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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舟山出过一代又一代修
造船舶的能工巧匠，沈家门岑氏木船
作坊便是其中的代表。

1900年，一个名叫岑明锡的造船匠
人在平阳浦开了一家作坊，作坊以打
造小型木帆渔船为主。到了1915年，
第二代传人岑阿友，开始建造大中型
木帆船。1953年是舟山木帆船修造业
鼎盛时期，第三代传人岑全富抓住机
遇，扩大生产规模，开始成批打造各类
木帆船。1973年，岑国和中学毕业后，
成为作坊的第四代造船人。

岑国和情系木船，40多年钻研传统
木船制造技艺，巧夺天工堪称当代鲁
班；他承继祖业，几十年复兴民间非遗
手工精华，呕心沥血只为传承海洋文
化；他始终以弘扬中华舟船文化为己
任，不断开拓创新，让普陀传统木帆船
驶向世界，体现了手工技艺的艺术价
值所在。他被评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级杰出人才。

口述：岑国和
整理：翁盈昌
采访时间：2020年2月29日
采访地点：浙江岑家木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人物简介：舟山市普陀区首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岑国和，传承祖业，40年如一日，投身木船制作行业，是沈家门岑氏木船作坊第四代传人，现任
浙江岑家木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岑国和1956年1月出生在造船世家，家住沈家门平阳浦。17岁中学毕业跟随父亲学艺，2004年正式注册成立传统木船制造工厂——舟山市普陀
岑氏木船作坊，带领员工精心打造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大中型仿古木船，有的船模还被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2012年，岑国和被
评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又获得浙江省十大匠心“年度匠心人物”奖，同年4月受邀前往阿联酋，参加国王亲授的“最佳国际文化遗产实
践者”颁奖典礼。2019年1月，岑国和被评为“国家级杰出人才”。

他40年如一日跟传统木船制造不离不弃，为传承中国古代传统造船技艺作出不懈努力。

百年岑氏偏恋海 四代传人只爱船
——沈家门岑氏四代匠人传承百年手工造船工艺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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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56年，从小去造船工场，
给阿爹送饭。我阿爹以作坊为家，辛勤
劳作，养家糊口，我耳濡目染阿爹造船
全程，暗下决心跟着阿爹学手艺。

“种地老倌万万年，百作手艺不落
灯。”我阿爹对我说，打造新船先放龙
骨，这是打造新船基础，也可以叫底
盘。龙骨头尾二头向上翘，船头部镶斗
颈，船尾部分摆上椭圆形船尾，中间放
隔板，隔板与隔板之间距离按船舶吨位
而定，形成船舱，阿拉称水密隔舱。

阿爹一边作业，一边解释：木帆船肋
骨固定后，依次上两边船板和玉肋，新船
两旁各有三条玉肋，最上面也就是最大
那条称大肋。上玉肋既是关键部位又是
重要环节，也是最危险的活，需要师父亲
自把作。

在现场，我看到玉肋像“U”字形，两
头翘起。但木料是直的，如何把直的木
料加工成弯弯的肋骨呢？我阿爹经过
反复试验，终于想出一个两根树木拼接
的办法——也就是，在树木拼接处，画
上接头，拼接处内部两头各做一个榫
头，用卡子榫卯上去，对于这道工序，好
多师傅不懂所以没做，有的虽懂，因偷
懒而不做。两根树木拼接后，在拼接处
钉上穿透整块玉肋的三四枚长钉。

上玉肋先从中间固定，用铁钉钉牢，
再到两头，越到头部或尾部越难上，而且
越危险，需用绳索一寸一寸往后绞，边绞
边钉铁钉。上完三根玉肋，船形基本形
成。

我中学毕业后，17岁便跟着阿爹正
式学起了造船这门手艺。从学习木匠
开始，到熟练掌握47道工序之多的整套
造船工艺，我花了3年多时间。

看一个造船工匠技术高低，还在于
看他能不能安装桅杆和舵的制作。我在

实践中，懂得打造一艘木帆船关键还在
于安装桅杆和舵杆制作。因为舵是用来
掌握方向的。所以制作舵杆一般用上等
进口木，如马来西亚坤甸木。舵杆上粗
下细，形成一定收分。桅杆要直，树起来
之后，不能前俯后仰，不偏不倚，这样才
能顺风得利。

“实践出真知。”我21岁时投身造船
行业，成为岑氏造船世家第四代有文化
有手艺的传人。

借助舟山渔业的发展，我于1980年

在平阳浦开起了自己的船厂，为当地渔
民打造木帆船。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家
造船厂迎来了最兴旺时期，那时候一年
要造二三十艘渔船，最大的船有25米
长。打好的船去捕黄鱼、带鱼，渔民兄
弟都夸我家造船质量好，安全系数高，
所以供不应求，一时间风光无限。

于是，家族一分为三，阿爹和我们
两个兄弟，各人分别办起一家造船作
坊。当时，3家岑氏木船作坊年产各型
木帆船百余艘。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两代人先后造船总量超过千艘。

总而言之，岑氏木船作坊不但继承
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造船技艺，而且在帆
船的设计、制作上也颇有特色，选料讲
究曲直木料区别取用；施工讲究斧、刨、
凿等工具灵活结合；钩子、穿钉、螺丝配
套安排合理；油灰捻缝细致到位等这些
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手工技艺，同时，船
体细部如船尾、船头、甲板（碧壳）等处
都带有传统的精细木雕工艺和民间绘
画艺术，体现了手工技艺的艺术价值所
在。

岑氏木船作坊打造的帆船除航行
速度快、安全性能好之外，还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它美观的造型和精美的装
饰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代岑氏兄弟借助舟山渔业发展办船厂

沈家门面临东海，渔业生产发达。
遗憾的是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近洋水
产资源的衰退，发展远洋捕捞势在必
行。由此木帆船适应不了远洋捕捞，渔
民纷纷打造铁壳渔轮奔赴远洋，钢质渔
船日益得到普及推广，木帆船渐渐被机
械化船只所代替，海上的木帆船已难觅
踪迹。由此，木帆船制造行业遭受巨大
的冲击。

在此形势下，传统木船手工作坊不
断萎缩，木船制作工艺也随之而逐渐流
失，沈家门渔港一带的传统船厂、作坊，
面临倒闭和转型。

我眼看着自己造的木帆渔船被钢制
渔船替代，同行相继离去，内心隐隐作
痛。为了生计所需，我不忍心丢弃祖上
传下来的的整套造船工艺和自己掌握的
47道工序，即使亏本也苦苦坚持，寻找生
存出路势在必行。于是，我就把发展重

心押在文化艺术上，传承、保护和进一步
发展木船制造技艺成为当务之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1998年，我迎来重振祖业的
机会——一位名叫托马斯的德国人，
经多方打听，找到我，要我替他打造
一艘欧式仿古单桅帆船，我如获至
宝。

虽然第一次打造外国帆船，要求很
高，业务生疏，但我宁肯少赚钱或不赚钱，
也不偷工减料，严格按图纸施工；宁肯延
误工期，也不压缩用工，更不减少把作师
傅，严格按图纸施工。我坚信只要认真对
待，一定能造出令外国人满意的帆船。

船主托马斯也是认真负责的人，他
不但自己现场监督，还亲自采购不锈钢
螺丝、螺帽等材料。由于双方配合默契，
这艘长10米、宽4.2米、高2.8米、总吨
位35吨的德国游轮，精心打造完成，总

造价 52万元人民
币。由于这艘游
轮用国内高级木
材建造，符合国际
CAROL号木帆船的
帆船标准。经过试
航，托马斯对我评价
相当高。

游轮交付后，将运往
德国，供游客海上游玩。

2002年，我们兄弟俩又承接了复原
“绿眉毛”的业务。

仿古“绿眉毛”号，长31米，宽6.8
米，吃水深2.2米，排水量230吨；采用
古老的木制舵，舵长11米，宽2.3米；有
三桅五帆，其中主桅高24.5米，主帆三
面，使用风力航速最高可达每小时9海
里。舟山“绿眉毛”号传统帆船，船首形
似鸟嘴，简称鸟船，因船头眼上方有条

绿色眉而得名。
“绿眉毛”号

下水后，引起轰
动，因为它是舟
山乃至全国第一
艘有航海能力和

资质的仿古木帆船，
也是岑氏作坊第一件

代表作品。
2003年 8月，“绿眉

毛”号进行舟山群岛环海试航；2004
年4月29日，它由朱家尖蜈蚣码头起
航对南京、江苏太仓和福建长乐作“重
访郑和三港”航行。2005年3月7日，
它在舟山沈家门港口举行“扬帆中华”
起航仪式，起锚前往青岛、宁波、温州，
还去过泉州、厦门、深圳、广州、香港、
澳门和三亚等地。值得骄傲的是还去
过韩国交流。

转型升级打磨仿古帆船精缩版

岑氏木船作坊不但继承了中国古
代传统的造船技艺，而且在帆船的设
计、制作上也颇有特色，

岑氏打造的木帆船数量品种都很
可观，主要有仿古大型木帆船、渔船、仿
古船等系列。其制作工艺主要包括设
计、放样、放龙筋、制配底壳等16个环
节，造船使用的工具如龙锯、拉缝锯、长
短锤等都十分独特。岑氏木船作坊打
造的帆船除航行速度快、安全性能好之
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美观的
造型和精美的装饰往往会给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

2016年 11月，我自置厂房面积
4000多平方米，注册资金1000万元，又
创办的一家传统木船制造的工厂——
浙江岑家木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原

“舟山市普陀岑氏木船作坊”的升级版，
精心打造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中、大型
仿古船。有国内最大的仿宋（船长31
米）木帆船“绿眉毛”号、仿唐“鉴真”号、
普陀山的（船长43米）“不肯去观音”号
以及参与奥运火炬北京通河段接的(船
长29米）“安福舻”仿清皇家古游船、收
藏于上海市中国航海博物馆的（船长31
米）“仿明福船”、展示在西安市广场上
的仿隋唐(船长15米）“遣隋使”号、英国
客户（船长31米）“开角花屁股”、昆明古
滇王国的31艘（船长6米）手划船、开封
万岁山旅游景点的61米“神舟号”景观
船、杭州梅城元宝船、无锡灵山手划船
等海上航行木帆船和旅游景点的木质
帆船。我还精心制作了好多中华古船
的船模，被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

家的博物馆永久收藏！
随着国内外信誉增加，就形成古帆

船产、研、科、教于一体的产业链——“国
和木船技艺馆”已于2017年6月底完
工。该馆占地面积400多平方米，一楼
为大型实船船模展示，二楼公司业绩和
造船工艺的展示，三楼是学生研学基地
（体验船模拼装教室），整个技艺馆结合
现场造船车间造船场景（或制作仿古船
模制作场景），让来舟山旅游的游客、研
学团队近距离的感受舟山的船文化，并
使之得到传承和发扬，真正把海洋文化
与海洋经济建设结合起来。

目前，我通过开发一些木船衍生品
和扩建“海上丝绸博物馆——百船厅”，
把公司打造成首家具有舟船文化和旅
游文化相结合的海洋特色研学基地。

2018年4月22日，我被评为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木船制作技
艺）实践奖。受邀前去阿联酋，参加沙
迦国王亲授的“最佳国际文化遗产实践
奖”颁奖典礼。我兴奋地从阿联酋沙迦
国王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我也代表舟
山向阿联酋沙迦国王赠送了郑和宝船
模型，向阿联酋遗产沙迦研究院主席赠
送了“绿眉毛”船模。

目前，岑氏木船的订单包括大型仿古
帆船、运河仿古漕舫以及欧式木质运动帆
船等多种类型，既实现了企业良好经济效
益，也让古船制造手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到了良好继承。如何让普陀传统木帆
船驶向世界？对我来说既是动力，又是压
力。我将继续不忘初心，传承祖业，弘扬传
统，开拓创新，让普陀传统木帆船驶向更远。

开拓创新让普陀传统木帆船驶向世界

舟山群岛有1390座岛屿，出门
坐船，船舶是岛民出行主要交通工
具；渔民捕鱼离不开渔船，船舶成
为渔民捕鱼生产工具。因此，木船
是古代海岛百姓生活、出行和劳作
的重要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木
船的用途逐步由渔用、摆渡、捕捞
拓展到交通、商业、邮运等领域。
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过程中，
形成了独特的木船制造技艺，一直
流传至今。

普陀区面临东海，渔业生产发
达。千百年来，岛上产生了无数修
造船舶的能工巧匠，阿拉沈家门岑
氏木船作坊便是其中的代表。

1900年，我的曾祖父岑明锡，是
一位出名的造船匠人，在家门口海
边开了一家作坊，作坊以打造小型
木帆渔船为主。由于技术超群、信
用度高，所以很多船主请他打造。

我的祖父岑阿友，小时候常帮
作坊送饭，每天看着师傅打造新船、
修理旧船，有时也向师傅请教造船
技术。有一天，我祖父发现一个秘
密——新船造好后，后舱底部还有
意留着一个洞，便不解地问：“师傅，
新船造好后，为什么还留着这个
洞？”师傅笑哈哈地回答：“这与造新
屋为什么最后上梁道理一样，阿拉
大木师傅也有自己的杀手锏。”

勤快、懂事、好问的少年博得师
傅们好评。我的曾祖父认为祖父是
造船工匠的“好料”，便有意将造船
技术传授给他。

我的祖父从小聪明，悟性也高，学艺时
相当刻苦，遇到不会的，就去请教老师傅
们。久而久之，他的技术自然是越来越精
湛。由此，我的祖父与船板、船舱、桅杆、舵
等造船材料朝夕相处，开始延续这份传统制
船技艺的辛劳与荣耀。

到了1915年，岑氏第二代传人、我的祖
父岑阿友接班，在芦花浦中堍村建有固定作
坊基地，开始建造中型木帆渔船，努力为渔
业服务。由他打造的大捕船、大对船吃水
浅、浮力大、载重量多，且古朴大方、轻盈灵
巧、坚固耐用，深受船东或船主的喜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
东……”1953年是舟山木帆船修造业鼎盛
时期，因为政府发放生产货款，扶持渔民出
海捕鱼；县委组织工作组进驻渔区开展渔
区民主改革，激发渔民生产积极性。于是，
阿拉普陀广大渔民造新船、修旧船，积极投
入近海捕捞。

鉴于渔业发展大好形势，岑氏第三代传
人、我的父亲岑全富抓住这个难得机遇，扩大
生产规模，开始成批打造各类渔用木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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