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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那年，杨良盾到后山船厂当学徒，师
从陈芳财学习造船的基本功。陈芳财是水密
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人称

“古镇船王”。
杨良盾记得，初到船厂，师傅就让他先练

斧头，“木工的功夫精细与否，全看这斧头。”杨
良盾说，一斧头下去，削下的木料厚薄、弧度，
都是有要求的。“一开始，要么削错地方，要么
太薄要么太厚，木料常常被削得细细碎碎的。”
那时，为了练斧头功，杨良盾整个手都起了水
泡，疼得筷子都拿不稳。但这并不是学造船最
难的，“最难的是画图，学会画图意味着可以出
师了。”杨良盾说，造船前要先画图，这是个精
细的活，每个结构的尺寸都有严格的要求，稍
有偏差，后期造船就会出问题。“最少要学习三
年半的时间才能出师。出师了就可以参与造
船或者修补渔船的工作。”

杨良盾出师后跟着师傅造船，也为镇上的
渔民修补船体。他掌握了水密隔舱福船的船
体建造、结构、选料和外观涂装等技艺及建造
过程中的种种民俗仪式，能够设计绘制常用的
渔船船型图纸，建造过无数的福船、木船，如货
船、花排、牵缯、灯捕和单拖等各种木船。

2007年，无动力木制福船——“太平公主
号”，成功横渡太平洋，让世界为之惊叹。“太
平公主号”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艘依靠风帆
推进完成跨太平洋航行到达美洲的大陆造中
式帆船。而它，正是由陈芳财、杨良盾等人设
计建造的。“这艘船，有13个水密隔舱，是完全
按泉州湾宋代沉船的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制作的。”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制作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谓

“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为互不
相通的舱区，舱数有 13个的，也有 8个的。这
一船舶结构是中国在造船方面的一大发明，
它具有提高船舶的抗沉性能，又增加了远航
的安全性能。杨良盾全程参与了“太平公主
号”的设计和建造，“单是画图做准备就用了
八个月的时间。”为了寻找合适的木料，杨良
盾和师傅特意到张家港的木料基地寻找。八
个月的准备，一年的建造，当“太平公主号”驶
向浩瀚的大海时，杨良盾内心无比激动和骄
傲，毕竟随着现代社会造船技术的进步，木船
渐渐被铁皮船所替代，手工制作的真正越洋
的木船已经没有了。

深沪杨良盾：传承非遗“船”递梦想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
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
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才艺作品的
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晚晴匠人

春暖花开的3月，晋江深
沪渔港附近的一座民居里，
杨良盾戴着眼镜，正专心致
志地削着手中的木板。在他
的身边，木板、工具摆得满满
的，身后，一艘一米长的古船
模型很是醒目。杨良盾正在
做的，正是与它一样的古船
模型。

从造船木工到船模制作
者，60 岁的杨良盾与“船”打
了45年的“交道”。2011年，
他成为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水密隔舱福船制造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自那时
起，除了制作船模，他也开始
了宣传推广水密隔舱福船制
造技艺的传承之路。

这些年，杨良盾陆续又做了几个福船模型，都被
博物馆、民俗馆等收藏走了。这样的模型，一年下来，
他只能做2个。无论是造船还是做船模，都是一项枯
燥、乏味的事情，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做的人不烦，看
的人都烦了。”杨良盾笑说，因为做船模进度缓慢，每
天都是在画图削板，一坐就是一整天。但在外人看
来，今天模型长这样，再过一个月来看还是这样，来看
的人都觉得无趣。”

随着年纪渐长，杨良盾每天做船模的时间越来越
短，“做这个活，不仅伤眼睛更伤腰，现在年纪大了不
能久坐了。”现在，他每天最多工作六七个小时，其他
时间都用于想着如何让更多人了解水密隔舱福船制

造技艺。
2019年6月8日中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会

场活动在广州举办。其
间，我国 40个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
录名册项目齐聚羊
城，通过展览、展
演、座谈、论坛等系
列活动，展现我国
非遗传承发展的
生动实践。作为
水密隔舱福船制
造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杨良盾受邀
参加了活动，不仅带

去了船模展示，还作
为主讲人，带去了一堂

水密隔舱福船体验课。
现在，杨良盾和陈芳财的

儿子陈春来一起开发设计出一款
水密隔舱福船的文创产品。“光是讲课，听

众是无法体验水密隔舱福船的结构是怎样的。这个
产品把水密隔舱福船各个部分变成拼图一样的零件，
可以自己动手拼装，在拼装的过程中，就能学习到一
些关于水密隔舱福船的知识，还可以收藏留念。”

如今，杨良盾和陈春来一起致力于水密隔舱这项
古老的造船技艺的传承，他们举办研学活动，开办水
密隔舱福船体验课，希望以水密隔舱福船为载体，通
过教学、研学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更多人了
解并推广这门传统技艺。

“太平公主号”的出海，让杨良盾开心的同
时，心里也涌起了对于水密隔舱这项古老的造
船工艺传承的担忧。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
铁皮船就渐渐替代了木船，虽然铁皮船内部的
木结构还是要由木工来建造，但如何才能完整
地保留水密隔舱的造船工艺呢？

彼时，闽台缘、深沪文化中心古船馆需要
船模做展示，杨良盾和他的师傅，以及同行们
一起制作了多艘古船船模。而后，2017年 8
月，杨良盾和同伴陈著纯牵头设计、建造了一
艘仿古木质帆船，长21米、宽5.7米，重达30多
吨，作为深沪海丝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安放在烟墩山脚下的水域里。“从生产用工
具到展示品，让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以船模
的形式展示出来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既可
以保留完整的技术，也能让更多人认识这项技
术。”发现了做船模的好处后，杨良盾开始沉心
于制作船模。

在杨良盾家中玄关处，放置着一艘古色古
香的船模。“这个船模也是仿制泉州湾宋代海
船制作的，那艘船龙骨长 17米多，船长 24米
多。要制作这个船模，数据比例要缩小 35
倍。”杨良盾说，由于缩小比例，复原仿制的难
度变大很多，“越小就越难。13个隔舱板，一个
也不能少。每个隔舱板按比例缩小下来，厚度
不到8毫米，不仅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更精
心细致的制作。”为了完整保留水密隔舱福船
制造技艺的每一个环节和零件，杨良盾花了半
年的时间，才将这个长98厘米的船模做好，单
是画图就画了半个多月。“你看这一边是做完
整的，一边做成开放的坡面。这个坡面主
要就是展示里面的水密隔舱，让参观
者看得到里面是怎么做的。”

杨良盾做的这个船模，被
邀请至国家艺术基金“中国
古代船模作品巡展”展出，
这是近年涉及地区最广、
展品种类最多的一次中
国古代及传统船模的专
项展览。在展出现场，
这个仿制泉州湾宋代
海船的模型引起了各界
的关注，来自海上丝绸之
路的古老造船技艺让人
们惊叹不已。

15岁做学徒 师从“古镇船王” 仿制泉州湾宋代海船模型

研发文创作品 传承古船技艺

才艺秀场

剪纸作品：《建设家园》
作者：施秀论（女，1943年出生，晋江人）

摄影作品：《高歌颂党恩》
作者：黄碧华（女，1953年出生，晋江人）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采写

杨良盾在广州活动现场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讲述

水密隔舱福船的故事。

杨良盾和陈春来研发的福船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