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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开幕，80后丁沙金作为甘肃非物质文
化遗产——榆中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项目负责人受邀参展。兰州卧桥、兰
州老民居等微缩古建筑模型入驻甘肃展馆，展现着中国古建筑的博大精深
和独特魅力，更凝聚着两代人的非遗梦。

2016年3月，甘肃工艺美术大师、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榆中古
建筑模型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丁武明溘然离世。为了完成父亲未竟事业，
丁沙金毅然辞去工作，传承和弘扬这份工匠精神。

两代人的坚守

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情很难，两代人坚持去做同一件事情更难能可贵。丁
武明带着遗憾走了，所幸的是，后继有人，儿子丁沙金继承了这份事业。“历史的
长途，正是如此多情地，留下了先行者的雕塑”，或许，昌耀的这句诗最能表达对
丁武明这位民间工匠以及这份事业的缅怀。

丁家父子两代人，用这种方式传承民间工艺，留住古建筑历史文化。相比
其父亲，丁沙金理念更为先进，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去衔接未来，让人们追忆
到建筑建设年代特定的历史印记，给后人注入新的文化含量。

丁沙金说，他目前还没有获得过证书奖状之类的，他只是这个项目的负责
人，如果以后有评传承人等机会他不会参与，会让给师兄弟去参与。他只想继
承好父亲遗留的这份事业。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张学江

记者：当时继承这份事业，有没有过纠结？
丁沙金：我从小就对父亲有一种敬畏之心，他就是我的偶像！我很担

心父亲的事业毁在我手里，我是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下，答应了父亲要把他
的手艺传下去的。

记者：您辞职继承父亲这份未竟事业后什么心情？
丁沙金：说真的，当时压力很大。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过一段时间，但

基本还是“门外汉”，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是，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
我决定继承，并要很好地坚持下去。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您这份事业的？
丁沙金：父亲生前常说：“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技艺是我国乃至世界的一

笔宝贵财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很多传统工艺面临失传的危机，我们要用
自己的手工技艺继承和保留下来。”父亲不光给我们留存了这些精致的古建筑
模型，更留下了一种精神。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份事业，我会很好地传承下去。

记者：这几年有什么心得体会？
丁沙金：古建筑是木工技术和建筑艺术的结晶，也是人类文化的载体。

在我国，古建筑制作工艺源远流长，也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做模型不仅要
考虑外观和比例，还要考虑各个历史时期的风格，制作要避免雷同。古建筑
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载体，需要人们去关注。

记者：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什么计划？
丁沙金：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经费问题，做古建筑模型，需要很大的资

金投入。尽管古建筑模型已传承上千年，但是，这个行业仍然在一个非常
狭小的空间生存。我的打算是，专注于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将这种文化发
扬光大，开拓、延伸古建筑文化市场。

希望和高校、博物馆等机构建立教研与战略合作关系，我们这里既可以
作为学生实践中国古建筑的基地，也可以作为普通市民了解传统文化的场
所。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会撬起整个地球。我的想法是：给我
一个平台，我会让你穿越。文/图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 张学江

丁沙金说，父亲生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农村木匠，17岁开始学习木工，
痴迷中国古建筑30余年。1980年初，萌生将古建筑的技艺用实体模型做出
来的想法后，丁武明上山西、到北京、下江南，寻访古建筑中的扛鼎之作。

一把尺子，一张图纸，陪伴着丁武明，每到一处，他都要测绘、制图，并
购买相关书籍资料。

一卯一榫，一梁一柱，丁武明沉醉在飞檐斗拱的世界，70多座举世闻
名的古建筑在他手中被“真实”地还原出来。由于积劳成疾，2016年3月
份，这位刚刚步入花甲之年的现代“鲁班”溘然离世。

那时候，丁沙金在外上班，弟弟在外地上学，对于父亲的这份事业，两个
人虽然不在父亲的身边，但一直被父亲的这份执着所感动。后来，弟弟在西
安考上了博士继续读书，丁沙金辞职回到了父亲留下的“古建筑世界”。

丁沙金说，父亲在弥留之际，他含泪向父亲做出承诺，他会继承这份
未竟的事业，会延续梦想，好好地做下去。“那时候他正在制作鹳雀楼，只
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他走后，我继承了这份事业，和师兄弟们一起，继续
完成了这件作品。”丁沙金说。

丁沙金辞职后，带着父亲未完成的使命，完全沉浸在古建筑的历史世
界里。为了一扇窗户，为了一根明柱，他时常和师兄弟们探讨到凌晨。他
们到处寻访考察，又完成了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山西应县木塔、
榆中兴隆山握桥等20多件古建筑模型以及斗拱、雀替等一批构件。

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80后丁沙金作为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榆中
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项目负责人受邀参展。兰州卧桥、兰州老民居等一批
微缩古建筑模型成为一道靓丽景观，这些独具甘肃特色的精美文创产品，在

“文化+”理念的推动下尽展产业新活力、新魅力，大量参观者驻足品鉴。

5月6日下午，阴郁的天空突然下起蒙蒙细雨。位
于兴隆山脚下的榆中县南关桥头一处院落，不时传来叮
叮当当的斧凿声。

记者轻叩门环，一位年轻人开了门。这是一座夹在
县城高楼里的仿古木构四合院，一楼和二楼都有展厅。
展厅外墙，挂着甘肃省工艺美术协会颁发的“甘肃省工艺
美术大师丁武明工作室”、“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榆中古建筑模型制作技艺传习所”等牌匾。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梁一柱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
主人换成了一张年轻的面孔。他就是刚开门的年轻人，丁
武明的长子丁沙金。三年前，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斧凿，
一起接过来的还有他父亲未竟的事业和工匠梦，两代人对
古建筑全部的瞻望和信仰在一脉相传中延续。

展厅内摆满了上百件各种鸿图华构的古建筑模
型。步入其间，那些楼台亭榭、殿宇宫阙、廊腰缦回、檐
牙高啄，无论是整体建筑，还是各个有机单元，都通过千
姿百态的建筑形象，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历史的变迁和
人事的更迭。

“这是天安门城楼，这是天坛祈年殿，这是嘉峪关城
楼，岳阳楼，兰州卧桥，兰州老城楼……”这些都是丁武
明大师生前完成的心血之作。这些模型的飞檐翘角、明
柱抱厦，别具一格，精致到每一层的窗户都可以推
开。

丁沙金向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讲述
着一件件古建筑模型的历史和工艺，“有
些作品光构件就要多达数万件，柱、梁、
枋、垫板、檩木以及椽子斗拱、雀替等构
件都要一件件依次做好，再按照传统建
筑营造技艺依次搭建。比例、尺寸不能
有丝毫的差错。”

2009年，丁武明的“古建筑模型制
作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 年 7 月，用檀木制作的北京天坛祈年
殿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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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沙金

古建筑模型。

兰州卧桥

为树立并弘扬注重孝道、尊重母亲、
感恩母亲的良好风尚，呼吁大家陪伴家
人、关注家人健康，由五泉街道办事处、兰
州德尔牙科医院党支部主办，闵家桥社区
党支部、兰州德尔牙科医院、兰州德尔公
益基金和兰州八方救援队承办的“大声说
爱 感恩母亲”母亲节公益活动在五泉广
场举行。

5月13日当天，五泉街道闵家桥社区
“党员红细胞”医疗志愿者服务队为现场
的妈妈们进行了免费口腔义诊，发放了节
日礼物，提供了测量血压、体重等便民服
务。同时，现场群众还通过朋友圈送祝福
等方式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恩。据了解，当

天共有三千余人参与母亲节送祝福，近千
人接受了免费义诊。

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兰州德尔牙科医
院，在医院党支部的带领下，始终积极践
行社会公益事业，前后共策划参与各类公
益活动千余场，为数十万金城市民送去口
腔健康与完美笑容。今后将继续努力，为
金城居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大声说爱 感恩母亲”
母亲节公益活动成功举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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