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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民间木嵌技艺：

传统工艺 坚守传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历史的一种记录，也代表着一些行业

的顶尖水准。在初夏时节，呼和浩特晚报记者探访了内蒙古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间木嵌技艺。据记载，民间木嵌技艺源

于清代宫廷万字桌，是利用碎木料嵌在家具上的一种独特工艺，至今已

有290多年的历史。在呼市生活的孟凡中、孟祥杰父子俩就是这项技艺

的传承人，他们用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精益求精，让木嵌技艺发扬光大。

这次探访的非遗技艺，用料十分考究，都是上等
的黄花梨和紫檀木，用木嵌技艺做出来的家具除了
有实用价值外，更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据传承人孟
祥杰介绍，民间木嵌技艺源于皇宫，有较高的艺术观
赏性。红木资源自古缺乏，宽大能做平面的材料更
是稀缺，民间木嵌技艺是古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创造，将碎木做成平面，节约了资源还提高了价值，
给红木小树更多时间生长成材，这对维持我国红木
产业正常运转有很重要的作用。

孟祥杰说，据史料记载，在修建圆明园时，使用
了大量名贵的木材。雍正皇帝看到这些名贵木材的
边角料，觉得丢弃了十分可惜，于是命令工匠以“卍”
字为题，利用这些边角料制作成家具。这里就要提

到第一代万字桌创始人孟传义，他是内务府造办处
的领班工匠，根据皇帝的要求，与同门师兄弟经过反
复试制，创造了利用小块的木料嵌成“卍”字图案的
独门技术，时称“卍”字桌，使得修建皇家园林遗留的
各种名贵木材的边角料得到了有效利用。

作为孟传义的第八代传人，孟祥杰从 2009年才
开始跟着父亲系统学习、传承祖辈的这门手艺。与
其他民间技艺不同的是，他们家族最早就是为皇家
服务的，因此对工艺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如今在故
宫博物院里，还有孟传义制作的木嵌技艺家具。在
孟祥杰的工作室里，呼和浩特晚报记者看到了精巧
的木嵌技艺制作的家具，在红木、黄花梨木制成的
家具上，桌面、椅面的中间会有木嵌技艺制作而成

的花纹图案，一节节木块就像乐
高、拼图一样紧密镶嵌在一起，既
有花纹的美感，又有结构的奇妙，
让人赞叹。

木嵌技艺制作的家具

采访中，孟祥杰告诉呼和浩特晚报记者，民间木嵌技艺是木结构力
学的精髓，其中木头软硬力道、图案算法、胶性合剂保持数百年不裂，无
一不体现着我国古人的智慧，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仔细观察过孟祥杰工作室的几件成品之后，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也
有点跃跃欲试，感觉自己好像找到了规律，想试着体验一下。于是孟祥
杰上手削了3节木段，呼和浩特晚报记者想要把这3节木段拼接到用作
展示的半成品上，没想到几次摆放都不得要领，不管是横着、竖着、斜着
放，都不能和其他木段的接口紧密贴合。这时，孟祥杰的父亲孟凡中过
来点拨了一下，原来摆放的位置大大超出了呼和浩特晚报记者的想象，
木嵌技艺充满了大智慧，不是普通的木工一下两下就能学会的。

光是“嵌”这个环节已经让呼和浩特晚报记者满头大汗了，想不到
一张万字桌从原料到成品，前后要经过上百道工序才能完成。孟祥杰
说，做万字桌比刺绣还麻烦，它主要包括烤、煮、攒、粘、算、嵌、磨、合等
工序，其中最关键的是算，这需要家传口诀，算好木块数量、力道、图案
规律才能做下去。而祖辈一直流传着98字的制作口诀，外人即使背下
来了也弄不懂，好多内容必须在师傅的指导和讲解下才能弄懂。

相比父亲孟凡中的手艺，学艺14年的孟祥杰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孟凡中现在掌握着万字桌10种图案的制作技艺：九空“卍”字、“卍”花阵、
双连环“卍”字、单连环“卍”字、连环山、太极图、长城线、吉寿图、龟背、万
字锦地。要想做好木嵌技艺，孟祥杰父子俩都说讲究一个“心准、眼准、手
准”，心准就是要强记住力、纹、数；眼准即要通过练习能看出力、纹、数的
变化；手准，依靠日复一日的练习达到雕刻功夫，误差在1毫米之内。确
实，父子俩在制作镶嵌用的木段时，根本没有用尺子去量，看似随机切割
出来的3节木段，长短完全相同，可想而知他们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

长期从事木工，孟凡中的听力已大不如前，因此很多外联工作都是
孟祥杰在负责，积极地把木嵌技艺介绍给周边的朋友、客户，订单多了
经济收益高了，才更有利于这项技艺的传承。“我一定尽全力把这项技
艺传承下去，让它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从中接触、感受中华文化的美
和智慧。”孟祥杰说。

木嵌技艺制作的“卍”字
纹家具

传承八代 宫廷标准的民间技艺

潜心制作 工艺精妙让人称绝

孟祥杰介绍木嵌技艺的
制作流程

孟祥杰在切割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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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中正在码字（木嵌技艺的工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