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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甬式家具《梅兰竹菊》四条屏等几件民间工艺作品在东钱湖的宁
波国际会议中心上墙后，受到评审会专家和来此开会的四方宾朋高度评价。

“这件《梅兰竹菊》四条屏，和最能代表宁波底蕴的非遗串在一起，作
为一张文化名片对外推出，这个创意太好了！”评审会专家赞道。

那么，蕴含丰富地域文明的甬式家具，能否成为宁波的一张文化名片在
全国打响？

记者连日来采访发现，当前甬式家具发展面临多重瓶颈，宁波虽
有甬式家具的民办博物馆，但要发掘保护、延续利用、弘扬

传承甬式家具文化，擦亮这张“最宁波”文化名片，依
然任重道远。

甬式家具也称宁式家具，从地理位置来
看，包括整个宁波和舟山两地所制作的家具。
甬式家具是宁波地区民间工艺的集大成者，宁
波的匠人将宁波地区精湛的工巧艺术运用到家
具制作上，集雕刻、镶嵌、漆作、书画于一
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同时，甬式家具文化还蕴含着丰富的地域
文明，是颇具地方特色的宁波传统文化之一。

一位甬上文化专家在 《宁波老墙门》 一书
中，高度赞美甬式家具，“正如宁波菜中海
鲜、河鲜喜用清蒸一样，自清代以来，甬式家
具首要的特点是精料加工，即在家具表面不髹
漆的情况下，运用线形、兜接等装饰手法，使
家具呈现优美的形态，并体现材质精美和用料
的优良”。

甬式家具这样做，不但要求材料的质地
好，而且要求做工精湛，因为工艺细节都会
透过透明的漆水，被人看得一清二楚。套用
现代语言，甬式家具很有些“结构主义”的
意味。

既然甬式家具重于精料加工，所以它们必
然要在装饰手法上把料作的文章做足，这就使
甬式家具尤重线脚，注重木质本身的造型变
化，其中以“一根藤”工艺技法的运用最能表
达这一理念。

相比清式京、广、晋做家具的雕饰往往依
附于大的构件上，甬式家具另辟蹊径，在被
称 为 甬 式 家 具 “ 眼 睛 ” 的 吉 子 上 ， 苦 心 孤
诣、殚精竭虑，以达到独领风骚的境界。这也
是出自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得主吴圣东之手的

甬式家具 《梅兰竹菊》 四条屏能够最终出彩的
一大原因。

宁波市文联原副主席周静书表示，“天有
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的宁波孕育
的甬式家具，早在南宋时期已形成风格独特
的流派。这一传统遗珠中的地域瑰宝，千
百年来，成为宁波地区发展历程中最鲜明
生动的标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有
句顺口溜“城外和丰纱厂，城内红木工
场”，可想而知，当时的甬式家具是多么
兴盛。

为了传承甬式家具蕴含的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 ， 2009 年 “ 甬 式 家 具 制 作
技 艺 ” 被 列 为 浙 江 省 第 三 批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吴圣东于 2021 年被评
为浙江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

甬式家具博物馆于 2017 年开馆，博物
馆使用面积 3000 平方米，共 5 层，展示明
清时期甬式家具 500 余件。目前，甬式家具
博物馆成为宁波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的大课
堂和宁波人感悟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

“有积淀但需提升，传扬优秀文化非一馆
之力所能促成。甬式家具蕴含的文化、可研
究 的 地 方 实 在 太 多 了 ， 值 得 一 辈 子 去 花 工
夫。”吴圣东通过收藏大量甬式家具来研究其
中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他举整个家族之
力，搜四明之珍千年之木，展甬上之艺，传
先辈之技，倾情倾力奔走在保护和研究甬式
家具文化上。

传统遗珠中的地域瑰宝

当前，非遗传承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是项目
本身与当代生活渐行渐远，后继乏人，一些年
轻人对非遗关注度不高。甬式家具也不例外。
今年 6 月，在宁波市政协十六届二次会议期
间，作为市政协委员的吴圣东提出了 《关于发
掘甬式家具历史文化精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建议》。他认为，眼下甬式家具领域面临实
物资料稀缺、流失严重的问题，以及收徒难度
大、理论研究支撑缺乏等困境。

“甬式家具技艺传承后继乏人，面临年久
失传的危险。”吴圣东告诉记者，传统甬式家
具工艺学习难度大，而骨木镶嵌、泥金彩漆、
朱金木雕、金银彩绣是人们常说的宁波工艺

“三金一嵌”，而甬式家具相关工艺更是高阶功
夫活，学习这些工艺和设计的最佳年龄是十六
七岁，随着社会审美趣味转变，现代社会的年
轻人很少有对这类传统工艺感兴趣，更不用说
能静心学习传统工艺。他在奉化开设了甬式家
具工厂，目前厂里共有 9 位师傅，这些师傅没
有一个是宁波本地人。他希望把甬式家具这一
传统工艺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欣赏甬式
家具之美。

甬式家具技艺传承后继乏人，究其原因，
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手艺学起来时间长，也

很辛苦，且入门阶段收入比其他行业低。二是
市场萎缩导致从业人员递减。尤其近几年受新
冠疫情影响，坚守更加不易。三年前甬式家具
工厂有 20 多位师傅，年产值能做到近千万
元，现在人员和产值都减半了。

据记者了解，目前宁波全市传承甬式家具
工艺、从事作坊式经营的有七八十家，大多数
以古旧家具修缮为主，从事甬式家具艺术创作
的并不多，甬式家具技艺濒临失传。

与此同时，甬式家具实物资料稀缺、流失
严重或正在逐渐消亡，从事甬式家具文化研究
的人员缺失，成为影响甬式家具可持续发展的
又一瓶颈。

目前，甬式家具的文化传承面临如何接上
源流的问题。时代变迁、旧城改造，一定程度
上使得经典传承的断档和没落。许多来博物馆
参观的市民常常感叹“小时候，外婆、阿娘家
里看见过”。而“00 后”对甬式家具则是一无
所知。一些业内人士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在传统
甬式家具的基础上能做出新的东西，让宁波人
用上有自己地域个性的家具。据了解，甬式家
具博物馆展厅中有一把新的甬式太师椅颇为引
人关注，这是吴圣东根据东钱湖南宋墓道前的
石椅仿制而成的。

甬式家具技艺传承后继乏人
开博物馆不容易，既要藏品精、展示生动，又要

会宣传、会搞活动，更要能控制成本，这样才能
“活”得长久。甬式家具博物馆目前一年开馆运营费
用大概需要 100 万元，其中租金是大头。另外，甬式
家具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已经运行 6 年，也应考虑作必
要的调整、更新或补充。

“我早就在琢磨博物馆陈列改造提升工程，比
如将甬式家具蕴含的清廉文化打造成独立展厅；另
外，在布局上增加手工体验区域，重新打造一个儿童
馆，并以椅子为主角策划宁波人的‘坐式革命’特
展。”吴圣东告诉记者，这些设想要实施，意味着又
将投入一大笔费用，而博物馆场地是租来的，他的规
划没法施展。

那么，自己造一家博物馆如何？
据了解，在政策扶持力度大的鄞州区，民办博物

馆造价最高补助为 400 万元，按每平方米 300 元至
500 元补助，建馆造价一般每平方米需要几千元，按
三四亩地的建筑体量，一家中等规模的博物馆造价通
常在数千万元，而后续运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
样庞大的资金，是普通藏家和社会公众难以承受的。

“能否在社区文化、街区文化融合发展上考虑与博
物馆融合发展，比如采取‘公私合营’‘公建民营’等模
式，由街区或社区出规划、出场地、提要求，甬式家具博
物馆出展品、出运营？”有识人士提议，这样运作的好
处，是双方共同助力打造新时代宁波文化高地，吸引更
多的游客来了解和感受宁波传统地域文化。

资金问题影响博物馆运营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用
今天眼光来审视甬式家具工艺，它已经基本失去了生
产、生活的需求功能，转而成为文化艺术品。唯其如
此，更显珍贵。当前甬式家具技艺传承后继乏人，倘
若不注重传承与保护，将面临失传的危险。这就凸显

了当前甬式家具工艺抢救保护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
对此，宁波工艺美术、文保、古建等领域专家和

业内人士支了招。
首先，希望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引导甬式家具行

业提质升级。通过各级非遗传承人的任命、工艺美术
界的工艺大师评比、民间文艺“山花奖”的入围等举
措，调动广大手工艺人的创作热情，激发他们创作出
适应时代潮流的手工艺品，实现传承基础上的保护和
发展。此外，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手工艺大多
面临艺人“老龄化”、传人“稀有化”、技艺“衰退
化”、资金“短缺化”、发展“迟钝化”的困境。要摆
脱困境，迫切需要政府给予手工艺的传承基地、传承
人以资金上的补助，运营场所的租金优惠，以及土地
等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

其次，通过产业化，实现甬式家具技艺自我保
护。甬式家具工艺源于民间，散落在村落、街头巷
尾，如果没有政府为其搭建大平台，它只能小打小
闹、自生自灭，更别说产业化了。政府需要出台支持
传统工艺振兴的扶持政策，如能与旅游、商业结合，
形成文化产业，才能让甬式家具这样的老底子、老样
式、老手艺走得更稳，传得更远。

最后，推动相关艺术馆、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传
承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记忆。眼下借助博物馆平台可
开展的保护措施不少。比如，对甬式家具传统文化进行
深入挖掘整理，制定详细的甬式家具文化目录，专项收
集和维修古代甬式家具，或抢救式“立此存照”，出版
相关著录，拯救甬式家具；工艺传承从小抓起，开展传
统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组织“甬式家具”文化日、
文化周等活动，让孩子们熏陶优秀传统文化；开发与
地方历史文化有关的文创产品、漫画形象等，拉动区
域文化产业发展；将甬式家具文化融入时代元素，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自发地投身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来。

守护老工艺需跟上时代步伐守护老工艺需跟上时代步伐

记者 黄银凤

吴圣东在创作作品。

“双鱼吉庆”吉子。
（黄银凤 摄）

南宋时期形成流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就有“城外和丰
纱厂，城内红木工场”传响

擦亮甬式家具这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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