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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18 日，苏州园林集团

组织“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

承人集中收徒仪式，28 名年轻徒弟

站成一排，向陆耀祖、薛林根、钟锦

德等 10 位香山帮大师拜师行礼。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

承保护必须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现

在很多古建施工仅仅是简单的建筑施

工，不是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做出

来的东西已经开始走样、不像了！”

香山帮传统营造技艺世界级非遗传承

人陆耀祖感慨道，“苏州园林集团牵

头做这件事功德无量，我作为一名集

团的退休员工能参与进来，感到很光

荣、很有成就感。”

构建人才金字塔

首批“香山人才计划”的 28 位

学员里，有 10 位其实已经是江苏省

或苏州市级名师，仪式现场，他们分

别拜了陆耀祖、薛林根和钟锦德等国

家级大师为师，向大师殿堂迈进。

“非遗传承看重师承关系、讲究

师出名门。”苏州园林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沈伟民介绍，“我们集团是香

山帮一脉传承的主体，正在加快培育

金字塔形的人才梯队，实现传统营造

技艺的活态传承，确保传统技艺有人

做、有市场、有影响，让非遗传承的

道路越走越宽。”

除三名国家级大师以外，苏州园

林集团还要求张喜平、孙小青、顾水

根、唐盘根一批集团在职名师带徒授

艺。李嘉寅是拜师仪式上学徒中最年

轻的培养对象，今年才 21 岁，去年

从苏州园林集团与苏州旅游与财经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创立的古建班毕

业后，留在了苏州园林集团工作。这

控保建筑开工修缮，曹文韬第一次跟

着孙小青登上了屋顶盖瓦。刚爬上屋

顶，曹文韬战战兢兢地保持着平衡，

孙小青帮他在脚底垫上一块瓦，耐心

地传授诀窍“身体重心前倾一点，站

立会轻松一些，左脚靠前，方便你右

手操作。”师父的魅力在手把手的教

学中渐次释放，他将工具和材料一一

陈列，接着紧凑而麻利地演示屋面瓦

的铺设，曹文韬看着师父在言传身教

之间，手起手落，几十年的经验就铺

陈在这片屋面之上。

非遗传承，传承的不仅仅是手艺，

还有那一份情怀和执拗。有一回，孙

小青铺设完屋面站在地面往上望，发

现屋脊一头有块瓦似乎有点破损。顶

着正午的大太阳他重新爬回屋顶，确

认后立即更换了一块，又将那一整排

的瓦重新铺设了一遍。虽然周遭暑热

未散，但曹文韬内心却倏然凉爽和宁

静下来。无论学习技艺还是做人都要

有责任心、有耐心，一朴含藏万丽。

“一片瓦其实无伤大雅，但师父的一

丝不苟和严谨细致，让我感悟到大师

都是成于细微。”

和其他拜了师的学徒一样，李嘉

寅也非常珍惜这次得来不易的学习机

会。李嘉寅拜在木作大师唐盘根名下，

但在工地现场，其他年长的师傅们都

成了他的老师。“每天跟着师傅们学，

今天修个隔扇，明天做个花窗，最后

知识零存整取。”

现在，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香山

帮，逐渐补充了更多80后、90后的“新

鲜血液”，代际传承体系已初步形成。

新生代工匠们分布在全国乃至世界各

处园林、古建工地，在传统文化创新

回归的新时代，香山帮传统建筑正以

独有魅力征服着世界的审美，成为装

点美好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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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听说“香山人才计划”，他第一时

间报名，成了木作大师唐盘根的徒弟。

建立师徒关系后，就要在传承

上下功夫，集团为大师们安排了专门

工作室和实训基地，根据工种和学徒

自身特点，为徒弟们量身定制课程。

走上公司管理岗位的孙小青，已经有

14 年未正式收徒了，而今年不止收

了徒弟，还几乎天天上工地指导。

学手艺辛苦是正常的，但如果收

入又低，一些年轻学员恐怕难以长期

坚持。为鼓励年轻人潜心学艺，园林

集团在基本薪酬之外，为每名学员另

发 3 万元学艺津贴，若学员取得技师、

高级技师证书，根据实际贡献可享受

企业中层、高管待遇，这让年轻人走

技能道路备感“有奔头”。

按照集团的规划，力争通过五年

时间培养一批香山帮工匠队伍，一批

在行业内领先的香山设计师队伍，其

中国家级大师 10 名、省级名师 20 名、

市级名匠 30 名。 

“作为苏州园林行业唯一的国

企，我们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决

心和能力真正为香山帮技艺培养一

批年轻的知识型的新时代工匠队伍。

虽然这是一件投入大、周期长、见

效慢的事情，但这既是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文化自信、

工艺自信的集中体现。”沈伟民说。

传承的火种

拜完师后，徒弟们的生活悄然发

生了变化，原来每日相伴的是电脑，

而现在变成了各种传统工具。曹文韬

庆幸赶上了好时候，得到了师父孙小

青的倾囊相授。

今年夏天，苏州古城的一座清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