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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张雕花床，一馆文化味——

她建成中国第一个“桃源工”雕花床展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最近几年去故宫参观的人数突破了 1000 多万，但面对故宫那精美的雕梁画栋，有很多人不知道，它们中很大一部分出自于湖南桃源人之手，
史称“桃源工”。如今，被历史所冷落的“桃源工”因为一个来自湖南桃源的女老乡而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她就是中国第一个“桃源工”雕花床展馆——
常德市桃花源景区百床馆的馆长李安华，被人称为“故宫‘桃源工’的发掘者”。

2013 年 11 月 1 日，李安华坐在百床馆她那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缓缓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她与“桃源工”的那段时光。

与众不同的是，人家收 藏 雕
花床是赚钱，她是别人出高价也
不舍得卖。

进入桃花源景区的百床馆，最
显眼的就是堪称镇馆之宝的“隋和
三代”雕花床。它占地 13 个平方
米，高 3.1 米，远看起来就像一栋
房子。它是该床原主人黎家祖孙三
代共用床，一张大床在中间，左右
各有两张小床，前面还有两处宽大
的空间，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三
室两厅”了。据说黎家从清康熙年
间，前后出了四个“顶子”（即大官），
最大的官职为吏部侍郎。该床是二
十多名工匠在黎家打造三年才完成
的，整张床 150 余块雕花板，102
个人物，一百多个花鸟图案，融圆雕、
浮雕、透雕、阴雕等各种刀法于一

体，可谓“天下第一床”。
“这张床当时分给了三户人家，

又分别被三人收藏。他们知道我要
收藏时，努力提价，结果花了我几
十万元。后来我们 6 个人一共摆了
半个月才把这张床组装完成。”让
李安华没想到的是，今年一位来自
台湾的 82 岁老人给这张床开出了
2000 万元的高价，但李安华没卖。
还有人分别开价 5000 万元和 6000
万元起，要收购她的部分雕花床，
她也没动心。“卖出一张就少一张，
我只想尽量保住老祖宗留下的这
些财富，让外面的人知道‘桃源工’
有多么了不起。”

此外，还有一些旅游景区想让
李安华把百床馆开到当地去。比如，
湖南一家非常著名的景区就曾经许

诺，如果李安华把百床馆搬过去，
其它什么都不要做，凡该景区销售
出一张票，就分给李安华 5 元钱。
当李安华拒绝后，对方还表示可分
7 元 或 8 元钱。据了解，2012 年，
该景区一次 进山人数突破 346 万
人。但李安华不后悔，她说 ：“我
怕把百床馆迁过去后，他们不会再
说这是‘桃源工’雕花床了！”

李安华的坚持也得到了很多人
的认可。中国书画名人范曾在得知
李安华的故事后，立马为她题写了
馆名。“据说范曾先生的字现在要
卖到 15 万元一个，关键是有钱还
不一定求得到。”金鲁克告诉记者，
直到现在，范曾既没有见过李安华，
也没有来过百床馆。

“桃源工”其实也是各有擅
长的领域。比如，有些擅长雕龙、
狮子、花、鸟等大件，有些则擅
长雕首饰盒、脸盆架等小件。

由于进宫能够得到皇室贵
族， 或 者 大 臣的 赏 赐 和 恩宠，
桃源工通常在推荐时，大都会
推荐自己的亲戚朋友；在传授时，
通常只传给自己的子弟。“这可
能也是导致‘桃源工’没落的一
个原因吧。”李安华感慨地说。

肖六是“桃源工”中极富传
奇色彩的一个。他曾经为慈禧
雕过小件。李安华曾经在收藏

雕花床的过程中，听“桃源工”
传人朱文安说起过肖六的故事。
作为“桃源工”的传人，朱文安
曾经去长沙修复乾隆为表彰岳
麓书院赐的“道南正脉”匾。

李安华告诉记者 ：“肖六是
从宫里告老还乡的。” 肖六还乡
后，在民间也会接一些活。但他
要求对方必须用四抬大轿接他
去、送他回。他随身带一只碗，
从不讲价，根据对方放在他碗
里的银子多少，来决定雕刻的
精细度和美观度。如果给的少，
他就雕得简单。

 初“识”“桃源工”
今年 53 岁的李安华是湖南桃

源人，年轻时分别在常德师专 ( 湖
南文理学院前身 ) 和湘潭大学学习
中文和法律，后来进入常德司法部
门工作。

虽然李安华是桃源人，但她
头一次听说“桃源工”却是因为一
位北京老人。1989 年，李安华被
单位派往北京学习。3 个月里，她
每逢周末必去故宫。当时，故宫门
票是 10 元，而李安华每月工资只有
46 元。

“为了省时省钱，我通常都是
星 期五晚 上打好 热水 装 进 水壶，

然后第二天早上带两个馒头进入
故宫当中餐，晚上关门时才出来。”
因为李安华每次都会选择一个固
定的地方就着清水吃馒头解决中
饭，她引起了故宫的工作人员刘大
爷的注意。

刘大爷得知李安华是湖南桃
源人时，问她是否知道在宫廷里享
有盛名的“桃源工”。从刘大爷那里，
李安华得知，当年建造故宫时，很
多桃源工匠参与其中，殿堂楼阁雕
梁画栋，都有桃源能工巧匠的心血。
从此，李安华对“桃源工”就上了心。

1989 年末，李安华在桃源办

案，在当事人家里看到精美的桃源
木雕被当柴烧，故宫刘大爷说的
话突然清晰在耳，她二话不说，买
下了这件收藏品。不久后，她出差
到合肥，当地朋友带她到李鸿章
故居参观，在李鸿章的床前，向她
介绍起了闻名于世的“徽雕”，她
马上和朋友说起了“桃源工”，那
位朋友一副从未听过的表情让她
心里堵得慌。

李安华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一
定得让外面的人看看“桃源工”有
多么精美，床不是最大件最有代表
性的家具么？就收集桃源雕花床。

家人笑她是捡破烂
可是要想收藏雕花床，李安

华靠上班的那点工资是远远不够
的。1991 年，李安华一 个做钢材
生意的朋友放弃本行转而从事雕
花木板生意。“他当时告诉我说，
做雕花板生意比做钢材还赚钱。”
这些雕花木板其实就是雕花床的
一个部分。

1992 年， 李 安 华 下 海 经 商，
在长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自己
当起了律师，名声逐渐打响。她也
就把赚到的钱全部用来收购雕花
床。

随后十多年时间里，李安华跑

了沅澧流域及洞庭湖区域的 113 个
乡镇，有时晚上两三点才回家，还
租用了七八处地方存放收来的雕
花床。最终，她收购到了 100 多张
雕花床。“我一边做律师一边收购，
同时还请了人帮我去乡下寻访。”李
安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安华收藏的雕花床都是明
清时期、民国时期的老床，多是人
家的传家之宝，谁也不会轻易割
让。她常常为了收一张床多次上门，
还会被人误认为是文物贩子，遭人
白眼，被人赶出门。而且，经常出
现床主人临时变卦的事，在一切都

准备好了，要装车时，床主人的亲
朋来了，突然说不卖。因此，每次
李安华运床回程中都特别紧张。

而且，最初开始收藏时，床都
是散成一张张木板的，上面布满
灰尘和稻草，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
劝她不要上当受骗了。

“我和父亲就曾经笑我妈妈是
捡破烂的。”李安华儿子金鲁克笑
着告诉记者。但当 2010 年，李安
华应常德市博物馆之邀做展览，第
一次把那些布满灰尘的床一张张
组装起来的时候，朋友们都惊呆了：

“这就是你当初拉回来的破烂？”

真心换回雕花床
李安华最喜欢的床是“坐月子”

回廊雕花床，不仅是因为它外形特
别，还因为它收藏最曲折。

回廊雕花床的主人是一位还裹
着脚的 91 岁老太太，老太太家在土
改中只剩下一间小房子和回廊雕花
床，而回廊雕花床一直以来没人见
过，不少文物贩子上门要以高价买老
太太的回廊雕花床，老太太一直说
她家家徒四壁，没有什么雕花床。

李安华前两次 上门，老太太
态度非常冷淡，对回廊雕花床更是
只字不提。经过悉心“周旋”，老
太太慢慢接受李安华，跟她讲了很

多她家族的故事。有一次李安华在
老太太家附近出差，办完事就去看
老太太。这是李安华第四次拜访
老太太了。她想着老太太牙不好使，
就给老太太带了几块当地百年老字
号的甜糕。她们的话题没有聊雕花
床，老太太眯着眼，品着甜糕，跟
李安华说起这个百年老字号，老太
太忽然若有所思，说：你下个星期
再来吧，我有话跟你说。当李安华
如约来到老太太家，老太太把旁边
的人打发走，把门关上，让李安华
搬来梯子，爬上小阁楼。根据老太
太的指示，李安华拨开一层厚厚的

稻草，摸到蚊帐般的布制品，蚊帐
布和稻草一碰就碎开了，里面藏着
的竟然是老太太的回廊雕花床。

老太太给李安华细细讲了回廊
雕花床的故事，并表示愿意将床交
给李安华好好保护下去。李安华后
来联系到老太太的侄孙，用一对李
安华收藏的青花瓷罐换了他们家的
传家之宝。李安华出于对老太太
的感激，另外给了老太太 3.8 万元。
令李安华意想不到的是，老太太回
绝她：不要这么多钱，自己老了也
带不走人间的东西，只要李安华好
好把床收藏好，她就心满意足了。

有人出 2000 万元收藏她的一张床

把“桃源工”文化传承下去
百床馆成立一年多来，吸引

了国内外很多游客。雍正皇帝九
世孙爱新觉罗·启隆也曾到百床
馆参观。当听人介绍说这是“桃
源工”雕花床时，启隆立马说：“‘桃
源工’，我知道。我听我爷爷说
过，宫里的好多龙椅都是‘桃源工’
雕的。”

“曾经有一个女导游在工作
之余，跑到一张床前，看着镂空
雕刻的‘喜结同心’图案的线路，
学着织同心结。”李安华说，“桃
源工”雕花床不仅仅体现了桃源
工的精湛技艺，更体现了我们中
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比如，
媳妇给婆婆喂奶的“乳姑不怠”
图案寓意要孝 ；“蒙正迎妻”、“平
贵回窑”等图案寓意要守信 ；“鸾
凤和鸣”、“鸳鸯合气”、“富贵白头”
等图案寓意夫妻和睦，相亲相爱；

“一路连科”、“连中三元”、“马上
封侯”、“魁星点斗”等图案，则
表达了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此
外，还有寓意为官清正、出污泥

而不染的青莲图案，寓意多子多
福的葡萄串、葫芦、石榴、蝙蝠
等图案；寓意坚忍不拔，象征友
谊的“岁寒三友”等图案。

“百床馆现在确实还没有赢
利，但我不后悔，我希望能够让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桃源工’，并
通过了解‘桃源工’的雕花床传
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同时，为了把产业做大，让
百床馆文化传承不灭，李安华特
意让在广东的儿子金鲁克辞掉年
薪十多万的工作，来馆里零工资
帮 忙 打 理 事 务。 谈 到 未 来， 李
安华说计 划三步 走 ：“目前，馆
里已有 2 名熟练的‘桃源工’工
匠，第一步，动员一些有兴趣的
年轻人来学这门手艺，百床馆可
免费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第二
步，准备开发一些木雕小工艺品
开拓市场，也可开展来料加工业
务。第三步，开展订做雕花床业务，
馆里的工匠能用他们高超的技艺
为客人复制心爱之物。”

■ TIPS

源自常德本土的“桃源工”木雕流派，形成于明代，成熟于清代康、
乾时期，鼎盛于清朝晚期，曾在京城风光无限。1491年，明宪宗第十二子
朱枢封王于常德，为修建王府，从京城皇宫调集大批能工巧匠，将精湛奢
华的宫廷营造艺术及雕刻技艺带入常德，与桃源原有质朴大气的民间雕技
有机交融，形成了具有常德地方特色的民间木雕流派——“桃源工”。

清晚期，慈禧太后崇尚奢华，各地达官贵人、富裕之户上行下效，桃
源工匠除屡被召进京为皇室打造雕凿器物、雕饰殿堂楼阁外，各级衙门府第、
富庶商人，亦召工匠频繁使用，使特具宫廷遗风的“桃源工”雕技达到顶峰，
名噪一时，蜚声朝野。

桃源工的形成

宫廷‘桃源工’逸闻

每天，李安华都会用自配的保养液擦拭雕花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