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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式木雕大师旺堆：

以 刀 代 笔 写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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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咚咚的敲打声从拉萨市城关区八
廓街清真寺北侧的胡同里传来，循声而
去，一座极具藏式建筑风格的院落出现在
眼前。这里是西藏古建筑维修和民族手工
艺领域最知名的企业——拉萨城关区古艺
建筑美术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藏式木雕技艺传承人旺堆工作了 33
年的地方。

作为西藏藏式木雕领域的大师，33 年
来，旺堆参与了西藏许多著名的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工程，其中包括布
达拉宫一期维修，大昭寺、桑耶寺的维
修，以及甘丹寺错钦大殿的修建等。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木雕，对木雕艺
人很崇拜。”旺堆告诉记者，出生于 1959
年的他，儿时就喜欢用小刀雕刻一些玩
具，每当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小朋友们
哄抢，他都会特别开心。

1977 年，刚满 18 岁的旺堆来到拉萨市
城关区建筑公司第四队学习木工技艺。当
时，他主要跟师傅们学习现代房屋建设。
在工作中，旺堆逐渐学得了一身好手艺，
不过，旺堆并不满足。

藏式建筑跟汉式建筑在建筑方式上有
本质的不同，以布达拉宫为代表的藏式建
筑更长于石与墙的技法。对于藏式建筑的
木匠来说，斗拱更像舶来的彩色玩具，经
常被层层叠叠地摆放起来作为装饰，而在
汉式建筑中使用几率很低的雕刻技艺则是
他们的基本功。

“我想学习藏式木雕中的传统技艺。”
旺堆回忆说，这也是他在 1983 年告别建筑
公司，来到城关区古艺建筑队，也就是如
今的拉萨市古艺建筑美术公司的重要原
因。在那里，旺堆有幸结识了有名的藏式
木雕大师德庆，并在其门下学艺。

万事开头难。木雕的工艺流程是，先
将雕刻的作品图案绘制在纸上，然后贴在
木头上，再根据需要进行雕刻。这可难倒
了当时还不会绘画的旺堆。

怎么办？旺堆能够想到的只有一个办

法——加倍勤奋。
“我主要是通过看以前的木雕作品，或

者师傅们画的图案，先照着雕，一有空就
学习绘画技术。”旺堆相信勤能补拙。

至今，在他左手手指上，两道伤痕特
别明显。

“大拇指的伤是在布达拉宫修建中留下
的，缝了 11针。”旺堆不好意思地说。那次
受伤，他请了 7 天假，在第 7 天拆线后，旺
堆又回到了紧张的维修工作中。为了避免
感染，他甚至开始尝试用土办法疗伤，比
如将牛皮熬制的牛胶贴在受伤部位等。

就 这 样 ， 在 德 庆 大 师 手 把 手 的 教 导
下，旺堆没日没夜地工作学习着，心灵手
巧的他很快摸到了门道。

“对于木雕这样的技术活儿，只有在苦
练中才能提高，所以必须抓住每一个可以
提升技艺的机会。”这是旺堆多年的心得。

刚学习木雕不久的旺堆就幸运地抓住
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是 1986 年，旺堆所在的团队参与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藏第一座寺庙桑
耶寺的维修。在长达 3 年的时间里，旺堆几
乎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休息时间，刻苦学习
绘画技艺，勤奋钻研雕刻技艺。提起那段
时光，旺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是我参
与修建时间最长的工程，就是那段时间的
密集锻炼，让我又掌握了不少木雕技艺”。
他笑谈，尽管那时双手总是伤痕累累，但
自己仍然乐此不疲。

1989 年底，布达拉宫迎来了自营建以来
的第一次整体大修，当时这个工程由古艺建
筑美术公司负责，旺堆再次成为其中一员。

“即使在很多建筑专家看来，布达拉宫
也是一座‘迷宫’，所有的古建筑专家们都
试图寻找一种平衡，既能沿用传统材料与
工艺，最大限度地保持布达拉宫的原始风
貌，又能让它益寿延年。”旺堆回忆说：

“那时，公司把施工队分成三个分队，我们
是一分队，主要承担对白宫的维修。在参
加维修之前，布达拉宫维修办公室为了考

察我们的木雕技术，特意让我们做了一组
藏柜。当时，我们 4 个人用四五个月时间雕
刻一组藏柜，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

然而，工程开始没多久，旺堆和队友
们就遇到了困难。

在第一次大修前，布达拉宫就没有留下
一张图纸，所谓的规划总图、单体建筑图等
完全都不存在。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后
人又陆续在其基础上加盖建筑，因而带有很
大的随意性。再加上布达拉宫依山而建，以
大量的地垄（楼脚屋）作为支撑，这些地垄越
靠下面进深越小，且多为封闭式结构，支托
各层地面的椽子不规整，虫蛀腐朽状况普遍
存在，地面坍塌时有发生。

特别是旺堆所在的一分队负责的白宫
东大殿，由于后两排柱子位置与下层支撑
的地垄墙左右错位，柱子没有完全落脚在

地垄上，架在垄墙上承托柱子的木梁将墙
体压裂。这意味着，他们负责维修的那座 7
层的宫殿，3 层及 3 层以下的房梁需要全部
更换，这对于旺堆和队友们来说，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

“当时，师傅德庆大师已经退休，但仍
然每天都来工地现场进行指导，帮助我们
解决维修中遇到的问题。”旺堆说，我们用
千斤顶将上面整整四层殿堂托起，再依次
把全部柱子换下来，完工后再平稳落下，
终于完整保护了上面西日光殿等重要建筑。

如今，67 岁的旺堆已经不再上一线，
转而成为公司古建筑技术队的技术指导。
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师傅德庆大师一样，
把自己的本事绝活教给年轻人，用自己的
经验保护好藏式古建筑。“木雕技艺需要传
承，我愿意倾尽全力。”旺堆说。

似乎在不经意间，以 《英雄联盟
LOL》《DOTA2》 为代表的电竞，成
为当下最年轻时尚、极具市场潜力的
体育项目之一。而已经在新三板挂牌
的北京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电竞创业公司的典型代表之一。

“In my heart,I am a gamer.
（在我内心深处，我就是个游戏玩
家。） ”这是英雄互娱的企业文化，
也是英雄互娱总裁吴旦的心里话。

1999 年底，还在上初中的他迷
上 了 CS， 父 母 担 心 他 就 此 荒 废 学
业，将他送到加拿大读书。7 年的留
学生活一晃而过，回国后，吴旦加盟
了一家名为“5 分钟游戏”的公司，
开心农场便是其拳头产品。1 年后，
腾讯 QQ 农场成为新宠，五分钟游戏
跌入低谷，吴旦只能选择离开。

离开了自己痴迷的游戏行业，吴
旦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了整天
面对 Excel 的生活。虽然这份“四
大”的工作让旁人艳羡无比，可吴旦
却并不快乐，因为，这与他梦想的生
活相去甚远。

一次聚会上，吴旦结识了真格基
金的一名合伙人。他把自己看好的一
个项目推荐给了对方。很快，这个项
目就为真格基金带来了资金回报。第
二次见面，吴旦就把话题引到了自己
最爱的游戏行业，他从投资角度讲起
了自己对游戏圈的认知，成功自荐，
成为真格基金的一员。凭借在游戏圈
70%左右的投资成功率，他用一年半
的时间就被提升为真格基金副总裁。

2015 年 4 月，在北京三里屯的
一间酒吧里，后来任英雄互娱 CEO
的应书岭第一次向吴旦说明了自己电
竞创业的计划，吴旦也成为受邀的第
一个合伙人。回到真格基金后，吴旦
向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说出了自己
加盟电竞创业的打算并征求意见，出
乎意料的是，徐小平不仅支持他创
业，而且还决定投资这个创业团队。

就这样，英雄互娱成立并在新三
板挂牌上市了。统计显示，2016 年
一季度，英雄互娱实现营业收入约
1.83亿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 1.31 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0.48%。吴旦也由此成为中
国上市公司中最年轻的总裁。

“今年以来，我们举办的英雄联
赛 HPL 赛 季 全 球 总 决 赛 在 上 海 开
战，还发布了多款移动电竞游戏。其
中，《巅峰战舰》 为 TPS 海战竞技类
游戏，使用先进的模型处理技术力求
画面更加精美，支持 10V10 真人实
时对战，提供手动、自动两种操作方
式 ；《影 之 刃 2》 较 前 作 无 论 在 画
风、音乐还是游戏内容等方面均有大
幅度创新。”吴旦介绍说，英雄互娱
全面布局电竞赛事，通过整合移动电
竞的优质内容和渠道，着力打造成集
电竞赛事组织、电竞直播、游戏研发
等为一体的大型互联网体育公司。

“昨晚打 《守望先锋》，打到了凌
晨 2 点。”言谈间，吴旦显得有些困
倦，“但电竞创业可不只是打游戏那
般简单”。

电竞企业走红容易，但保持健康
成长很困难。举例来说，目前，不少
家长对电竞抱有质疑的态度，觉得打
游戏是不务正业的行为。对此，吴旦
很是烦恼。“人们常说，兴趣才是最
好的老师。对于加入电竞行业的年轻
人来说，把爱好变成事业很可能事半
功倍，这也就是‘长尾理论’的附加
价值。”吴旦坦言，要转变这一观念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电竞行业大
环境愈发向好的趋势下，企业也需要
建立更完善的电竞产业链，让选手在
参加电竞的过程中，学到更多创新的
知识，得到更多的回报和保障。

“创业要懂得‘大格局’，要算好
‘大账’。”吴旦举例说，他见过有的
团队，公司流水都做到 1 亿了，竟然
只有 20 几名员工，靠着几位技术人
员跟大企业数百人的团队竞争，原因
竟然是怕因人员多导致成本上扬、利
润下降。“这小账看似算得‘明白’，
但大账就糊涂了。如果由于算小账错
过创业风口，想要飞起来就难了。公
司唯有坚持‘共赢’的理念，形成平
等和谐的公司文化，给团队员工更多
的激励奖励措施，才能留住核心竞争
人才，公司的发展才会更有前景。”
吴旦说。

英雄互娱总裁吴旦：

电竞创业非游戏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她喜欢吟诗，也喜欢散步，她爱大自
然，却每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忘我工作；

从 2000 年至今，她一路奔行在清华科
技园、厚德创新谷、中关村创业大街，尽
管辛苦却从未懈怠；

她笑谈，自己是创业路上有 16 年兵龄
的“老兵”，因为她的性格就是勇往直前，
她的气场永远带着“不服输”的味道⋯⋯

她就是君紫资本合伙人、董事长秦君。
如今的秦君，身上带着很多光环。她

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获得者，
在 今 年 4 月 召 开 的 “2016 年 商 界 木 兰 年
会”上，她又斩获“中国商界木兰”荣誉
称号。可她说：“荣誉只能代表过去，而我
更看重未来。我将继续投向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科技，推动创投行业专业化。”

创业狂想曲

“拥有远大的抱负，具有冒险精神，吃
得了苦受得起累”，这是秦君眼里一个优秀
创业者必备的素质。也正是因为具有这些
素质，她在“平均每天诞生 11 家科技企
业”的中关村战局里，闯出了一片天地。

2000 年，秦君进入北京中关村清华科
技园工作。“那个时候，清华科技园到处是
施工现场，我就带着团队不分昼夜地挖
沟、刨地。”对于当年热火朝天的干劲儿，
秦君记忆犹新，“从清华科技园的初期建设
到发展转型，我几乎全程参与。在园区基
本建设完成后，我们还探索和实践了园区
运营管理、全国分园拓展、创新服务体系
等一系列工作。这个平台给了我很多人生
必须经过的锻炼和积累，我也从稚嫩走向
成熟，这段经历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2010 年，一场大病袭来，秦君倒下
了。躺在病床上的她，终于从繁琐的日常
工作中解脱出来，重新思考自己入行的初
衷。“混迹”在中关村的 10年，让秦君深切
体会到创业的艰难，也让她意识到创业服
务的重要性。病好后，她辞去了无数人艳
羡的国企高管职位，投身到创业服务领
域，创办了清控科创公司。

那 一 年 ， 秦 君 带 领 清 控 科 创 创 业 团
队，在重构创业服务生态系统上进行了大

量的探索，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创业孵
化，清控科创都尝试推出自己的“生命产
品”。“当我从死亡线上站起来，怀揣梦想
重 新 上 路 ， 我 愿 意 倾 注 所 有 心 血 。” 秦
君说。

如今，清控科创已在全国 14 个城市建
立了 16 个科技园区和孵化器项目，服务企
业超千家，在孵科技型企业超百家。同
时，公司的发展前景也获得社会资本的认
可，两次实现溢价增资，仅两年的时间
里，公司注册资本就从创立初期的 500 万
元增加到 1.3 亿元。从 2010 年到今天，清
控科创资本管理的资产超过了 200 亿元，
整个清控科创集团的资产超过了 60亿元。

创业变奏曲

正当清控科创的小伙伴们干得热火朝
天的时候，2015 年 12 月，秦君辞去清控科
创董事长职务，创立君紫资本，从事天使
母基金和硬科技领域天使投资。

秦 君 说 ， 对 于 大 多 数 年 轻 创 业 者 来
说，资金匮乏、人才稀缺、技术研发难、
商业谈判难都是绕不过去的坎，这些都让
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2014 年初，秦君
发起创办了创新型孵化器 Binggo 咖啡，通
过全面的循环式培养计划和资源整合，尽
力为国内外初创企业提供天使投资、商业
资源对接、跨境孵化、市场推广四大服
务，帮助创业企业快速拓展市场，实现商
业价值。

2015 年，一个进入创业大街路演的大
脑智库皮纹检测项目引起了秦君的注意。

“这个创业团队都是 80 后。他们和大多数
年轻创业团队一样朝气蓬勃，但更吸引我
的是这个团队‘挖掘天性，分享爱’的理
念，这正戳中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所
以我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个仅有 15 人的小公
司成长和发展。”秦君说，自己一直对新事
物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甚至，她还亲自
尝试了皮纹检测工具。

“初次听说皮纹检测的时候，我只是觉
得很有趣而已。直到后来看到大脑智库的
检测报告，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专
业的技术。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皮纹
研究成果可以在人力资源、职业选择、教
育培训等更大范围内应用，为更多的人提
供人生指导和帮助。所以，在之后的时间
里，我就积极邀请这家公司参与‘中国高

成长企业 CEO 峰会’及‘第十届中国最具
投资价值企业 50 强’评选，还搭建平台帮
助企业参加北京大学的秋季校招，在各种
场合宣传皮纹检测工具。就这样，这家公
司的皮纹检测技术逐步得到了认可，公司
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真为这些孩子们高
兴。”秦君说。

创业协奏曲

对于秦君来说，创业有如协奏，既要
有独奏的本事，又要仰仗乐队的能量。

秦君说，她的个人经历就是一个典型
案例。“想要独奏，必须想清楚三件事情
——使命、愿景、价值观。首先，确定自
己在当下这个时代的使命，这将决定你的
路能走多远；其次，一个好的愿景能够帮

助团队建立信心，驱动更多人跟着你的脚
步一起走下去；第三，价值观决定了一个
团队前行的方向，不管一个团队具体做什
么工作，一定要坚守底线，对事业抱有敬
畏感，要将团队前行的方向与社会前行的
方向契合起来。”秦君说。

在此基础上，下一步才是聚合多方力
量，披荆斩棘。“我在投资领域工作超过 16
年，见过 5000 多个创业者，不是所有的创
业者都能到达彼岸，但所有到达彼岸的
人，无不是沿着既定的目标脚踏实地地前
进的，一步登天的捷径几乎是不存在的。”
秦君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天使投资是
企业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也是后续资本
跟进的重要接入口，未来，她将作为协奏
曾经的受益者，为更多创业者扮演好乐队
的角色，让这场创业协奏曲一直充满活力
地演奏下去。

君紫资本合伙人、董事长秦君谈创业体会：

动 听 最 为 翻 新 曲
本报记者 崔国强

图为图为 44 月月 1010 日日，，

秦君在中国商界木兰秦君在中国商界木兰

年会上发表演讲年会上发表演讲。。

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图为旺堆向记者展示自己的作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