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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副主任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副主任
孔令德表示孔令德表示，，三孔古建築工三孔古建築工

程管理處現有木工程管理處現有木工、、瓦工瓦工、、油漆油漆
彩畫工彩畫工、、木石雕刻工木石雕刻工、、機電工機電工
等等，，很多老師傅一個工種幹了一很多老師傅一個工種幹了一
輩子輩子，，完全可以稱得上能工巧完全可以稱得上能工巧
匠匠。。很多技術工人大多來自修繕很多技術工人大多來自修繕
世家世家，，其祖其祖、、父輩就從事孔氏家父輩就從事孔氏家
族的房屋修繕保養族的房屋修繕保養，，世代傳承世代傳承，，
他們將傳承古老的修繕技藝他們將傳承古老的修繕技藝，，運運
用到新時期的文物保護事業中用到新時期的文物保護事業中
來來。。孔令德負責的工程孔令德負責的工程，，正是自正是自
20142014年年44月啟動的月啟動的「「三孔三孔」」古建築古建築
彩繪保護工程彩繪保護工程，，經過前期的準備經過前期的準備
工作和試驗性施工工作和試驗性施工，，目前已進入目前已進入
大面積修復階段大面積修復階段。。整個整個「「三孔三孔」」
古建築群約有古建築群約有1414萬平方米彩繪萬平方米彩繪，，
預計需要資金預計需要資金33億多元人民幣億多元人民幣，，用用
時時1010年年。。據了解據了解，，這也是自清末這也是自清末
以來首次全面系統性的保護維以來首次全面系統性的保護維

修修。。

木工木工「「三孔三孔」」為家為家 內部了如指掌內部了如指掌
在孔廟大成門前在孔廟大成門前，，三孔古建築工三孔古建築工

程管理處油漆彩繪隊隊長王明亮程管理處油漆彩繪隊隊長王明亮，，
他正在指揮着工人們拆除腳手架他正在指揮着工人們拆除腳手架，，
剛剛完成彩繪修繕的大成門重放光剛剛完成彩繪修繕的大成門重放光
彩彩。。5353歲的王明亮四代從事手藝行歲的王明亮四代從事手藝行
業業，，爺爺在光緒年間就從事木器加爺爺在光緒年間就從事木器加
工和油漆工和油漆，，他的父親建國前就在他的父親建國前就在
「「三孔三孔」」裡從事大木作裡從事大木作。。19801980年年，，
王明亮加入王明亮加入「「三孔三孔」」古建隊古建隊，，每日每日
與漆料與漆料、、灰塵為伴灰塵為伴。。王明亮也是從王明亮也是從
小在小在「「三孔三孔」」長大長大。「。「三孔三孔」」古建古建
築群現有房屋築群現有房屋11,,300300多間多間，，建築面積建築面積
約約33..22萬平方米萬平方米，，他走過這裡的每一他走過這裡的每一
條路條路，，熟悉這裡的每一扇門熟悉這裡的每一扇門，，了解了解
每一座建築每一座建築。。這裡的一草一木這裡的一草一木、、一一
磚一瓦都有他的記憶磚一瓦都有他的記憶，，這裡就像他這裡就像他
的家一樣的家一樣。。

「「七分主人七分主人，，三分匠人三分匠人」，」，王明王明
亮記得父親的叮囑亮記得父親的叮囑，，他和彩繪的工他和彩繪的工
匠們盡心盡力匠們盡心盡力，，為這個家為這個家「「添彩貼添彩貼
金金」。」。如今如今，，王明亮的侄子和外甥王明亮的侄子和外甥
也相繼加入三孔古建隊也相繼加入三孔古建隊，，傳承尚在傳承尚在
繼續繼續。。
3434歲的邢海洋是此次採訪三孔古歲的邢海洋是此次採訪三孔古

建隊遇到的最年輕的面孔建隊遇到的最年輕的面孔，，他也是他也是
首批首批「「山東省文物修復師山東省文物修復師」。」。邢海邢海
洋說洋說，，他從小就在這裡長大他從小就在這裡長大，，父親父親
也是也是「「三孔三孔」」的老文物修復師的老文物修復師，，主主
要從事木作的工作要從事木作的工作。「。「這裡有很多這裡有很多
人都是從父親人都是從父親、、爺爺那裡學來的老爺爺那裡學來的老
手藝手藝，，一代一代傳承下來一代一代傳承下來。」。」邢海邢海
洋表示洋表示，，他們就是按照最傳統的工他們就是按照最傳統的工
藝藝，，把文物修復到最健康的狀態把文物修復到最健康的狀態。。
20012001年高中畢業後年高中畢業後，，邢海洋加入古邢海洋加入古
建隊擔任技術員建隊擔任技術員，，除了修復碑刻除了修復碑刻，，
他還承擔着他還承擔着「「三孔三孔」」古建築施工記古建築施工記
錄的工作錄的工作。。

年輕臉孔少年輕臉孔少 隊伍現斷層隊伍現斷層
雖然有邢海洋這種年輕的臉孔雖然有邢海洋這種年輕的臉孔，，但但

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瓦工隊長張樹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瓦工隊長張樹
金表示金表示，，在其在其130130多人的瓦工隊多人的瓦工隊，，平平
均年齡在均年齡在5555歲以上歲以上，，4040歲以下的工歲以下的工
匠就沒有匠就沒有。。為了保持古建築的結構完為了保持古建築的結構完
整整，，張樹金說張樹金說：「：「瓦工多是在室外作瓦工多是在室外作
業業，，古建築維修不能機械作業古建築維修不能機械作業，，基本基本
全靠人工全靠人工，，肩挑手抬肩挑手抬，，又髒又累又髒又累。」。」
張樹金回憶說張樹金回憶說，，19781978年他加入古建隊年他加入古建隊
時時，，瓦工是瓦工是「「好活兒好活兒」，」，搶着幹活不搶着幹活不
說說，，還主動拜師學藝還主動拜師學藝。「。「現在想把現在想把
『『手藝手藝』』傾囊相授卻找不到徒弟傾囊相授卻找不到徒弟！」！」
張樹金對現況頗有感慨張樹金對現況頗有感慨。。
孔令德說孔令德說：「：「從事古建行業沒有十從事古建行業沒有十

年學不出活兒來年學不出活兒來！」！」古建行業髒累古建行業髒累
差差，，體力強度大體力強度大，，人員年齡偏大人員年齡偏大，，面面
臨用工荒臨用工荒，，工藝傳承困難……這些也工藝傳承困難……這些也
都是全國古建行業面臨的普遍問題都是全國古建行業面臨的普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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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阜在曲阜「「三孔三孔」（」（指曲指曲

阜孔廟阜孔廟、、孔府孔府、、孔林孔林，，

1994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年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

錄錄），），有這樣一群工匠有這樣一群工匠，，

他們秉承傳統的建築工他們秉承傳統的建築工

藝藝，，靠打磨拋光的老手靠打磨拋光的老手

藝藝，，為為「「三孔三孔」」古建築群古建築群

進行修繕進行修繕。。匠人們所在的匠人們所在的

曲阜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曲阜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

處是一個與故宮處是一個與故宮、、承德避承德避

暑山莊修繕團隊並稱為暑山莊修繕團隊並稱為

「「三駕馬車三駕馬車」」的古建築修的古建築修

繕團隊繕團隊。。據了解據了解，，三孔古三孔古

建築工程管理處的前身是建築工程管理處的前身是

成立於成立於19491949年的曲阜縣年的曲阜縣

文物管理委員會古建築修文物管理委員會古建築修

繕隊繕隊，，也是國內最早的古也是國內最早的古

建築修繕隊伍之一建築修繕隊伍之一。。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丁春麗丁春麗 山東報道山東報道

在35°C的高溫下，油漆彩繪隊隊長
王明亮和工友們正在孔府花廳拿起畫
筆描繪庭前橫樑，他們的畫筆下，一
幅幅山水畫已經活靈活現。
「古建築的油漆彩繪絕不是拿着

畫筆簡單地描描畫畫。」王明亮
說，古建築維修容不得一點瑕疵，
他經常翻閱大量的孔府檔案，從歷
史檔案裡查找彩繪的證據。每項工
程開始前，王明亮都要反覆翻閱設
計方案，吃透設計方案精髓。此次
「三孔」彩繪保護工程也有着明確
的規定：嚴格按照設計方案進行，
需要變更的要召開專家認證會，上
報通過才能實施，不做好周密的準
備不許開工。
僅孔廟大成門上架大木老彩畫

的資料留取，王明亮就整理出 52
份檔案。檔案中清楚記錄着彩繪
中每一根線條的粗細、間距、色
彩， 這樣的文圖資料可以讓後人
修繕有據可查。

「古建築每個木構件的彩畫從砍
淨撓白到彩畫成活，一般需要30餘
道工序，一個工作周期需要兩個多
月。」王明亮說，從最初的拓片、
描繪、手繪原始彩畫小樣，到線麻
加工、桐油熬製和血料發製，從砍
淨撓白、捉縫灰，再到磨細鑽生、
拍譜子，再到裝大色、拘黑、退暈
和包膠貼金，歷經幾十道工序，一
座古建築體的油飾山水畫才能「顯
山露水」。

「『三孔』彩繪保護工程秉持的
是傳統老手藝，全部使用老原
料。」油漆彩繪隊隊長王明亮介
紹。 以貼金箔的金膠油和顏料老油
為例，都是嚴格按照師父傳下來的
傳統工藝，用生桐油進行熬製。按
照工程需要，分別熬製不同的火
候，加入不同數量的乾燥劑熬製而
成。王明亮說，他們從不在市場購
買成品材料。
這樣一種用途廣泛、用量巨大的

必備材料，卻鮮有人能熟練掌握其
熬製技法。王明亮說，掌握了當年
老師傅的傳統工藝還不行，還要練
就一副「火眼金睛」，準確把握熬
油的火候。「傳統方法熬製油可延
年！」王明亮說，這是現代成品油

無法替代的。
據王明亮介紹，孔廟大成門的彩

畫是最高級的金龍和璽彩繪，金龍
和璽、龍鳳和璽等多類型彩畫也彰
顯了「三孔」的歷史文化價值。在
為彩畫「貼金」環節，「三孔」匠
人有着自己獨創的「濕貼」工藝，
讓「貼金」可以在戶外一般條件下
作業，不必再搭建「金帳子」。同
時還比較節省金箔，這體現了「三
孔」匠人技術的精湛程度。
貼金時，要嚴格掌握金膠油的乾
燥時間，金膠油乾過了貼不住，乾
的不好金箔就會發黑。王明亮說，
何時貼金，全憑老師傅的多年經
驗，匠人們秉承的正是一代代傳承
下來的傳統工藝。

為了讓讀者更能從採訪中感受「三
孔」匠人的傳統工藝，三孔古建築工程
管理處副主任孔令德帶香港文匯報記者
爬上了孔廟快睹門的房頂。工人們正在
做的這道工序叫「苫背」，是將麥秸灰
抹在屋面望板和望磚上，在這之後才能

鋪設灰泥和瓦件。「苫背」的北京官式
做法是白灰摻上青灰和麻刀，曲阜卻有
當地傳統做法，是將白灰和麥秸摻在一
起。
孔令德說，摻麥秸可以提高石灰的拉

結強度，正是因為這道傳統工序，古建

築的屋面提升了堅固性，可歷百年風雨
洗禮。
在孔廟大成殿前，孔令德指着窗下的

牆壁表示，這是代表古代建築中瓦工最
高水準的「乾擺牆」。「乾擺牆」需使
用於擺磚，乾擺磚要人工將毛磚逐一砍
磨，採用五扒皮做法。整個牆面做好後
光滑平整，嚴絲合縫，甚至連頭髮絲都

插不進去。目前，遊客還能在大成殿、
孔府二堂三堂的地面磚欣賞到這一傳統
工藝。
「老瓦工師傅四個小時才能磨好三塊

乾擺磚，完全是手工操作！」張樹金告
訴記者，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無法代替手
工打磨，手工作品更自然，更有一種靈
感。

孔廟西北角是三孔古建隊的木作坊，幾
十米的作坊裡吊扇呼呼地轉着，64歲的木
作隊隊長陳根全正在用鋸切割一根細小的
榫。他全神貫注，任由臉上的汗流下來。

製作考工夫 需時過百日
木作坊東側是陳根全和同事創作的孔廟
奎文閣縮小版模型，目前已經做到了第二
層。奎文閣是以藏書豐富、建築獨特而馳名
中外的孔廟藏書樓，高23.35米，闊30.1
米，深17.62米，黃瓦歇山頂，三重飛簷，
四層斗栱。內部兩層，中夾暗層，層疊式構
架，底層木柱上施斗栱，斗栱上再立上層木
柱。陳根全表示，這個縮小版模型和奎文閣
一模一樣，全部為木質結構。整個模型製作

需時800小時，七八個工匠聯手製作也需要
100天左右。而這巧奪天工的奎文閣模型，
不但可作為「三孔」重新開放後的展品，亦
是後人修復時可參考的依據。
1985年，奎文閣落架大修。年輕的陳根

全跟着老師傅們將奎文閣一件一件拆下來，
又一件件全部組裝成了現在的奎文閣。他清
楚地記得，奎文閣幾千件木質構件擺滿了整
個院子。奎文閣落架大修是古代建築木工修
繕中有名的案例，也正是因為當年參與修繕
奠定的基礎，陳根全再一次「挑戰」全木結
構的縮小版奎文閣，這也是對大木作傳統工
藝的「挑戰」。「沒有幾十年的木作技藝，
根本做不來！」陳根全如是說。現場可以看
到，木作坊裡操作的匠人多為年長者。

製藏書閣模型 參考展示皆宜

翻史料查舊檔 畫筆顯山露水

手磨磚砌乾擺牆 嚴絲合縫更自然

生桐油造顏料 金龍臉上「貼金」

■由陳根全和同事創作的孔廟奎文閣縮小版模型
第一層已基本完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

■■經過經過「「苫背苫背」」工序的屋頂可歷百年風工序的屋頂可歷百年風
雨洗禮雨洗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攝

■■在王明亮的畫筆下在王明亮的畫筆下，，
一幅幅山水畫在橫樑上一幅幅山水畫在橫樑上
活靈活現活靈活現。。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丁春麗記者丁春麗 攝攝

■ 2014 年 4 月啟動的
「三孔」古建築彩繪保護
工程，目前已進入大面積
修復階段。 資料圖片

■孔令德表示，很多工人都將祖傳的
修繕技藝運用到文物保護事業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