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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里记载：“匠，
木工也。”早期的“匠”指木
工从业者，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匠已然成了技艺高
超、设计巧妙的代名词。酷
爱木工技艺的韩林海，出
身于一个工匠家庭，与其
他同龄人不同，虽然生活
在快节奏的时代，但他更
喜欢慢节奏的生活，在浮
躁纷繁的世界里享受用时
光打磨器具的专注和静
谧，用“匠心”赋予木器生
命，用木器延续匠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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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林海：28 岁，山东青州人，山东建筑大学工程训练中心鲁班工

坊负责人，匠杺社木工俱乐部技术总监。性格沉稳内向，酷爱木工制

作，是个新时代的年轻匠人。

陈素春：韩林海之妻，30 岁，福建安溪人，经营一家茶叶店，性格

温柔体贴，是韩林海的贤内助。

韩佳辰：1 岁 9 个月，韩林海的大儿子，阳光活泼。

韩志高：50 岁，山东青州人，退伍军人，早期从事木匠工作，后开

车谋生，目前在儿媳妇的茶叶店中帮忙照顾生意。

孟凡香：51 岁，山东青州人，家庭主妇，负责照看孙子和一家人

的衣食起居，性格随和，家人健康快乐是她最大的心愿。

小家庭
大时代

祖孙三代精通木工活

满手伤疤是木匠标志

“我爷爷是村里的老木匠，
谁家有木工活要做，都会请他
去。”韩林海回忆说，那个年代，
做木匠的男人都是为了养家糊
口，每个村子里也都有一支工
队，而韩林海的爷爷是工队的领
头人，基本谁家盖房打房梁或者
做门窗都会找他。

那时候木匠不仅是个手艺
活，更是个体力活，韩林海的爷
爷和工友们吃饭的时候，喝粥都
用盆，吃饼都论沓。在那个还不
流行买成品家具的时代，庄里乡
亲置办家具都是找工匠现打，所
以从砍伐树木到锯木料，再到拼
装成型，都靠简单的机械工具和
人力完成，“通常一棵树需要两
个人锯三天，然后再进行风干加
工，一块木头变成能用的木料需
要两年时间。”韩林海说。

工具的简陋导致意外频发。
“那个时候的电刨子、电锯伤人
是经常的事儿，少个指头、掉块
肉的情况是普遍现象，而且越是
老木匠，伤也就越多。”韩林海
说，只要是动木头、干木活，双手
受伤就在所难免。爷爷、伯父、父
亲手上的伤已经不计其数，完好
的指甲更是所剩无几，说着，韩
林海向记者展示着自己双手上
大大小小的新伤旧疤。

有经验的老木匠都是背着
手，站在长条凳后面，盯着工人
干活。在韩海林记忆里，爷爷盯
着工人们干活的时候比亲自做
的时候更多，虽然不上手做，但
一眼看过去，行与不行，合适与
不合适就了然于胸了。他父亲同
辈中有九个兄弟姐妹，但从事木
工活儿的只有两人，这个活不光
挑人的身体素质，更考验人的心
理素质。

小木匠进大学实验室

机器缺了手工的温度

韩林海很小就开始接触木
工活的基础训练，1994 年家里翻
新房子，6 岁的韩林海迎来了实
操的机会，“以前都是看，以为很
简单，结果头一次上手，却跟想
象的完全不一样。”说起第一次
动手的挫败，韩林海记忆犹新。
那次跟着伯父做榫卯结构的门
窗，伯父先画好线，再让他凿卯，
板材大概 10 厘米厚，需要两面
凿通。本来想一次性凿好，但是
四五回下来，凿的眼都不重合，
根本无法打通木板。

由于基本功不扎实，韩林海
首次出手就败下阵来。但韩林海
却越挫越勇，接下来的一个月
里，他努力观察，苦练基本功，技
艺有了提高，他也深深爱上了这
门手艺。高中一毕业，韩海林报
考了齐鲁工业大学工业设计专
业，开启了真正的工匠人生。

大学里先进的实验室让他
这个农村小木工感到震撼。这些
颠覆传统木工技术的现代化设
备，解决了很多操作上的麻烦。
传统的木工活，大多是榫卯结
构，不用一个钉，都要靠时间去
人工打磨、人工凿；但是现在，只
要计算好位置、做好设计，用这
些现代化机器几分钟就能完成
过去三五天的工作量。

实验室的昂贵设备都是进
口的，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接触
到的。韩林海就和实验室管理员
商量，以长期打扫卫生作为交换
条件学习和使用这些设备。一有

时间就泡在实验室的韩林海，时
常被人误以为是老师，居然还能
帮助很多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
生制作木工作品。

韩林海回忆起实验室的时
光，他却感觉这对木匠手艺有利
有弊。“进口的木工机器虽然节
省了成本，但方便快捷的背后，
也让木工工艺缺失了原来手工
制作的火候和温度。”韩林海说。

与茶艺高手互相欣赏

共磨精细慢节奏生活

说到手工的火候和温度，韩
林海的妻子陈素春也深谙其道。
她来自福建安溪，出自茶叶家
庭，自小耳濡目染，接受茶文化
熏陶，对采茶、做茶、品茶等一系
列茶艺有着较深造诣，并且拥有
茶饮品工艺专利。

在跟老师喝茶的过程中，木
匠韩林海结识了这个来自南方的

“茶匠”。在陈素春看来，茶艺的工

序不比做木工活简单。他们对茶
叶品质、烘焙方法、品茶方法都很
讲究。尽管术业有专攻，但精益求
精的共同追求却让两人相互欣赏
吸引，终于结为伉俪琴瑟和鸣。

同是享受慢节奏的两个人，
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
白天两个人各自享受属于自己
的静谧时光，晚上回家相互切
磋、互诉心事。“很多时候，我会
给她提出经营上的建议，她会帮
我排解些人情世故上的烦恼。”
相比于其他夫妻，韩林海和陈素
春两个人更有一点相濡以沫、相
敬如宾的味道，一个专注于手工
造诣，一个钟情于舌尖味道，两
个慢节奏的讲究人，一起研磨着
一段精细时光。

家里有很多木马、木勺、手
枪、机器人，这是韩林海给一岁
多的大儿子韩佳辰做的木制玩
具。同时，在妈妈的熏陶下，佳辰
已养成喝茶的习惯，经常跑到妈
妈跟前举着空茶杯嚷着说“妈
妈，倒茶”。

“他们两个人工作内容很搭
配，生活节奏很合拍，儿媳妇贤
惠又持家，我们很放心他们俩。”
韩林海的父亲说，儿子一家的生
活状态，让他们老两口很是欣
慰。不久之后夫妻俩将迎来第 4
个家庭成员，平淡却幸福的日子
让旁人羡慕不已。

给快节奏生活带来宁静

工匠精神显现时代价值

“过去木匠做木工活是为了
实用，现在做木工更多是为了观
赏和研究。”如今韩林海是山东

建筑大学工程训练中心鲁班工
坊负责人，也是匠杺社木工俱乐
部技术总监。

总投入 200 万元的匠杺社
木工俱乐部开在喧闹的文化西
路上。“这是个体验木工工艺的
地方，我们把木工这门传统谋
生的手艺，变成了让大众体验
的工艺，让更多人在这里体验
一份专注，感受一份宁静，让浮
躁的心沉下来，借造物的过程
实现修心的目的。”韩林海说，
从画形、挖形到打磨、上油，做
一个木制的勺子就需要五六个
小时的时间。

“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术
更重要”，“进入作业场所前，必
须先学会打招呼”……在匠杺社
工作间的墙壁上，挂着一排“匠
人须知三十条”的木质牌子，上
面清晰地讲述着做木工活的种
种要求和规则。

在儿子忙不过来的时候，父
亲韩志高也会出马，帮儿子分担
些木工活儿，但能做的也只是些
简单的传统的技术活。“现在的
木工可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那些大机器我见都没见过。”韩
志高说。

在匠杺社的墙上，有这样两
行字：“专注做点东西，起码对
得起光阴岁月。”这也许是对

“工匠精神”最直白的解释，也
是匠人韩林海一家人的心声。

“工匠精神”的回归不是偶然
的巧合，而是时代的必然。在
市场经济的催化下，现代化的
流水线生产和快节奏生活方式
已成为主旋律。

“当‘工匠精神’作为一个
时代课题被放入《政府工作报
告》中，我们也该反思，怎样才
能更好地迎接一个注重品质和
体验的时代。”韩林海的话语里
透着一份发扬光大传统木工手
艺的豪情和匠心。

□记者 张炜伟
见习记者 刘一梦

1

3

4

2

扫
码
观
看
韩
林
海

的
家
庭
梦
想

家
庭
小
档
案

韩林海在木工俱乐部工作。 资料图

木木艺艺与与茶茶艺艺
慢慢地研磨时光

韩林海（左二）一家三代。见习记者 刘一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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