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精进技艺
想把黎族传统元素融入作品

接到订单的成就感，远不止是

挣钱的快乐。在王章宽心里，有了

订单，就是对他手工木作技术的认

可，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他能享受到

的快乐也很多。

“每次在工作室，我都觉得时间

过得很快，动脑琢磨，动手制作，我

觉得这就是手工木作的乐趣所在。”

说着，他又找出一块不怎么起眼的

木头，开始了“创作”。机器切割、工

具雕琢、手工打磨，几小时到几天不

等的时间，平平无奇的木头，变幻出

不同的形象，被赋予了鲜活的意义。

今年春节前，王章宽的手工木

作制品，作为琼中特色工艺品，被展

示在高速服务区“琼中好物”展区

里。对此，他觉得很骄傲：“高速服

务区人流量较大，我的作品能成为

琼中的一件特色，被更多的游客看

到，我觉得很有意义。”

2024年已至，王章宽一方面继

续精进自己的手工木作技艺，另一

方面也在营销方面有了很多的想

法。他说：“短视频要继续做下去，

而且要再同步更新更多的平台。同

时，想开一家淘宝店，网友问起要在

哪里买的时候，可以推荐他们到淘

宝店购买。开淘宝店需要不少样

品，最近忙完农活就要开始做了。”

木头是有生命的。作为一名黎

族青年，王章宽还计划着，要把黎族

的传统元素，与他的木作制品相结

合，让黎族文化通过他的作品走得

更远，让更多的人领略黎族文化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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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匠“牵手”短视频
传统技艺传承有了新方式

你印象里的木匠什么样？
一个人、一把锯、一支尺、一条

线、一块木，耳边别着一截铅笔，刨子
在木板上滑动，一卷一卷的木屑掉
落，满屋弥漫着木屑的香味……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
番响村这座革命老村里，一位做木工
活的“90后”村民，可能会颠覆你对
木匠的认知：建在山间的工作室时尚
简洁，百余种木工工具挂了半墙，7
台专业木工机械制作全程无木屑
……这位村民名叫王章宽，在外漂泊
了10年的他，于2020年返回家乡。
“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回乡发展是
想做短视频，想过很多选题，最终决
定做手工木作。”就这样，他半路出
家，边学边做，不断摸索，技术从“零”
起步越做越好。

王章宽享受每次做木工的过
程，安静而专注。他将这个过程以
短视频形式，发到多个社交平台，结
交同圈好友，还获得不少关注，拿到
了木作活的订单。他说：“木工是中
国传统技艺，互联网短视频为这项
传统技艺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我要做的就是一直做下去，让
更多的人关注手工木作技艺，并形
成一个全新的认识，为这项传统技
艺传承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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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做短视频
选传统手工木作为主题

大山里的孩子想走出去，走出去

的孩子又想回家。王章宽就是如此。

20岁那年，他只身前往广东打

工，在印刷厂做流水线工人。日复一

日的单一工作让他开始更多关注互

联网。“后来也是无意间，我去参加了

一个互联网培训，就跨行去互联网公

司做企划。”王章宽说，做了很多年，

积攒了一些经验，可是职业上却遇到

了发展的瓶颈。

而这些年间，家乡却日益发展变

化着，村里建起了白沙起义纪念园，

环境越来越好，不少游客慕名“打

卡”。

“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本地人经常会拍一些海南好山

好水的视频发到网上，备受关注。”王

章宽想，凭借自己互联网的企划经

验，也可以回乡试着做短视频。就这

样，他毅然返回自己的家乡，打算走

上互联网短视频的“赛道”。

短视频的主题做什么？王章宽

考察了很多内容，美食探店、特色物

产、旅游美景……但最终他被网上一

条木工制作的短视频吸引了。

“那一位美籍华人给女儿做小书

桌的视频，很有意思，木头经过加工

最终成为女儿的礼物，也很有爱。”就

这样，他开始看更多关于木工制作的

短视频，看得越多，越想自己动手去

做。于是，他将短视频的主题选定为

木工制作。“我自己很喜欢做手工，而

且这项传统技艺，在内容层面上有很

多都可以讲述，我想试试讲讲这其中

的故事。”

花10万元买工具
专心学习各种木工技艺

“这是我第一年的成品作品——

roubo木工桌。2021年做的，用了好

几个月才做成。”王章宽向记者介绍起

他的工作台，一张用料扎实的木工桌。

“资深木友都知道这张木工桌，完全是

为了手工木作而设计，它有一个巨大的

腿钳和一只带滑块的尾钳，下部还设计

了一个可以滑动的支撑板，可以很方便

地处理各种形状各种质地的木材。”

这份得意之情可谓来之不易。

2020年底，定好发展方向后，王章宽开

始找场地，他将废弃的鸡舍一部分，自

己动手装修成一间工作室，又“大手笔”

买下了10万块的木工机械设备和各式

木工制作用的工具。

“还没学会，就花这么多钱，我也不

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和动力。”他笑着说，

他一边跟着网上的短视频学习，一边买

来各种专业书籍学习，只要喜欢，就停

不下来想学想做。

一边学，一边干，他开始制作不同

的手工木作品，杯垫、纸巾盒、果篮、笔

筒、砧板……从简单到复杂，如今几年

过去，他已经掌握了木工许多的技能，

学会了榫卯、镶嵌、雕刻等各种工艺，学

会了自己设计图纸，打造不同类型的家

具，还学会了根据实物或者照片进行拓

样。

“去年接了两宗大单。”王章宽开心

地说：“他们从网上看到我发的视频，关

注了一段时间，就向我下单，一个订单

是家居各式木作制品套装，用来布置新

居的；还有一个订单是房车内饰定制，

他从海口过来，我为他手工制作了全套

房车的柜子。”

琼中“90后”村民王章宽
返乡做木工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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