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石善章家要盖新房，全

家开了家庭会议。

“我们还是喜欢住木楼的感觉，

更干燥、舒适，像现在回南天，屋子里

也不会潮湿。”石怀忠说，“更重要的

是木楼里有火塘，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坐在火塘边，那种感觉非常好。”

全家人一拍即合，决定再建一座

木楼，主持建造的重任，自然落到了

石善章的肩上。

这一次，他要建一座 3 层、1200

平方米的双塔式“木头城堡”。石怀

忠还玩起了新花样，直播父亲建房子

给网友看。只见石善章像指挥交响

乐似的，用木锤敲出叮叮咚咚的节

奏，原木们跳着舞变成飞檐翘角。网

友们疯狂点赞：“这是‘再世鲁班’吧！”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视频、直播了

解到侗族传统木构建筑。石善章现

在可忙啦！这两年，他带着工具箱去

了广东的广州、清远、河源，山东的青岛

等地盖房子，将侗族木楼带出了村寨。

作为三江侗族自治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石善章时常感叹，

现在愿意学习传统技艺的人太少

了。如今，他也会走进校园，跟小朋

友分享这门非遗技艺。不过，于他而

言，最好的传承方式就是去不同的地

方，起更多的木楼，直到自己做不动

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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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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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区分布着这样一个民族——侗族。侗族传统民居采
用穿斗式木构架，不用一钉一铆，全用榫(sǔn)卯连接，结构严密牢固，可以历经数百年风

雨而不朽。如今，即便是在传统侗寨，这样的侗族木楼也越来越少了。不过，在广西柳州市三
江侗族自治县高培村，仍然有一位老人在坚持自己搭建侗族木楼。他就是76岁的石善章。

搭建无钉木楼图纸全在脑中
7旬侗族老人被赞“再世鲁班”

故事要从半个世纪前

说起。1974年，高培侗寨

突发大火，火舌舔过家家

户户的木楼。当时全村

只有一位掌墨师（侗族传

统建筑领域中掌控墨线

的师傅，是主持建筑全程

的“总工程师”），重建速

度像蜗牛爬坡。才 25 岁

的石善章看着乡亲们住

在漏雨的草棚里，握紧了

手里的竹篾刀，心里暗暗

着急。

“看到这种情况，我爸

就不得不逼着自己学习造

房子。”石善章的儿子石

怀忠说。“阿爸原本只会

编竹筐，为了帮大家盖房

子，他白天蹲在工地偷

师，晚上在月光下削木棍

练习。”没有图纸，没有师

父教，年轻的石善章像解

数学题那样琢磨榫卯结

构，从一个榫卯结构小木

件怎么做到简易草棚如

何搭，再到一座侗族木楼

怎么建造，逐步成长，用

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掌握

了这门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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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石善章

上工地，就像闯进

巨型积木王国。

当他听完要

盖房子的人家的

基本要求，比如房

屋面积、盖几层、

层高、几间房等，

大脑里就会生成

一 个“ 三 维 模

型”，并不需要落

笔画在纸上。

然后，石善章

会把脑子里的构

想标记在木头上，

比如需要刨掉的

尺寸，洞眼开凿的位置，立柱、房梁排在哪里，

徒弟们看到标记，立刻就会明白这些“木头密

码”。“每根木头都会说悄悄话，它们会告诉你

该站在哪里。”说着，石善章举起墨斗轻轻一

弹，木料上立刻出现笔直的黑线，比我们用尺

子画的还直！

更神奇的是，你在传统侗族木楼

里找不到一颗钢钉，所有连接的地方

都采用榫卯结构（通过凹凸结合的构

件连接方式，是一种不用钉子、胶

水，仅靠构件自身形状和相互咬合

实现稳固连接的工艺），却能经历

百年风雨而屹立不倒。

截至目前，石善章已经搭建

了 200 多栋木楼，全村三分之二

的木楼都是他盖的，而且全都经

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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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善章在侗族木楼建造现场。
图据南国今报

石善章亲手建造木楼。

石善章是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石善章搭建的1200平方米侗族无钉木楼。 石善章建造的老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