，

出于对红木手工雕刻技艺的热爱，他十分重视传承，希

望年轻一辈能把南海红木这个文化品牌发扬光大。

榫卯之间传技艺专注木雕一辈子
南海红木艺人几十年如一日钻研红木雕刻，将红木家具发展成特色文化产业

南海红木文化在桂城是十

分有历史底蕴的。民国时期，由

于优越的地理环境，许多平洲

人会到广州制作“酸枝台椅”。

改革开放后，南海红木行业蓬

勃发展，桂城是较早开始制作

红木家具的乡镇，1978年，很

多“星期天师傅”在每个星期天

从广州赶到平洲教导徒弟，培

养了一大批红木家具行业生产

技术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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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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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红木行业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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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红木家具行业逐步走

向抱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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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南海

红木形成品牌效应的同时，让红

木家具产业健康、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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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

与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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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已在全国各地开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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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家具制造

者不专业、家具行业“不伦不类”，

出现不法商人以次充好等现象。

面对这样的情况，杨虾倡议政府

要监管好家具市场，净化市场环

境；企业要诚信经营，杜绝欺瞒消

费者的现象。同时家具行业也缺

乏设计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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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虾期望他们能把南海红木

这个金漆招牌发扬光大，每一件

制作的红木家具都要做精、做靓，

提升改进，还希望他们能在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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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这是他对这个

行业的热爱，因为热爱所以才更

希望看到南海红木产业得到振

兴、得以传承。

“我雕刻的家具数量已经数

不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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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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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儿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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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家具设计图，并指导儿子将

其雕刻出来。

杨虾对红木手工雕刻技艺

情有独钟，设计了一辈子红木家

具的他对图纸设计十分严格。

杨虾认为，设计图的创作需要根

据技艺结合实际，否则即使设计

图设计得再精美，不能把作品雕

刻出来那也是废稿，设计者需要

将设计图纸结合工艺美术、人体

力学和榫卯结构等，同时还要有

挑选木材的好眼光，分辨其软、

硬程度，根据质地雕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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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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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到成品

出来，这幅作品他就足足花了

三年时间。

坚守初心 不慕繁华

精于设计而不止于设计

寄望年轻一代跟上时代潮流

不忘使命 传承技艺

在南海桂城红木行业，梁沛根是个“灵魂”

人物，他深研技艺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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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作出贡献，被业界尊称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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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慧好学

的他，深研技艺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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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得到了快

速提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有

手艺的匠人纷纷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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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年轻一辈红木制作和雕

刻技艺。如今，中南木雕工艺厂

在2019年被评为佛山市的广

式家具技艺制作非文化物质遗

产项目保护单位。

南海红木家具属于工艺家

具的一种，涉及到众多的工艺流

程，如设计、开料、雕刻、打磨、上

漆等。每一个流程都需要学习

相关的知识，梁沛根在此不断钻

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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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手工雕刻。”梁沛根

认为，学习红木雕刻技艺是永无

止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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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与多方商讨成立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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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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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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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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雕刻艺术至今已有百年历
史，久负盛名，700多家红木家具企业、超万
名技术工人在桂城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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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梁沛根便是典型的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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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虾和梁

沛根在讨论

设计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