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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圆梦!%祈年殿&荣获金奖

王震华出生于 !"#$年，自幼喜爱
古建筑，%&岁自学木工，学习各种榫卯
结构和技艺。%"$'年大学毕业后，他开
始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
习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
史》等专业书籍。他推崇梁思成的理念，
认为“传承古建筑不单纯是研究其尺
寸、更要体现其精髓和意境”。

!"$&年，王震华在北京工作期间，
实地测绘和临摹故宫建筑和天坛建筑，
古建筑的宏伟和独特魅力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祈年殿更是让王震华看呆
了。当时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
做出一个‘祈年殿’来。”

()!)年 !)月，王震华开始尝试制
作祈年殿模型。他需要一个特别安静的
环境，于是家住闵行区华漕镇的他，特
意在青浦区白鹤镇租了一间屋子，每天
骑着电瓶车，早上九时从家里出发，晚
上八九点才回来。太太每天给他准备了
饭菜带去工作室，可他一旦进入工作状
态，常常就忘了吃。

这埋头一干就是五年。五年里，王
震华一次次去北京实地考察，查阅资
料，推算结构、绘制图纸、制作零件。然
而，王震华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他
遇到了无数次失败，制出了 *套失败的
作品。这些失败品全部被他付诸一炬。
“没有经济收入，不知道哪天才会

成功，几乎天天遇到困难。”王震华说，
在这“孤独”的五年里，有人问他干嘛去
了，他只能苦笑说“坐了 + 年牢”。令王
震华庆幸的是，他有家人默默的关心和
支持：“儿子一直相信我能成功，老婆也
从不埋怨我。”

五年蛰伏，一朝惊艳。这座缩微版
纯手工打造的全榫卯结构祈年殿，获得
了“()%&世界手工艺产品博览会金奖”。

模型高不足半米，最大直径才 ),$-

米，包含了 .) 万多道工序，/.)$ 个零
件，却没用一根钉子，没抹一滴胶水。其
精巧之处比比皆是，如随意的一扇门，都
可以拆分成八个部分；伞状殿顶的瓦楞
部分，由 $*个零件拼接而成，每根瓦楞
都由鲁班锁的结构锁定；最为精巧的还
属栏杆部分，每道栏杆都是活的，望柱直
接插入槽中即可固定，拆下来的栏杆灵
活如链条，这其中包含了整个模型最小

的榫卯，只有 .,+毫米的燕尾榫。王震华
还做了“二次设计”，将原本瓦做的屋顶
和石做的台阶，改成了木做的榫卯结构。

三年冲刺!%赵州桥&可以走人

王震华的第二件缩微作品是赵州
桥。他想用微缩榫卯结构，还原赵州桥的
力学结构之美。整件作品长 .($)毫米，
宽 ($)毫米，高 (&)毫米，比原版整整缩
小了 +)倍，采用紫光檀、黄檀材质，由
/.&"个零件组成，最小零件只有 .,(毫
米，打破此前微缩天坛祈年殿最小零件
.,+毫米的纪录。

这么一座“微桥”能走人吗？“理论上
桥面可以负重 $)斤。”对于这件作品，王
震华自信满满。

仅过了三年，榫卯结构和鲁班锁再
次惊艳众人。王震华告诉我们，榫卯是古
建筑中最具特征的部分和主要结构方
法，是在两个构件上采用凹凸部位相结

合的一种连接方式。凸出部分叫榫，凹进
部分叫卯。榫卯的功能在于使千百件独
立松散的构件紧密结合成为一个符合设
计要求和使用要求的，具有承受各种荷
载能力的完整的结构体。而鲁班锁也叫
孔明锁，即不用钉子和绳子，完全靠自身
结构连接支撑的土木结构固定器。

在微缩赵州桥上，王震华在这两项老
祖宗传承下来的技艺上又做了创新。弧形
桥拱上，共有 ($道拱圈，一道拱圈由 -.

个相同零件组成。这 -.个零件用燕尾榫
相互锁定，($道拱圈则用穿带燕尾榫锁
定。拱圈上再用护拱锁定。而在在桥基、桥
墩、桥面上，王震华历时 ((天研究出“百
变”鲁班锁，组合性强，可自由拼接，再辅
以特殊件，即可拼搭。光“百变”鲁班锁这
个零件，他就花费了 "万多道工序。

赵州桥的 /)))多个组成零件中，最
小的只有 .,(毫米，而在上面开凿的燕
尾槽刀，全部都是王震华自己设计，用二

手的刀具打磨改造出来的。为了能够任
意拼装，这些零件都不做编号，误差不能
超过 ),)(毫米。

三维拼接!%小心愿&叫板乐高

()./年，微缩古建筑营造技艺被列
入了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震
华也被评为了该项目区级代表性传承
人。缺少传承人，是不少非遗技艺遇到共
同的困境。但王震华称得上“幸福”，如今
他已经收了一个女徒弟。徒弟名叫张明
明，来自河北，今年 *+岁。张明明说，自
己有个小小的私心：“这是属于中华民族
的文化精华。我家里有小孩，我希望他从
小就可以接触到这种思想。”
王震华十分看好这个徒弟。“小张学

得很快，很有灵气！”他说，自己和小张称
得上“教学相长”。“她在大学里学过设
计，在三维建模上她是我的老师！”

收徒，王震华最看重的是初心：“有
的家长问，我儿子学了以后，能像你一样
出名吗？”他说，这种想法的出发点就是
不对的。“人家做不出来，我来做，人家锁
不定的我来锁，这才是我的初心。”

微缩祈年殿和赵州桥大获成功后，
王震华的脚步没有停歇，他已经开始策
划下一件作品：“下一个可能是黄鹤楼，
我想用榫卯结构还原出古人诗词中咏诵
的那座黄鹤楼。”而故宫，一直都是王震
华的“最终目标”。

在钻研作品之外，让自己的非遗技
艺走出更宽的路，更是王震华眼下关注
的大事。“政府的支持很大，但非遗要传
承下去，不能完全靠政府。”

王震华有个心愿，现在市面上的乐
高玩具被孩子和家长们追捧，少辄几百
元，多辄上千元一套，而相比于乐高的单
一维度拼接，榫卯结构三个维度的拼接，
更考验智慧和动手能力。“它是一个组合
运用，是零件之间的互相限位，更复杂更
有理念。”王震华说，只可惜市面上所谓
的“榫卯模型”，大多数都是用胶水粘合
而成的。“以后我要让孩子们能玩到更正
宗的中国榫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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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祈年殿和赵州桥“搬”到家里？
家住闵行区的王震华分别花了五年和
三年，完成了这一创举。

他的小才情包含着大梦想，更像
一块磁铁板，吸引了许许多多人的目
光。两件缩微作品，分别由7108个零
件和7169个零件组成，因为使用的
是榫卯结构和鲁班锁技艺，两件作品
不用一颗钉子，不用一滴胶水。如今，
61岁的闵行区非遗传承人王震华，把
目标瞄向了黄鹤楼和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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