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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古建是一门高深的技艺，

带一个徒弟比带一个研究生还要费功

夫，除了基础理论、更多的是实践操

作，至少要‘学三年帮三年’，出师难、

成为大师更难，假如没有更多的年轻

人加入到这个队伍，香山帮这个世界

知名的传统工艺、民族文化就真的要

失传了。”半年前，“香山人才计划”

的实施，让孙小青看到了希望，香山

古建公司（苏州园林集团旗下企业）

的一名资料员曹文韬找到了孙小青，

希望能拜在他门下学习香山帮瓦作。

“香山帮”的“帮”，是一个

规模可观的工艺群体、是多工种精

细化的综合组成。曹文韬在“香山帮”

工种里选择了“八大作”之首的“瓦

作”，因为古建筑外观最直观的就

是屋脊，屋脊的造型决定了建筑的

气势，这些正是出自于瓦作之手，

让他心驰神往。

作为本科毕业生，选择当一名“瓦

匠”从头学起，这在外人看来不太能

理解。但曹文韬说，他从小对传统工

艺感兴趣，毕业后就倾心于古建有关

的工作。“不仅是苏州的园林、古建，

国内外很多知名古建名胜，像美国明

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易园、重庆濯

水风雨廊桥，上海豫园等都是出自集

团的香山帮大师之手，布达拉宫、故

宫等著名古建也是由香山帮团队进行

维护修缮，我特别想成为其中一员。”

曹文韬前前后后拜访了孙小青四次，

感受到这个小伙子的诚恳，当了解他

父母也大力支持后，孙小青同意了。

“毕竟是学手艺，周期比较长，

回报比较慢，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去学，

有些好苗子也中途放弃了。小曹他毕

业于南京林业大学，既有理论知识，

又愿意静下心来学，我就要尽心地教

好他。”孙小青说。

　　非遗传承，传承的不仅仅是手艺，还有那一份情怀和执拗。

非遗瑰宝，
“香山帮”新生代成长记

技 艺 也 面 临

着 后 继 乏 人

的困境。

今 年 4

月，苏州园林

集 团 启 动 了

“香山人才计

划”，曹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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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香山帮”的标签。古建营造于这

些学徒来说将是终生的事业，蕴含了

几代人匠心独运的非遗瑰宝，将在他

们身上得到接续和传承。

播撒希望

瓦作大师孙小青17岁开始学艺，

长达 38 年的光阴里，传统建筑营造

成了他一辈子割舍不了的热爱。年过

半百，他觉得自己精力还旺盛，平时

经常下工地上屋顶。然而，每次看到

头发渐白的水作师傅们仍在屋面上上

下下，心头也不免泛起心酸，更加意

识到技艺传承的紧迫性。

撰稿｜苏　园

13岁那年，曹文韬跟着家人到

故宫游玩，庄严气派的古老

建筑惊艳了少年时的他，也激起了他

对古建筑的喜爱和憧憬。那时的曹文

韬还不知道，紫禁城是他的家乡苏州

香山工匠的一次“集体汇报演出”。

“江南木工巧匠皆出香山”，

1417 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

蒯祥为首的苏州香山工匠先期北上，

参与建造皇宫，蒯祥出任大明“木工

首”，永乐皇帝称之为“蒯鲁班”，

由此，演化出了举世闻名的“香山帮”。

从砌墙盖瓦到门楼砖雕、叠山理水，

千百年来，“香山帮”匠人们用双手

营造了数之不尽的传世佳作。然而，

随着时代变迁，“香山帮”传统营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