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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城关老木匠杂谈 

 

新中国成立之前以至解放后的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房山县城关

虽是县政府所在地，只是商业比较发达，工业水平相当落后，基本还

处于手工业时代。因为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木匠行业在手工

业中比较发达，几乎是处处有木器加工，村村有木匠。我的父亲张振

忠是个木匠，后来成了房山县木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

任。我虽然没有子承父业，但是从小在父亲和他的伙计身边成长，耳

濡目染，对木匠行业也多有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木匠行业已经由

于木器加工方法、机具、建筑形式和材料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少传统的木器制作加工方法还纳入了非物质文明遗产范畴。为了反

映解放前后那个时期城关地区木匠行业的状况，我收集了一些资料，

也走访了一些人，整理成此文，以供读史参考。本文所反映的主要是

房山老县城的四街、两关及相邻各村的情况。 

木匠的来历 

关于木匠的名称和来历，虽有不同的说法，但都得到认同。三教

九流说：古代木匠属于三教九流里上九流的士、农、工、商的工类，

地位还高于商。五行八作说：“五行（行）是商业分类，八作（作）

是手工业作坊的分类，虽然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但哪说法都少不了木

器作坊。祖师说：所有木匠都是尊奉春秋战国时期的鲁班为祖师爷。

其实鲁班名为公输班，鲁国人。木工在当时为一名官员。《礼记·曲

礼下》记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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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工”。但鲁班也是石匠、泥瓦匠的祖师爷。三种匠人在一起时要排

个尊卑之序，坐姿石匠为大，蹲姿泥瓦匠为二，站姿木匠为弟。尤其

在建造房屋时，更体现了石为先，泥为二，木为三的工序。实际干活

时，三个工种配合默契、设计相符，尺寸相合。说现在话，就叫无缝

链接，确实反映了三匠的同源同宗。 

当一个木匠，从古至今，绝大多数人是为了生活，以手艺换碗饭

吃。不过也有吃饱喝足当乐趣甚至误国误民的。最出名的是明朝皇帝

熹宗朱由校，在外有清兵入侵内有造反作乱的形势下，却不务正业，

一门心思干木匠活，史书记载其“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

可忘，寒暑罔觉”，国之君不理朝政，整天干木匠活废寝忘食，实在

可气可恨。 

木匠的分工与木匠活 

从大的分类说，凡是制作木制器具的匠人都可以称为木匠。但是

由于制作的器具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甚至干活的地点不同也会分出

很多门类，木匠也就有了不同的叫法。当年在房山城关地区，木匠可

分为大器作、小器作、杂器三大类别。大器作的木匠也就是乡村木匠，

是农村常见的木匠，一般是走街串户，为雇主干活。常做的活是盖房

子、打妆绣、日用家具、农具等，从为活着的人盖房做家具到为死去

的人做棺材都得会，手艺比较全面。比如：东关的耿瑞、耿祥、耿士

明、耿士清、张振忠、张德福、张玉琦、郭恩，南关的王再武、西北

关的苏士言、洪寺的史景荣、韩志文、张宗旺、北关的曹树林、东坟

的刘舫。小器作也叫小细作的木匠，一般都在城里有铺子，作一些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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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或屋内摆设一类的木制和雕刻器具，用料考究，做工精细，一些名

贵木材加工也在这些作坊，主要是为有钱人家服务的，因此房山城里

只在南街有一家挂牌的嫁妆铺。 

所谓杂器是泛指其他木制品的工匠，有的就按产品或工种称呼而

不叫木匠了。比如做木制车轮马车和手推车的叫板轮匠，做木桶的叫

箍桶匠，做牲口的鞍子匠（也叫铲鞍子的），做筛面和笼屉的叫罗圈

匠。这些做木工活的铺子在房山城里都有一两家。还有专门用手拉镟

床；镟制棒槌擀面杖等圆形木制品的叫镟匠；还有专门做乐器的木匠；

专门为铸造翻砂制造模具的木模工，（如西北关的苏士言）。而专门拉

大锯破解木材的木匠还叫大锯匠（如瓜市的刘景德、何清）。还有和

木匠紧密配合的油漆匠，画匠。这些人和木匠在一起干活，人们也把

他们叫木匠。 

在房山城关，人数最多的还是大器作的乡村木匠。他们不仅人数

多，在四街两关及相邻的各村都有。而且干的活也是五花八门。越是

心灵手巧的师傅会干的活越多，用现在的话说叫全能木匠。虽然和一

门专的木匠活比起来会有差距，但也几乎能做到见什么能做什么，提

供做、画、漆、装一条龙服务。 

我的父亲就属于乡村木匠，而且是心灵手巧的一个。下面就把我

看到、听到的关于乡村木匠的那些事作个回忆。 

木匠的工具 

木匠把自己的工具叫家伙，干什么活用什么家伙。比如，做鞍子

的要用铲子；罗圈匠要用拉刨而不是推刨；小细作要用多种雕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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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工小铁（铜）配件的工具等。因此，会干活的越多，拥有的工具

种类越多，工具越好，干的活越漂亮。甚至说三分手艺七分工具。内

行的主儿，一看亮出来的家伙，就能知其手艺高低。所以，木匠都很

重视自己的工具，一是显示手艺，二是干活又快又好又省力。 

木匠的工具还伴随着很多神秘的传说。据说木匠的基本工具有二

十八种，上应二十八星宿；家伙斗子（相当于工具箱）上装七种尺寸

凿子的七孔上应北斗七星；划线用的曲尺据说是鲁班发明，又叫鲁班

尺；楞板（相当于工作台）上卡住木板的卡口，据说是鲁班的妻子发

明的，又叫班妻，等等。 

乡村木匠的基本工具，除了画线和量尺寸用的墨斗、五尺、曲尺

以外，不外是锛、凿、斧、锯、刨五大类。其中的五尺是是一根一寸

见方的不易伸缩变形的木料制成，长为五尺，刻度精确到一寸。是测

量较长的木材用的。曲尺古时叫“炬”画方用、圆规画圆用。由此产

生一句俗话，叫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还是从木匠那里传下来

的。 

锛子是加工柁、檩、柱等大材料使用的。木匠使用锛子很要功夫，

其它工具外行人学一下都可以用，唯独锛子不行。我也始终不敢用锛

子干活。使用锛子砍木架是用脚踩着木头，眼看着画线，抡起锛子向

脚掌下面的木头砍下去，不多不少，要和两侧的画线齐平，砍出一个

平面。角度和劲头大了，会砍过线，角度和尽头小了，会砍到鞋底的

脚掌部分，甚至伤到脚。师傅用锛子，三下两下就齐活，学徒的用锛

子费时费力又费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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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用的锛子有两种，都是丁字形状。一种是丁字横木的前头装

一个优质钢材锻造的锛子头，使用比较轻快。另一种是长把前面上装

一个前平刃后立刃的钢制斧头（也叫刨锛），小的叫刨斧。乡村木匠

走村串户干活，有时回家很晚要走夜路，为了对付野兽和坏人就得拿

件家伙防身。斧子拿着方便但谁家都可以有，你自己是好人坏人一时

说不清楚。于是，拿着五尺或锛子走路，一看就知道是木匠，又能防

身又不引起别人的猜忌，一举两得。而且传说这两样家伙还能避邪气，

神鬼不侵。 

木匠的工具都是利刃。钢口好的，好用又耐用，也讲究选名牌名

铺产品。县城南关小郑子铁匠铺和涿州黑猴牌的产品是城关一带木匠

的首选。买了锛、凿、斧、锯、刨等刃具，还要自己制作成工具才能

使用。锛、斧、凿要装手把，锯要装锯弓，刨要装刨床，如何淘换到

份量轻，耐用、耐磨的好木料也要下一定的功夫。我的父亲，曾经有

一支严缝用的长刨是紫檀创床。可惜后来不知去向。 

木匠师傅干活时是不准抽烟的，往往休息时一边抽烟一边收拾家

伙，伐锯、磨凿子、磨刨等等。干活时发现刃钝了，也要停下手中活

去磨刃，这就是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 

木匠的传承 

乡村木匠干的都是手工活，而且不识几个字，学的手艺都是靠师

傅口传身教，自己死记硬背，脑子不好使不行；干活有工眼儿管着，

不卖力气不行；干活场地大都在户外，冬寒夏热，吃不了苦不行；行

内的规矩多，无拘无束不行。所以，学木匠手艺干木匠活都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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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传承，不得不说一说两个称呼。外人对木匠尊称叫师傅，木匠之

间尊称对方也叫师傅，如张师傅、李师傅等，是一种官称。而师徒之

间，徒弟要叫师父，不能带姓氏，表示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是父与子的关系；对师父家人，除师父外，还有师母（师娘）；

同门同辈论师兄弟，父辈论师伯（师大爷）师叔等。徒弟对不是同门

的木匠都可以称呼官称。有的学徒之前已有亲朋关系，按先论后不改

的习俗，只要辈份不变，也可以按原来的称呼，只是到了外边干活时

还要叫师父，以表示师徒关系。 

学木匠有三个途径。一种是家传，子承父业，学成的木匠叫门里

出身，如东关的耿氏家族。这种传承的优点是学的细，学的透，功夫

扎实。缺点是管的松缺乏吃苦耐劳精神。有的老木匠不自己带儿子，

而是把儿子交给自己的师兄弟或其他师傅严格管教。另一种是师父带

徒弟，也叫拜师学艺，是主要的传承方式。程序是想学木匠的孩子家

长托中间人向选定的师傅求情，经师傅考察（身体状况、人品等）两

厢情愿，由中间人主持，签订师徒合同立下字据，举行拜师仪式后，

正式学徒。学徒时间是三年零一节，一般是正月初五拜师。所谓“一

节”，是指学满三年后再过一个端午节才能正式出徒。旧时当学徒，

规矩很大。学徒期间不许结婚，不许退师，吃住都在师傅家，师父不

允许不能自己回家。管吃饭穿衣，不给工钱。除了干木匠活学手艺，

师傅家喂猪打狗挡鸡窝，挑水扫地带孩子，什么活都得干，甚至有的

还写下“师父可以打骂徒弟，失手打死不偿命”条款。学徒都是从累

活粗活干起，开始都是抬木料拉大锯。可见学徒之不容易，也让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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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珍惜手艺得来不易。 

其实，当师父也不容易，带了徒弟就要多操心费力，一要教手艺，

二要注意安全。虽然重活粗活有了帮手，可技术活就得一个人顶两个

人干。人家管了两个人的饭，给了两个人的工钱，可不管你是师父徒

弟。有时，徒弟把活干坏了，师父就得替徒弟赔工赔料。有的师师父

因为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关键的手艺还要留一手。三年学徒，能不

能学成，就看当徒弟的是否有灵气，是否踏实肯干，俗话说“师父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道理。 

再有一种传承的形式叫挂牌师父（徒弟），实际是师学艺。有的

是人到中年半路出家，自学成才，也能干不少木匠活。而外出揽活时

不少主家很注重木匠的来历和门弟，不敢用无名之辈。于是托人找到

当地比较有名气的老木匠认师，成为没有学过徒的徒弟。一来有了门

弟，二来也能继续学些手艺，如北关的曹树林就是东关张振忠的挂牌

徒弟。 

有的木匠从未拜师，凭着心灵手巧弄一套家伙也能干不少活；有

的虽然学徒几年，却是学艺不精，脑不灵手又笨，只能干一般的活，

大活接不了，精细活干不好。这样的木匠大都是和老木匠搭伙揽活， 

被人称呼为“二把刀”，不过是以木匠为名混碗饭吃。 

木匠的规矩和习俗 

木匠师傅在农村和城镇地区受到老百姓的尊敬，一是干的活和老

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二是木匠行、情、坐、卧都有比较严格

的规矩。这些行规并没有文字规定，都是口传身教，但是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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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言谈举止。木匠吃百家饭，对长辈要尊，对同辈要敬，还

要对主家和气。不进主家屋不动主家物，干活时不能闲聊，也不能大

声吆喝，以免分神出事；多冷天不能进屋里烤火取暖，多热天不能光

膀子干活；穿衣穿鞋不怕旧不怕补，必须干净整洁（俗话说：“笑破

不笑补”）。虽说有干净瓦匠邋遢木匠之说，实际上每天干完活必须把

场地收拾干净，材料码放整齐。 

吃饭有吃饭的规矩。首先是吃有吃相，不能碗筷叮当乱响，不能

伸出筷子到饭桌对面夹菜，、碗里不许有剩饭剩菜等等。徒弟要给师

父盛饭，但不能喝酒，师父也不能喝多了影响干活。主家有穷有富不

论管什么饭都是尽了力的，吃饱为止，不能因为吃得差一些就影响干

活。我父亲多次给同事和徒弟讲一个故事，叫做“耕地吃饺子，费事

又费事”。说的是一个耕地把式。给一个孤儿寡母家耕地，中午的饭

食很简单，也没有酒，没有吃好，下午耕地打起小算盘，隔一犁盖一

犁，俗称猫盖屎。到了晚上，主家给吃肉馅饺子，有酒有菜，还一个

劲道歉说上午家里有事实在走不开，吃的太简单了，下午专门去城里

割肉买酒包饺子，表示心意。把式一看知道是误会人家了，想着很对

不起人家，必须回去返工，把地重新耕一下。嘴里一个劲地说：“看

看，您还给吃饺子，真是费事又费事”。前一个费事是说主人费事，

后一个费事是说自己回去返工费事。 

木匠干活时，不论好赖主家都要给沏茶。喝茶要在干活歇着时坐

在小桌旁边喝，不能想喝就随便喝。徒弟管倒茶，按辈份大小分先后，

双手端壶，而且壶嘴不能对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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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盖房一般正房三间，采用四梁八柱形式，柁、檩、椽子都准

备好以后，择吉日立架上梁。这对木匠是个很大的考验，等于现在的

总装配工序，每个部件要算计好，在地下把榫卯大小位置加工精确才

能在屋架上装配无误。到了吉时，鞭炮齐鸣，把正中脊檩（梁）抬举

上去一放，严丝合缝，就算大功告成。旧时迷信，立架上梁不让孕妇

去看，说是不吉利，上梁时入不了位，还得在架顶上临时用斧子连砍

带砸才能到位。据说这一砍，怀孕妇女生的孩子就成为三瓣嘴了。从

现代科学看，上梁到不了位只怨木匠手艺不精，而三瓣嘴（兔唇）是

由遗传基因造成的，完全与木匠的斧子无关。还有钉椽子，必须小头

朝上，订反了就成了“万箭穿心了”，那是大忌。 

还有一种木匠活是做棺材，这有很大讲究，乱了不行。做棺材有

三种形式。一种是在棺材铺里做，一般是同时做几个，就是做木器，

按一般木匠活做就行了，没有什么讲究。 

第二种是主家准备了木材，到主家去做。这些主家都是比较富裕

的，找到了好的木材，为自己或家里老人做出棺材，一方面老人看了

自己的归宿，看到子女的孝心，心里高兴，另一方面是有备无患，心

里踏实。这样做出的棺材放在家里叫做寿材，做工要求较高，一般是

子底子盖（即双底双盖），三遍油漆，前脸雕花或画花。寿材做完了

存放时不能空着，里面放一些木头，置放时要头朝里，不能迎面而放。

有趣的是棺材虽然最终用途是装死人，但木匠只把它当做一件木器，

夏天歇晌的时候，有的把棺材盖当床板，有的还躺在棺材里睡一觉，

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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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主家有病危之人或突然去世之人，事先没有准备或买不

起棺材。请木匠到家里找木料或临时放树现场赶做，这叫“赶热活”。

干这种活一是随请随到，白天放下手中的活就走，深更半夜爬起炕就

去。二是不讲究条件，主家有什么木料就用什么材料。有的家里穷，

就帮助把院子里的树放倒。拼凑的木头长短大小、木材品种都不一样，

湿木头也很难加工，不管怎样，都尽力做出像样的棺材。几个木匠凑

在一起还要分工协作，一般是谁年长听谁指挥，吃饭喝水也就不讲究

了。有的主家会端出一些点心吃食，放一壶茶在旁边，干活的人渴了

就喝一口，饿了就吃一口，到地方就干活，中间也不休息了。在一片

悲伤的气氛中紧张地干活，而且往往是夜里，照明条件也不好，又快

又好又安全地把棺材做出来，每个干活的人承受的压力实在不小。三

是不问价钱，都是干完活再说。实际上，“赶热活” 的主家多是穷苦

人家，办丧事都很难，往往有给不了钱的，给干活的师傅们磕个头，

送点东西就完了。当木匠的从不计较这些，这也是木匠在农村受人尊

敬的重要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