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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工的“金疙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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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张氏枣木加工工艺沧县张氏枣木加工工艺
源于明末清初源于明末清初，，是操作者将本地是操作者将本地
枯枣树精心设计枯枣树精心设计、、加工加工、、雕刻雕刻，，而而
成为家具和艺术品成为家具和艺术品的传统技艺的传统技艺。。

20192019年年，，沧县枣木加工沧县枣木加工
工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工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化遗产名录。。

沧县枣木加工工艺

沧县黄递铺乡南张庄子村张氏家
族，是明代永乐二年，自山东迁到沧州
的。从那时起，张氏家族就把枣木加工
技术带到了这里。

“我的太祖父张大亨是远近闻名的
木匠，开有木艺作坊。他就地取材，将枣
木做成家具、器具。”张巨升说。

这项技艺后传于张巨升的曾祖父
张廷然。他把张氏枣木加工工艺传承下
来，并发扬广大。

第三代传人、张巨升的叔祖父张熙
海，把枣木加工的产品扩展到工艺摆
件、根雕作品、花架花托等新领域。

张巨升是第四代传人。他自1979年
初中毕业后，即跟随张希海学习张氏枣
木加工工艺，得到真传。在多年的实践
中，张巨升把古老的加工工艺和现代元

素相结合，使作品更具有观赏价值、使
用价值和收藏价值。

张巨升经过商、管理过医院。随着
年龄的增长，他对枣木工艺的研究越来
越深，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他辞职后，经
常去枣木市场，遇到喜欢的就买，然后
开始琢磨制作。

“太祖给我们留下了八字箴言——
遴、净、汲、阴、样、制、磨、漆。”张巨升补
充，“遴是选材，净是去外皮和毛刺，汲
是泡水，阴是阴干……”

张巨升说：“由于枣木细密耐磨，用
处非常大。过去，人们造船、打家具喜欢
用枣木。擀面轴儿、镰把儿、拐杖、梳子、
蒜槌子、占卜用的星盘、卖油梆子、月饼
模子、纺线葫芦儿、木匠的刨床子、擀鞭
炮的搓儿等耐磨用品，也多用枣木。”

原籍沧州的一代文宗纪晓岚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余乡
产枣，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
以贩鬻于诸省，士人多以为恒业。”
足见这里枣木资源之丰富。

在市区通往沧县黄递铺乡南
张庄子村沿线道路两侧，一株株铁
骨苍枝、纵横屈曲、拙中见奇的老
枣树成方连片，甚是夺目。

沧县因盛产金丝小枣而享誉
天下。丰收时节，红彤彤的鲜枣挂
满枝头，散发着香甜的气息。就是
这坚韧的古枣树，在历经风雪或病
害失去生命时，依然可被加工成典
雅考究的家具、雕琢成古风古韵的
艺术品，而被赋予新的生命力。

今年 58 岁的张巨升，自幼跟
随叔伯爷爷张希海学习枣木加工
技艺。2019年，这项工艺成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讲述起枣木
加工工艺的历史渊源，张巨升如数
家珍……

走进张巨升家的院子，访者被好几处一人多高
的枣木堆吸引了视线。“这些枣木的树龄都在一二
百年以上。前些年，我们附近的枣树因病不挂枣，被
大量刨掉。我看着心疼，就辞了职，回家收了这些枣
木。就这样，我重拾了老本行，安心做个好木匠。”张
巨升说着。

院子南边有一个4米见方的大水池。天气渐暖，
他和工人们正准备把浸泡了一年的木材取出。张巨
升说：“枣木需要阴一年、干三年，就是浸泡一年多、
阴干三四年，才能搬进屋里，再谋划用来做什么！”

在宽敞的操作室内，各种正在被加工的枣木木
墩、家具、摆件，既彰显古典敦厚，又不失精巧细腻。

“沧县西部地区是枣木种植的集中地，这里枣
树栽培可追溯到唐代，是著名的‘金丝小枣之乡’。”
沧县文化馆馆长孙健说，“金丝小枣品种优良，明清
时期是供皇族食用的贡品。古代木工们就地取材，
在这里发展出了枣木加工工艺。”

经过几百年的锤炼，沧县形成了集艺术价值、
观赏价值、珍藏价值、实用价值为一体，具有浓郁民
族特色的枣木加工传统工艺。

“枣木生长缓慢，碗口粗的树干，需要长上几十
年，所以有了‘枣木不成材，成材即珍贵’说法。咱这
里的金丝小枣枣木密度大、坚硬细腻、色泽鲜亮、外
层橙黄、内里红润、纹理紧凑，有‘金丝红檀’的美
誉，我们叫它‘金疙瘩’。”张巨升笑着说。

一脉相传的“张木匠”2

枣木文化的“生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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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道的枣木加工工艺，从最
初的选材，再到制作，得用四五年的时
间，不痴迷真的坚持不下来啊！”张巨升
说。每一根枣木，从树根到枝干，再到边
角，能做出成品，都经过了无数次修整
和打磨。

在位于沧县纸房头乡的南小营村，
由张巨升一手打造的枣木加工传承基
地内，摆设着老子、圣人、寿星等枣木雕
像，白菜、簸箕、茶壶等枣木根雕作品，
以及笔筒、花架、花托、桌、椅、床榻、茶
台、几案等枣木家具。

“做枣木工艺首先是构图，要满足
器物的基本使用功能，要符合使用者的
心理需求，要美观、独特，要把自己的设
计理念揉进去，还要让使用者欣然接
受。”张巨升说。做家具时，在考虑实用性
的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品位。同时，为了
结实耐用，每一件家具都是榫卯工艺。

在雕刻艺术品时，就看当时的灵感
了。拿起一把根雕“壶”，张巨升说：“这
把壶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一开始，我想
把这块树根做成哑铃，在制作的过程
中，又几次改变想法。最后，从美学角度
出发，把它雕成了一把壶。它看似简单，
实则耗费了很多精力。”

为了传承好这项技艺，张巨升于
2013年创办了沧县枣棘工艺品加工厂，
2017年又在加工厂的基础上建立了沧

州枣棘工艺品有限公司。企业在他的带
领下，不断探索出新方法、新技术、新作
品，枣木加工生产规模不断增长。

“我的枣木产品不走、不张、不裂，
美观实用。多年前，我们就将客户拓展
到了新疆和东北地区。那里茶台、花架、
台座的需求量比较大。”张巨升说。

今年33岁的张贺是张巨升的侄子，
自幼爱好雕刻，现在正在和张巨升学习
枣木加工工艺。张巨升在基地还腾出一
间房，当枣木工艺教室，自己撰写并印
制了讲义。稍有闲暇，张名彦、张名义、
张名山等数十名徒弟和附近的村民，就
来这里听枣木加工课。

时间能让树木腐朽，雕刻却能让根
木永存。如今，枣木加工工艺在张氏祖
祖辈辈历代传承、精心研究下，形成了
一套较为完整、实用性强的传统技艺。
他们用匠心精神将枣木加工与道法自
然的传统风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沧县枣木文化。

“生长在枣乡，枣树和我早就交融
在一起了。每天，我一走进操作室，闻着
枣木的清香，心里就特别踏实。我老伴
儿和女儿们也特别支持。她们看到我用
传统工艺做出的家具和雕件，也感觉到
让枣木焕发新的生命力，是对枣树最强
烈的热爱和尊重！”张巨升温厚地笑着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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