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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榫一卯，难忘师恩

8名徒弟筹建“老木匠之家”扬匠魂

倾囊相授 从不藏私

在“老木匠之家”正式开工前，

朱发达、朱明月、王方右、胡慷慨

⋯⋯除 1 人有事没能到场外，朱崇

鱼的7名徒弟从金华各地赶到晏塘

村，共同商讨筹建计划。

一晃数十年过去，昔日的毛头

小子都已经满头华发，最大的徒弟

今年 78 岁，最小的也有 55 岁。谈

起跟着崇鱼师学手艺的过往，大家

都感慨万千，滔滔不绝。点滴往事

娓娓拼凑，恩师的音容笑貌仿佛又

近在眼前。

朱崇鱼16岁学做木工，凭着自

己的吃苦耐劳，掌握了木匠的竖

屋、家私、牛犁耖耙等制造手艺，在

村里村外声名远扬。村民想请他

上门加工，起码得提前一两个月预

约，可见其知名度。

在众多徒弟中，本村的朱茂槐

是最早跟朱崇鱼学手艺的。他既是

门下大弟子，也是朱崇鱼的侄子。

今年78岁的朱茂槐，还能清楚地记

起跟着师傅学艺的经历。“那时是

1959年，金川乡在宁塘村办了一家

木器社，负责做家私，帮助各生产队

修理农具。”朱茂槐说，朱崇鱼是木

器社的顶梁柱。有次社里开展劳动

竞赛，朱崇鱼一个月做了45天份额

的活，得了全社第一名。

作为师父，朱崇鱼教导徒弟时

倾囊相授，从不藏私。“那几年，我在

阿伯手下学到了真手艺。”朱茂槐

说，比如做踏水车，想要做好踏，车

垒鼻校正是关键，相差一根墨隙，劳

动强度与岀水量就大不一样。这些

诀窍，都是朱崇鱼在几十年木工生

涯中一点点摸索、一点点总结出来，

而后又无私地传授给徒弟。

“丈公教我的手艺终生受用

啊！”朱崇鱼的徒弟黄济民是武义

县王宅镇四八店村人，2000 年，他

自己岀来办了一家机械设备厂，为

防盗门企业做化工塑料的配套，加

工硫酸池塑料槽。“不要小看这简

单的塑料槽，许多人做出来的两三

年就用坏，我做的可以用上 10 年，

靠的就是当年丈公教我的墨斗放

样单衬、双衬技术。”

言传身教 师恩似海
在徒弟们的谈论中，朱崇鱼除

了精湛的木工手艺，更让人难忘

的，是其德艺兼备的工匠品格。“学

艺先学做人”，这名老木匠言传身

教，用实际行动向弟子传达了这个

质朴的道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有一

项约定俗成的规矩：师傅上门加工

完成后，当天下午吃了主人家烧的

点心，就可以交差了。可是朱崇鱼

从不这么做。他总是利用还有点

时间，给雇主家做件小凳子、小桌

子什么的。“宁愿自己吃亏，也要让

别人满意。”这是伴随朱崇鱼木工

生涯的一句话。

“跟着崇鱼哥学做木工，更是

学做人。”徒弟朱发达说，“我是苦

出身，早年丧父，娘体弱多病。看

到我们一家生活困难，崇鱼哥主动

上门对我娘说，叫发达跟我学做木

吧，好歹有口饭吃。就这样，我于

1962年当上了小木匠。”

老一辈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富不学匠。”过去当学徒很辛

苦，除了正常出工，有时还得起早贪

黑给师傅家干家务、干农活，碰上脾

气暴躁的师傅还会受打骂。当时仅

有16岁的朱发达刚拜师，心里真有

些忐忑。可是一段时间下来，他从

没见过崇鱼师朝他发脾气，不仅如

此，只要他提问，崇鱼师都会耐心指

教；即便做错了事情，崇鱼师也是心

平气和地与他说。师傅的温和、宽

容，使得他逐渐喜欢上了这门手艺，

以至于后来走上职业木匠的道路，

坚守到现在。

朱崇鱼一生与木为伴，用自己

引以为傲的手艺，养活了一家八口

人。到了晚年，他仍旧放不下自己

的老本行，75岁时还亲手带出了一

名关门弟子。

“跟着外公的两年，我既学会了

谋生的本领，也学到了做人的道

理。”朱崇鱼的关门弟子、也是他的

外孙胡慷慨说，自己学木工时正值

高考失利，刚开始总安分不下来，心

里还想着读书。外公看出了他的心

事，对他说：“能考上大学当然更好；

考不上，那就认真学习手艺。男人

要承担责任，既然选择了另一条路，

就不能一心二用，否则一事无成！”

外公昔日的教诲言犹在耳，深深地

刻在胡慷慨的脑海里。

薪火相传 匠魂不朽
徒弟们一致表示，师傅虽然平时

很好说话，工作起来却绝不偏袒。每

当接到一桩活，尤其是像造房子这样

的大工程，朱崇鱼都要提前谋划，认

真分工。施工过程中，他总是自己干

最重的活，时不时检查制造质量、监

督进度，容不得半点瑕疵。

朱崇鱼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影响了每一个徒弟。徒弟黄济民

说，自己第一天上工，跟着崇鱼师

去龙山镇胡塘下村造房子，推了一

天的刨，稚嫩的手心全是血泡。“我

真想立刻逃走！”黄济民感慨道。

还是朱崇鱼耐心劝导，帮助他克服

了浮躁，如此坚持学习了三年。后

来，黄济民几次改行，但师傅那种

专注、热忱的工匠精神已经融入他

的血脉里，跟随他辗转数个行业，

做出了一番成绩。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

传授技艺的时间，往往是有限的，

但 对 徒 弟 的 影 响 ，却 是 巨 大 的 。

老木匠的儿子朱有抗说，他小时

候常看到父亲带着徒弟在家里来

来往往。记忆中每逢春节，朱明

月就挑着一担柴、拎着一碗麦饼

肉上门拜年，这样的场景不知延

续了多少年。

伴随着工业文明发展，师徒制

仿佛逐渐消亡在公众视野中。但

在以五金产业闻名的我市，依然有

许多企业保留着原始的师徒纽带

制度。道一声“师傅”，敬一碗茶，

这是一份师徒契约，更是一份对师

长的敬畏，对职业的敬畏。“传帮

带”的师徒制，传递的不只是工业

文明的薪火，更是爱岗敬业、追求

卓越、甘于奉献的工匠精神。

二十年弹指一挥，故人作古，

其留下的精神财富仍激荡在后人

心中。为怀念师恩，为铭记、弘扬

工匠精神，8 名徒弟重聚在一处，在

我市乡土学者的帮助下，拟定了

“老木匠之家”的建造蓝图。整个

“老木匠之家”拟由四部分组成：老

木匠的生平事迹介绍（包括“徒弟

心目中的师父”）、木工发展沿变

（包括木工工具展示）、木器精品

展、工匠精神讲坛等。

“我们预计明年6月底造好‘老

木匠之家’。”朱崇鱼的徒弟王方右

对记者说。他看着师傅的故居，眼

底浮现出无限的怀念。

徒弟们的义举获得了村里的支

持。村干部带头伸出援手，帮忙解决规

划难题，希望将其打造成晏塘村弘扬工

匠精神、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

近日，古山镇晏塘村一座
老宅里来了一批木匠，引起了
村民的好奇。“崇鱼师都走了
20 年了，他儿子也住在外头，
怎么他家老房子又要翻修了
呢？”村民们议论纷纷。

崇鱼师本名朱崇鱼，是当
年上下三处有名的木匠师傅。
他 生前一共带出了 12 名徒
弟。在老工匠故去多年的当
下，仍在世的 8 名徒弟决心拾
起老手艺，合力为师傅建造一
座“老木匠之家”。

我市画家进京
办展获关注

□记者 高婷婷

近日，我市画家朱一虹“青词”个人作品

展在北京艺术粮仓美术馆开幕，众多艺术

批评家、书画家及书画爱好者慕名到场参

观。

本次画展共展出朱一虹作品三十余

幅。其作品以当代水墨的形式在东西古今

融合共通的变化中，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打

开了虚色美学叙事的图像文本。中国人民

大学学院院长牛宏宝评论：“直面朱一虹老

师绘画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条条笔线

和颜色机理处理之间的关系。我想到一个

词：后象。它不是让你看，而是让你回味

的。就好像让我们回到一个带有情感记忆

的某种状态、一种独特的微妙的一种状

态。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荒寒意境和关系

中，一种类似于禅修之后温馨和苦涩的交

织。”

该展以“青词”为题，展现了朱一虹绘画

独特的质感。青，一种生生不息的颜色；词，

诗的一种别体。青词，即用绘画形式书写生

命的词章。对朱一虹来说，绘画既是他每天

的工作，也是一种修行。“这个展览是我近十

年来水墨艺术探索的结果。”朱一虹说，“形

式于绘画是一种根本，而我的画追求一种有

意味的形式表达。我以为，西方绘画注重纯

形式意味的研究，而我们的传统绘画注重形

式、内涵的生成。两者相克相生、完美结合，

给人以形而上的感染。我试图把西方形式

观念跟我们传统的意境观念，还有中华民间

的艺术形式糅合在一起，贯通古今，形成自

己的艺术语言。”

本次画展的策展人，人民大学教授、哲

学家、评论家夏可君则表示，观朱一虹的作

品，画面颜色细微的差异、微妙的过渡、相互

的呼应，把中国设计、中国叙事美学发挥到

了极致。他的绘画能够把绘画平面的基底

进行细致处理，所描绘的残荷以及各季节荷

花的形状，都在画面中自由地苏醒。作品把

呼吸和自然、形象与基底、绘画的平面，都表

现得非常透气，这是来自中国艺术最内在精

髓的流露。

开幕式现场，嘉宾对此次展览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他们认为，在当代中国绘画中，

朱一虹运用中国当代水墨与书法解构的独

特语言，不断找寻新的创作方法，表现了一

种出自个人视角的生命形态，它们体现着特

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方式，包括创作者自身独

特的艺术表达。

据了解，该展览截至12月8日止。

□记者 高婷婷

朱一虹朱一虹《《妙法莲花妙法莲花》》系列系列

人人参与文明创建

，个个争当文明市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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