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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木作匠人的工匠精
神传承后人

展览由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与
日本神户竹中大工道具馆合作举
办，为“2019 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
年”系列活动的第 101 个项目。

日本竹中大工道具馆是日本唯
一的木工工具博物馆，藏品超过
3.2 万件。来宁波展出的有各类木
工 工 具 52 件 ， 模 型 26 件 。 模 型
中，出檐深远的药师寺东院堂 1：2
斗拱模型极具日本本土气息。

主办方表示，无论在中国还是
日本，传统工具与营造技艺都面临
着被现代建筑技术所取代的危机，
因此，在保护幸存至今的古代木构
建筑本体的同时，对传统工具与营
造技艺进行收集、保存、研究、展
示，将大木作匠人的工匠精神传承
后人，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应有之
义。

日方专家认为，宁波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自室町时代起
就与日本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传
统木构建筑技术随着佛教从中国一
同传入日本，日本工匠在学习、吸
收的过程中，又有所创新。《哲匠
之手——中日建筑交流两千年的技
艺》 特展，既展示了中日两国木结
构建筑体系的共性，也体现出日本
匠人在吸收后发展木工技艺的文化
特性。正如文化意义上的“回乡省
亲”，从建筑的角度来看，特展就
是“木工技术的回乡省亲”。

中日双方专家介绍，东院堂斗
拱模型采用了日本出产的珍贵桧
木，而保国寺的建筑材料中就有桧
木，这也印证了中日两国“海丝”
建筑文化在技术、材料、形制等各
层面有着广泛的交流。

■保国寺大殿如文化使者
联系古今中外

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郭黛姮从事建筑史学研究
60 多年，也是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首席学术顾问。她上个月来甬参加

中日传统建筑学术座谈会时说，南
宋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很大发
展，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文化
交流和商贸交流活动逐渐增多，也使
得建筑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保国
寺是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古建的样
本，大殿的有些做法是 《营造法式》
中提到的孤例，也影响了 《营造法
式》的编撰。”

在她看来，宋朝时中国的建筑
深受日本人尊崇，随着中日商贾、
僧侣等往来频繁，建筑文化和技艺
交流甚多。日本现有诸多木构建筑
文化遗产，在规模和技法上参照了
中国宋法建造。

“保国寺不仅保存了历史上宋
代建筑的痕迹，更有意思的是，它代
表了当时中国一般寺院的布局规则，
在结构布局上总结了古代建筑很重
要的东西，很多装饰是当时最先进、
最流行的。”据她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保国寺使用的斗拱等级较高，藻井最
有特点，而且藻井所用的弧形构件
最早采用了水湿压弯做法。

在寻找日本建筑的实例时，郭
黛姮发现日本镰仓的圆觉寺舍利殿

与宋代建筑非常相似，主体周围有
廊，底层五台阶，上层是大殿，斗
拱跟保国寺的很相似。“我觉得在
宋代建筑当中，保国寺是一个典型
代表，它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和文化的交流。保国寺大殿如一
个文化使者，从中国的古代走来，
又将现代人联系在一起。”

■框架锯和平推刨是两个
革命性工具

“中日古代都有高明的匠师为
我们留下珍贵遗产，他们使用的框
架锯和平推刨是两个革命性工具，
对传统营造、建筑技术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
学院教授李浈长期从事建筑历史与
理论的教学和科研。他说，这两个
工具的发明时间相对晚一些，两者
也有所不同，平推刨在日本叫拉
刨，框架锯对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
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李浈认为，南北朝后期到隋末
唐初，中国工匠发明了框架锯，他
在唐代文献里找到了明确的记载，

中国能够解木的锯只能是框架锯。
“放大 《清明上河图》 以后，可见
刨和框架锯，西夏壁画中也有框架
锯。”

李浈认为，宋代以后框架锯的
形象以及加工比较成熟，使用方法
和今天相同。唐代建筑斗拱硕大，
宋代建筑向精细化方向发展，框架
锯对它的影响巨大。保国寺很有名
的瓜棱柱，也跟它有很大的关联。
明代以前，大料比较难找，古建筑
如果需要一些大的材料往往采取拼
接的做法，这种做法必须基于精确
的加工。“换句话说，框架锯提高
了材料的利用率。”

李 浈 说 ：“ 还 有 一 种 观 点 认
为，框架锯的发明可能直接促使了
中国古代模式化制度生产的提升
或者形成。”宋代文献记载了一个
专 业 的 工 种 叫 锯 营 ， 也 叫 锯 匠 ，
他们的工作是把大木头变小。到
了近代，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锯
匠。“ 《营造法式》 里面有一段就
讲到了锯匠的工种，解木头自古
以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框架锯的发明改变了工具的组

合，使中国的木材解料制度步入了
新的历史阶段，促成多种平木工具
的探索，特别是刨的发明和发展。
刨由最初的刀形发展到了有横手柄
并固定在木柄上。这是中国的木工
工具全面成熟的阶段，也是木工工
具发展的高峰期。

李浈说，《清明上河图》 中工
匠用的刨，是平推刨的前身。中国
古代的平推刨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应该不晚于南宋后期，这是 20 年
前的结论。南宋有一个进士写过一
本字典，里面记载了刨子。根据我
们的研究，它就是平推刨。”

唐 宋 以 来 ， 平 木 工 具 是 多 样
的，框架锯发明以后，所有的平木
工具寻求和框架锯配合，最终的结
果是平推刨胜出。平推刨的发明是
基于木作表面加工平整的需要，也
是基于小木作的需要。平推刨在南
宋后期发明并得到广泛使用，它影
响了木工工具的配套使用。

在研讨会上，中日建筑专家还
围绕保国寺的建筑形制、建筑供
材、木工技艺等，进行了广泛交流
和研究成果共享。

保国寺保国寺““哲匠之手哲匠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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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玮 吴央央

今 天 的 世 界 是 电 信 技 术 的 社
会，任何人离不开手机。而在手机
之前，人们使用的是电话、电报，
电报是奠定手机的基础，中国最早
的电报是 19 世纪末由外国人引进
的。宁波大学龚缨晏教授说：“最
早用中文介绍电报的是美国人玛高
温，他是美国传教士，1841 年来到
宁波。一开始他不会中文，一边学
医给人看病一边学汉语。他是早期
宁波跟世界交往的媒介。”

龚缨晏介绍，1977 年，在日本

找到一部关于电报的中文著作《博
物通书》，是美国人写的，于 1851
年在宁波出版。它是最早用中文介
绍电报的书，所以受到国内外研究
者的重视。《博物通书》 在日本陆
续 找 到 9 部 手 抄 本 ， 澳 大 利 亚 也
有，然而一开始在中国并没有找
到。幸运的是，后来发现有一部藏
在天一阁。

玛高温在《博物通书》序言中写
道：“耶稣会士西医玛高温，寓浙江
宁波府城北门外，爱华堂讲道劝人、

施药治病，最恶鸦片害人，即中国所
禁 者 。有 人 真 心 求 解 可 来 本 堂 疗
治。”“可见他是一边出书，一边为医
院做了广告。”龚缨晏教授这样解
读这段话。天一阁的这部书从哪里
来的？是朱鼎煦先生捐赠的。

《博物通书》 里有很多插图，
画了各种机器和电池的串联、并
联，其实是从欧洲出版的介绍电报
的书里摹绘过来的。因为当时中国

人对电报一无所知，玛高温只好用
大量的图片来辅助介绍。譬如西方
的魔术师利用静电会吸附东西的原
理，做了变魔术的装置，玛高温翻
译过来时，将魔术师换成了中国人
的形象，让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

电报如果用英语的 26 个字母
传递，比较简单。而汉字怎么用电
报表达呢？龚缨晏教授介绍：“玛
高 温 想 到 的 是 中 国 人 练 书 法 的

‘ 永 ’ 字 八 法 。 他 设 计 了 一 个 转
盘，有上、下、内、外、左、右、
中，一点、一撇、一横、一竖等。
把汉字拆分后，就可以用指针旋转
来表达了。这个方法很复杂，后来
几乎没有人使用，人们用得更多的
是摩尔斯电码。但无论如何，这部
在宁波出版的 《博物通书》 是最早
介绍电报的中文著作，也是最早设
计出中文电报代码系统的书。”

最早介绍电报的中文著作出自宁波

天一阁的地方志收藏颇具特色，
家谱收藏亦是如此。从天一阁所藏的
一份张氏家谱中，可以看出 19 世纪
宁波人与世界的密切联系。

张氏家族出了一个名人叫张斯
桂，曾担任过出使日本的副使。龚缨晏
教授介绍，从家谱可知，张斯桂跟中国
的第一艘轮船有关。

历史上宁波是中国重要的造船
中心，但宁波以前造的是木帆船。鸦片
战争后，中国有了第一艘轮船，叫“宝
顺轮”，是宁波慈溪人买的。现庆安会
馆有块碑，镌刻着《宝顺轮始末》，文
章由当时著名的文人董沛撰写，其中
提到“慈溪张斯桂督船勇”。也就是
说，张斯桂指挥过船上的士兵。

为什么宁波人会去买轮船？龚缨
晏教授详述了其中的缘由：太平军占
领南京后，京杭大运河不通了，漕粮
运输只能改走海路。海运不仅要有
船，还要熟悉航路，宁波人在这方面
占有优势。但精明的宁波人很快发
现，回来时空船容易亏本。朝廷后来
提出，运粮船返回时购买的货物可以
不收税。宁波人看赚头很大，就承接
了运漕粮的任务，返程时把北方的
花生、红枣、豆饼等货物运回来。
由于来和去的货物都很多，结果诱
惑了大批海盗去抢。

为了保护商船，驱赶海盗，漕运

商人就想到要买一艘外国轮船。这里
涉及几个问题：船是哪里买的？为什么
叫宝顺轮？什么时候买的，是一艘什么
样的船⋯⋯龚缨晏教授花了很多时间
搜寻国外的资料，终于发现了宝顺轮主
要船东的后代保存下来的1856年前后
的账单，账单上记录了 12月 24日付工
钱，付了多少。

在 当 时 ，“ 宝 顺 ”拼 作“Paoush-
un”，沿着这个线索，龚缨晏教授又找
到了英国的老式船记社以及老式年
鉴。我们终于知道，宝顺轮是 1851 年
在美国纽黑文制造的。当时的轮船有
两种样式：一种是明轮，轮子可以看
得到；另一种是暗轮，螺旋桨在船底
下。根据登记，宝顺轮是暗轮。至于为
什么叫宝顺？这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船最初是为它而造的，总部位于英国
伦敦，在中国有好几家分公司。

船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董沛的
文章里没有讲清楚。好在当时有外国
人在宁波办了一份报纸，叫《中外新
报》。上面有个报道，说宁波人新买
的宝顺轮进港了，请了许多官员去
访问。据此龚缨晏教授确认，宝顺
轮进入宁波港是在 7 月。遗憾的是
这份报纸已经找不到了，目前能看
到的是英国人根据《中外新报》内容
又翻译成英语的报纸。

宝顺轮后来怎样了？据龚缨晏教

授考证，船当时属于一户姓费的人
家，他们愿意捐献给国家。政府官员
很高兴，在奏章上写到了这一点。就
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军队攻打宁波，
通常的一个说法是，为了封堵航道阻
止敌军入侵，把船沉到海底了。但其
实是还没来得及沉掉，法国军队退走
了。再后来船“老”了，就被拍卖了。“启
者于二十四日两点钟，在华顺栈拍卖
宝顺轮船拆下旧篷、桅、绳索、舢板
⋯⋯”龚缨晏教授说：“这是我找到的
上海报纸上登的消息，宝顺轮的最后
命运就是这样。”

张斯桂，出生于商人家庭，为慈
溪（现江北）马径村人。19 世纪 50 年
代，大量传教士来到宁波，其中有一
位是美国的丁韪良。丁韪良不仅教张
斯桂英语，还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授
给他，张斯桂成为当时“睁眼看世界”
的中国人之一。后来，他被洋务派官
员看中，带到福建船政局去造船，后
又成为驻日大使的副手，被派到日
本。龚缨晏教授笑言：“他是中国最早
的正式编制的外交官之一。”

弟弟张斯栒从小跟着哥哥学英
语，后来被派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做
秘书，在英国待了 20 年。当时的《申
报》刊登过一首诗，赞颂兄弟两人是
难得的人才。从中也可以看出，宁波
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性。

中国第一艘轮船的故事“藏”在天一阁家谱里

天一阁所藏地方志里有一部
民国时期的 《鄞县通志》，其中
介绍了私立甬江女子中学。“清
道光二十四年，爱尔德赛女士，
由英国来甬传道创设女塾，招生
就学，不仅开了宁波女子教育的
先 河 ， 亦 为 中 国 第 一 个 女 校
也。”这所学校是爱尔德赛女士
创办的，是私立甬江女子中学的
前身。爱尔德赛这个名字读来拗
口，清朝末年的宁波人大部分是
文盲，怎么叫？于是另外给了她
一个称呼——马利姑娘。诺奖获
得者屠呦呦初中就读的学校就是
私立甬江女子中学。

马利姑娘出生于英国的有钱
家庭，小时候遇到马礼逊，他是
英国最早到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
士，马利姑娘因为他而对中国充
满渴望。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
外国人进入有很大的限制，马利
姑娘只好先在印度尼西亚住了 6
年，从事女子教育，后来到了澳
门。宁波开埠后，马利姑娘在江
北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在清
代，女人的地位很低，绝大多数
是文盲，穷人的女孩子地位更
低，马利姑娘改变了一些人的命
运，非常了不起。她还教残疾的
女孩子一些手艺，所以她也是中

国残疾人教育的开创者、中国职
业教育的开创者。”龚缨晏教授介
绍，马利姑娘在中国待了 16 年，
一辈子没结婚，把全部爱心奉献
给了宁波底层女子。后来学校规
模扩大了，就搬到了宁波城里。

马利姑娘晚年去了澳大利
亚，在那里她造了两层小洋房，取
名“庄桥”，寄托了她对宁波的感
情，屋里的许多家具是由宁波运
去的。她还养了一条英国的狗，唤
作“黄狗”。周围人以为那是狗的
名字，其实是宁波人对狗的通称，
从中可以看出她对宁波的热爱。

马利姑娘去世后，房子被火烧
了，大批从宁波带去的资料也没有
了。她曾培养了几个宁波穷人的女
孩，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
章，这些报纸被保留了下来。“她
的墓地在澳大利亚的港口城市阿德
莱德，我希望有人去看看这个为宁
波奉献了一生的人。”龚缨晏教授
深有感触地说。

在天一阁文献中，还有许多
其他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
这充分说明了宁波人的胸怀、气
度和眼光。开放包容是宁波文化
的精髓。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
院·国学堂，有删节）

英国马利姑娘与屠呦呦的渊源
也能找到出处

自东汉以来的两千年间，中日两国交流绵延不断，特别是在
“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繁荣的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木构建筑文
化传入日本，经过漫长岁月的交流融合，中日两国建筑文化既有
相似之处，也呈现出不同风格。

今年9月，在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启幕的《哲匠之手——中
日建筑交流两千年的技艺》特展，以日本传统大木匠营造技术与
工具为主题，同时对比展示中国的建筑构件及木作工具，呈现了
中国古代传统匠人技术随“海上丝绸之路”向邻国传播的状况。
同时，主办方还为展览配套举行了中日传统建筑学术座谈会。

陈青 张璐易/文 严龙/摄

各类木工工具

日本著名工匠展示如何刨出厚度只有3微米的刨花

《博物通书》

开放包容是宁波文化的精髓开放包容是宁波文化的精髓
——天一阁文献所呈现的中外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