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2月 13日 星期五12 视 觉

本版编辑 王 玥 刘月杨
投稿网站 https://v.jingjiribao.cn/

◀11 月 7 日，山西太原市古典传统艺术博物馆文创店，古建筑拼

装潮玩模型以纸为材，拼装为法，深受消费者喜爱。

榫 卯 匠 心
本报记者 李红光 翟天雪 梁 婧摄影报道

▶12 月 1 日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拍摄的传统古建筑模型。其

斗拱密布、榫卯相扣的连接方式，让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成为独特的柔

性结构体。

▲11 月 7 日，国家级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祁伟成（左）

在制作古建模型。他先后参与多项文物保护修缮工作，主持制作了

100 余套古建筑模型。

▼11 月 7 日，国家级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祁伟成在展示不同朝代的斗拱。斗拱通过榫

卯之间纵横交错的组合，在不使用一根金属连接件的情况下，让建筑可以屹立千年。

▼12 月 1 日，观众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参观。由山西古典

艺术研究院制作的古建筑模型引人驻足。

走进位于太原古县城的山西古典

传统艺术博物馆，琳琅满目的古建筑

模型让人目不暇接。栩栩如生的应县

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传统

榫卯结构的精巧与魅力一览无遗。

在古代，人们建造庙宇、塔楼之

前，会先制作一个等比例的模型，这

样的模型制作被称为“扎小样”，并逐

渐演变为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这种

技艺通常由画草图、选料、烤干、下

料、制作基台、立柱、形成柱网、组

建梁架、屋顶建造、装修、油漆彩绘

等 11 道工艺组成，工序复杂、细节完

备、精准度要求高。2024 年，古建筑

模型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凝聚了中华

文化的精髓和智慧，体现了古老的力

学知识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如今，古

建筑模型制作技艺不仅在古建修复上

发挥着重大作用，更与文创、家居设

计等相结合，绽放新的光彩。

◀12 月 1 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展示的精美古建筑模型。

◀斗拱是中国

古建的核心组成元

素 ，起 着 承 上 启 下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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