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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專業畢業的蘇清吾從事了半年的地產文案
工作後毅然辭職做起了自由攝影人，之所以

做出這樣的決定，因為她希望有更多的自由時
間，做自己喜歡的事。「在做攝影師的兩年多時
間裏，我接觸到了一些手作藝人，和他們成為了
朋友。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傳統
工藝非常吸引人，漸漸也對傳統手作產生了很大
的興趣。」

零基礎「啃書」現學現做
於是，她開始試着自己動手把舊木門改成沙

發，搭泥窯燒小火爐，縫製傳統服飾等等，
2019年更是在自家後院親手砌起了一堵與故宮
同色的紅牆。「其實原本自己也沒有想過有一天
我會造一座亭子起來，直到去年4月的一天，我
突然覺得平時拍攝短視頻的背景只有一堵紅牆有
點單調，於是就想着能否再建一座故宮同款的亭
子來搭配一下。」
說幹就幹，可是沒有任何古建築知識的她着

手就遇到了困難。「在我的家鄉沒有懂榫卯建築
的師傅，就算有些木工師傅有點經驗，但他們最
多就是做做傢具。我也找過專門研究榫卯建築的
老師，但在你自己對這些完全一竅不通的情況
下，其實是連要問什麼問題都不知道的。」於
是，她只能通過相關專業書籍、現有的論文以及
網上的短視頻自學了榫卯、斗拱、彩畫、地仗等
技術，現學現做。
在建造過程中，蘇清吾發現「書本是書本，

真正上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不用一顆釘子、一
滴膠水的榫卯建築，最講究的是精密計算，一旦
計算錯了，榫卯不密實，就要推翻重做，這對於
學文科的她來說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亭
子沒有圖紙，都是我邊學、邊想、邊試出來的，
發現哪裏不對了，就再改再試。」

探訪故宮看亭子結構
「最難做的是屋頂，四個角要放四根斜着的

脊木，它們要連到同一根橫樑上，相互間是有交
叉點的。可能對好這邊的兩個點，放第三根的時
候，因為相互作用，那邊又對不上了。牽一髮動
全身，來來回回一直在調這個。」
她回憶，「做屋頂就做了半個多月，當時感

覺做不下去了，為此我特意去了一趟故宮，實地
去看它們亭子的頂部結構到底是怎麼樣的，因為
看照片或者視頻是看不到裏面的結構的。雖然最
後做的還是比故宮的要簡單不少，但在那裏也找
到了不少靈感。」
她笑着坦言，在建造過程中還有一些問題就

是憑着感覺來解決。「比如做地仗的時候有一個
步驟是要用過濾後的豬血加石灰水，當時請教了
一位做金繕的老師，他告訴我做出來應該是綠色
的，可我做出來的卻是紅色的，也不知道是哪裏
出了問題。最後我還是直接用了，加到熬煮的桐
油等其他原料裏後好像也沒什麼影響。」

「生活該是自己想要的樣子」
「這是我第一次造榫卯結構的建築，說實話

有很多地方都比較粗糙，也存在不少問題。但是
看着最後的作品，成就感還是挺大的。」就連曾
經對她造亭子不怎麼理解的父母，如今也喜歡上
了這裏。「他們開始覺得一個女孩子做這麼辛苦
的事情好像沒什麼必要，不過看我堅持也就沒什
麼意見了。建亭子的視頻放上網之後，我媽媽的
朋友還拿着視頻問我媽『這是你女兒吧』，我媽
感覺還挺驕傲的。」
如今，蘇清吾還在亭子邊種了很多花花草

草，空閒時就會和家人朋友一起在亭子下喝茶聊
天。她說：「這差不多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吧，生
活就該是自己想要的樣子。」

耗時半年，花費1萬元（人民幣），浙江文成「90

後」女孩蘇清吾在自家院子裏親手造了一座榫卯結構與故宮

同款的亭子。建造視頻放上B站，至今播放量高已達350多萬

次，點讚超18.5萬次，而對於自己在網絡上的走紅，蘇清吾自己則表

示有點意外。「我一直都很喜歡故宮，不管是它的建築還是別的展品都覺得

好看。造這個亭子其實就是自己瞎弄，我也沒有想到會受到那麼多網友的關

注。」她說，「中國傳統文化裏的很多東西我都很喜歡，以後也希望能夠更多

地傳播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生活美學，做這個亭子可以說是一種探索，接下

來會嘗試更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浙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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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中國傳統文化真正有興趣的話，我建
議大家可以好好去學一學，但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不要太着急。有的時候把時間線放長一點，3年、5
年，你才能真正把它學好。」談到年輕人學習傳統
文化，蘇清吾表示，「我現在嘗試的很多東西，也
都不是一下子會的，我也是通過這一兩年時間，慢
慢一點點學會的。可能更多的是因為興趣，所以我
願意去花時間更深入地學習這些東西。」

「審美在線」更能引發興趣
「當然，現在也有一部分年輕人他們對中國傳統

文化沒有太大興趣，我覺得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

因在於日常很多傳統的東西留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不好看』，比如像一些旅遊景點販賣的工藝品，
大部分是批量生產的大路貨，而這些恰恰是大家日
常最能接觸到的東西。」
她認為，要讓更多年輕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濃

厚興趣，第一步就是「審美在線」。「能讓大家先
看到它是『好看』的，首先引起感官上的一種愉
悅，然後才能讓你產生更多興趣去關注它。」
「我後面視頻內容想做的，就是讓年輕人去了解

更多傳統文化的東西，它的實用性或者手感可能不
會特別好，但是我希望起碼在畫面裏它是好看
的。」

放長線學精細
做「好看」的文化

蘇清吾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為了彌補第一座亭
子建造過程中的技術缺憾，同時向更高難度挑戰，
她的第二個作品—仿唐亭子於6月底完成建造。
「第二座亭子在建造過程中得心應手很多，從結

構到手工也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像之前做的小
鬥，中間鏤空部分應該是要順着木紋做的，但我當
時沒這個概念就縱向去做了，在這次做的過程中就
改進了，會美觀很多。另外，故宮亭的斗拱當時做
的也是最簡單的，現在仿唐亭難度就大很多。」她
透露，第三座小兩層仿宋式的亭子也已經在她的規
劃之中。

後期或嘗試做陶瓷及菜品
「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很多東西我真的都特別

喜歡，所以很多東西我都想去學，以後也想往中國

傳統文化的生活美學這個方向發展。但是至於未來
到底要做怎樣的產品，還是通過其他什麼方式目前
也沒有具體的內容，現在也是在一個嘗試或者說是
摸索的過程中。」蘇清吾續說：「生活美學其實就
是我們生活中可能會用到的方方面面的東西。比如
碗，我們普通人家裏用的基本是批量生產的，上面
的印花可能有些還是歐式的。但是像汝瓷、白瓷的
不好看嗎？也很好看，可是用的人相對就比較少。
可能後期我還會嘗試去做陶瓷，甚至古代菜品這些
比較日常的東西。」
「到時候等荷花開了去做一個荷花樣式的碗，然

後把消暑的食物，比如涼粉之類的用荷花碗盛。夏
天的荷花塘旁邊，拿着荷花碗吃東西會很有意境，
景、物、人都能融為一體。」蘇清吾說着已經開始
期待了。

挑戰更高難度
仿唐亭6月「出爐」

榫卯是在兩個木構件上所採用的一種凹
凸結合的連接方式，凸出部分叫榫（或榫
頭），凹進部分叫卯（或榫眼、榫槽）。
最基本的榫卯結構由兩個構件組成，其中
的一個榫頭插入另一個卯眼中，使兩個構
件連接並固定。榫卯結構是中國古代建
築、傢具及其它木製器械的主要結構方
式，是木件之間多與少、高與低、長與短
之間的巧妙組合，可有效地限制木件向各
個方向的扭動。

榫卯是極為精巧的發明，這種構件連接
方式，使得中國傳統的木結構成為超越了
當代建築排架、框架或者鋼架的特殊柔性
結構體，不但可以承受較大的荷載，而且
允許產生一定的變形，在地震荷載下通過
變形抵消一定的地震能量，減小結構的地
震響應。

1973年，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文化遺
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中就發現了大
量榫卯結構的木質構件。這些榫卯結構主
要應用在干欄式的房屋的建造上，有凸型
方榫、圓榫、雙層凸榫、燕尾榫以及企口
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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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清吾在打造榫卯構件。 受訪者供圖
●蘇清吾寫得一手好字。

受訪者供圖

●蘇清吾自製的香薰。
受訪者供圖

●●蘇清吾邊學邊做榫蘇清吾邊學邊做榫
卯構件卯構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建成後的與故宮
同款的榫卯結構亭
子。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