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着上千年文化积淀的浙江东阳木雕，与红木家具进行融合，使红木家具融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木雕红木家具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推动了这一产业的发展。然而，在发展的同时，东阳市木雕红木家具产

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净化东阳市木雕红木家具行业市场环境，引导同业间规范有序竞争，东阳市召开

红木家具行业“百日整治”行动动员大会，有效地净化了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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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整治” 东阳红木家具行业再放大招

雍正宝座雍正宝座：：打造打造““内廷恭造之式内廷恭造之式””

□□ 严 恪

本报记者 裴秋菊

“我承诺，保证我们品牌的任何一件

产品绝不掺假，我们接受政府、消费者、

同行的监督……”东阳市明堂红木家具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荣在近日浙江省东

阳市召开的红木家具行业“百日整治”行

动动员大会上发出承诺书，给与会的近

400家木雕红木企业做出表率。

木雕红木办、市场监管局、南马镇、

画水镇、市红木家具行业协会、明堂红

木负责人在会上作表态发言；东艺工艺

品、中信红木、大清翰林代表与木雕红

木办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东阳红木

家具行业启动“百日整治”行动，发出了

红木家具行业整治的动员令，也向那些

试图以次充好、虚假销售、诚信缺失的

企业敲响警钟。

木雕、红木产业的融合发展

东阳市木雕红木家具行业有悠久

的历史、传统的文化、众多的大师、高超

的技法，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条件。据统计，东阳目前拥有亚太地区

手工艺大师 2 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9

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36人，先后被命

名为“中国木雕之都”“中国红木（雕刻）

家具之都”“全球木雕产业合作基地”

“世界木雕之都”。

“对于东阳木雕早有耳闻，但不知

道东阳能将木雕和红木结合得这么

好。”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裁南存辉对东阳木雕红木产业的融

合发展称赞有加。

据东阳市委书记黄敏介绍，经过几

年的培育发展，东阳市木雕红木家具产

业有 3000 多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 37 家，年产值超过 150 亿元，上缴税

收 1. 12亿元，10万多从业人员，产业集

聚，配套完善，成为东阳市产业链最完

整的产业之一，形成了整体品牌。

当前，全社会都很注重传统文化的

重塑，注重工匠精神的打造，木文化是

中国文化的根，作为承载传统文化内涵

的木雕红木家具行业，能够提供更多有

效供给，发展前景看好。为此，东阳抓

住发展机会，对产业发展进行梳理、规

范、提升，促进木雕红木家具产业健康

发展。

“有文化，有历史，有大师，有需求，

这是东阳木雕红木产业发展的生命力

和最大优势。”黄敏说。

直面行业存在的问题

“行业形势并不乐观、行业整体发

展水平有待提高、行业同质竞争问题突

出、产品创意设计不足……”东阳市副

市长陈军直面行业存在的问题。

他承认，目前在木雕红木家具产业

中，规模以上企业创造的产值占到一半

左右，其余大多数企业都还处于粗放式

经营状态。家庭作坊式企业居多，生产

场所简陋，不符合安全、环保、消防等要

求。规模小、分布散、技术差是数量众

多的小作坊的突出特点，无论经济效益

还是社会效益都十分低下。

众所周知，一个东阳有数个红木

城。缺乏相应的市场区分度，反而让许

多消费者多了几分纠结。确实，木雕红

木家具产业当前正处于有集群无集聚的

尴尬境地。各个企业单干的多，分工协

作的少，没有形成专业化的产业体系；除

中国木雕城外，其余几个市场的主营产

品均为红木家具，除价格档位上略有差

别外，入驻商家的规模、店面布置、销售

策略、产品外观方面均大同小异。

此外，产品设计缺乏新意、质量和

价格参差不齐、乱搭乱建红木家具作坊

等许多问题将被列入了此次整治的范

围之内。

黄敏也指出了当前东阳市木雕红

木家具产业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有的

企业产品卖不出去，有的企业产品却供

不应求；企业做精不多、做大也少，品

牌、质量、诚信意识不强；设计研发理念

缺乏，传统与时尚结合欠佳，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薄弱，表现为千企一面；市场

没有错位发展，无序竞争，布置单一；打

假力度小，规范生产、有效供给不够，没

有体现货真价实等。这些问题都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东阳市木雕红木家具

产业的信誉。信誉是产品的生命，也是

企业的生命，企业要把信誉当生命一样

去维护，维护品牌，控制质量，让客户买

东阳的红木家具放心。

此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红木家具

行业“百日整治”行动，就是为了规范企

业的生产行为，引导企业按标准要求组

织生产，对红木家具市场检验检测行为

进行指导、规范，营造公平公正的检验

环境。

打造红木家具产业“最”东阳

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木雕红木家具产业的发展，先后出台

了《东阳市木雕·红木家具产业发展规

范提升若干意见（试行）》等一系列政

策文件，编制了《东阳市木雕·红木家

具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制定了东阳市

企业联盟标准，产业集聚效应和富民

效应明显。

黄敏指出，当前，东阳市的木雕

红木家具产业民间发育已经足够充

分，接下来政府的手加强参与。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发挥市场的

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职能。东阳市

成立木雕红木办，其目的就是发挥政

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引导东阳市木

雕红木家具产业有序、规范、良性、抱

团发展。木雕红木办要积极整合各

块职能，坚持问题导向，进行重点突

破，政企联动、齐心协力做好服务管

理工作。

此次整治将重点查处木雕红木家

具行业中存在的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虚假宣传广告、标识不规范

等违法的生产企业、专业市场和销售经

营户。

黄敏强调，开展红木家具行业“百

日整治”行动，要加大拆违力度，坚决打

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个别人利益牺

牲集体利益的行为，坚决打击假冒伪劣

和侵权行为，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最好的工艺、最优的设计、最多的

选择、最实惠的性价比。”黄敏对“百日

整治”提出了要求，打造红木家具产业

“最”东阳。同时，他强调政府、企业、行

业协会要联动，鼓励企业抱团发展，与

工艺大师、品牌企业、建筑企业以及其

他产业链合作，打造整体品牌。对违章

建筑、伪劣产品、侵权行为动真格，构建

健康、规范、良性、有序的红木家具产业

发展环境。

□□ 谢谷

近日，收藏家马可乐旧藏雍正紫檀宝

座在北京保利预展，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清雍正紫檀列屏式有束腰宝座，

通体紫檀制，五屏风式雕夔龙纹座围，

以边框和面板的榫接法组成。搭脑卷

书式。面下束腰，上下各起阳线。鼓

腿彭牙，牙条下垂变异洼堂肚，雕云

纹。卷云马蹄，下承拖泥。

综观整个宝座，设计巧妙，在有限

的空间内严格遵循礼制，借束腰承托

接转，腿足膨出，从而在同样大小的面

沿下，构造出更大的空间框架，使得底

座部分的视觉感受更为稳定且富有张

力，从而使宝座上部围屏式靠板的夔

龙纹主题位于金字塔式格局的中心，

更为引人瞩目。

对此宝座的造型纹饰，明式家具研

究学者张辉指出，卷书式搭脑是清早期

后段为活跃视觉效果而出现的家具新

式样，是明式家具转向清式家具增加构

件的作为，可参考的别例有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黄花梨卷书搭脑圈椅和清早期

黄花梨卷书搭脑宝座。足底托球的范

式在明式家具中早有存在。紫檀列屏

式有束腰宝座，其雕刻纹饰的范围是有

所收敛的，气象处于清早期有所雕饰与

清中期不厌其烦雕饰的状态之间。它

也是所见紫檀宝座数据中最具有早期

风格的一款。器物的优雅感也有别于

清中期乾隆朝之作。

象征皇权 非同一般

该宝座品相完好，历 300年至今完

好保存了原始状态，无清洗开榫，未经

修复修补，系古董行内鲜见的“源来头”

重器。究其原因，关键在其象征皇权而

非同一般坐具，虽经辗转但备受敬畏。

自入关以后迄乾隆时期，清代宫

廷对某些家具的使用始终谨循礼制，

遵行不渝，并在不同场合分别铺排和

陈设，其严谨端庄与缜密的行礼如仪，

其中最为重要的家具当推宝座无疑。

宝座成为皇权威仪的重要象征，是中

国家具中等级至高的器具。

帝都北京的中心在紫禁城，紫禁

城的中心在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即

在皇帝的宝座之下。皇帝生活和居住

的正殿明间，都有一组独特的陈设，它

以宝座为中心，后面有屏风围护，左右

和两侧陈设着太平有象、宫扇、甪端、

香筒等，名曰“宝座间”，即皇帝的“御

座”。这种陈设形式，体现着中国封建

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由此可见此件

宝座必经历代爱惜拂尘，岁月包浆宝

光盈盈，展现今日独特尊贵气质。

内廷恭造 雍正式样

此外，与其工艺与材质也有很大关

系。经国大事器用，必经皇帝本人亲自

指导和监督，因而很大程度凝聚了其个

人行事风格和审美喜好。雍正五年闰

三月，内务府郎中海望奉上谕，从前造

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恭

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之

气。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

“内廷恭造之式”究竟如何？检视

雍正帝本人对各器作的要求和嘱咐，可

略窥端倪。雍正四年九月，郎中海望在

做漆桌时，“腿子下截放壮些”；雍正六

年二月传旨做数张漆桌时，要求“其底

板做重些”；雍正十年七月照做二张“黑

洋漆画洋金花八足香几”时，要太监传

旨：“其足要做粗些”等，可知雍正要求

将腿足放壮、做粗、底板做厚。

此清雍正紫檀列屏式有束腰宝

座，座面厚重，腿足粗壮，且鼓腿彭牙

的势态为罕见的曲腿足，相较其他宝

座所膨出的直型腿足，此宝座的曲腿

划出一个半月形的有力弧线，极为雍

容而大耗紫檀材料，用料整齐考究，应

为雍正时期的家具形制上“放壮”“做

粗”“做厚”的趋势使然。

崇饰增华 精细文雅

清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位虽

然只有短短 13年，但他勇于革新、澄清

吏治、统治稳定、国库充盈，承前启后

“康雍乾”盛世。武功之外，其在艺术方

面的品位和成就，一直为后世所赞赏。

雍正帝从小接受严谨完善的传统

教育，青壮年时期是在景色优美的圆明

园中度过的，他在此读书、游玩、谈佛、

修禅，熏养出了性好恬静、闲适的思想

与性情，这种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思想

境界与追求的心性，使雍正帝在指导和

监督宫廷艺术品时，呈现出一种精细文

雅、玲珑秀美的艺术特质，也成为此时

艺术创作的主要风格导向与审美旨趣，

这种被归结为“内廷恭造”的艺术形式

所独具的成熟端庄，被奉为经典宫廷艺

术之美。与雍正朝的官窑瓷器、宫廷绘

画等呼应一气，当时的造办家具风格亦

严格遵循“内廷恭造”之式。

与当时活跃于江南一带的文人画

常见的干笔擦刷、强调写神、注重留白

的艺术风格完全相反，雍正皇帝对器

表的审美喜好继承了草原民族繁复细

密的装饰传统。

他不喜欢过素的器作表面，较倾向

多重的视觉效果，雍正六年二月“四方

宁静屋内新安的屏风后面太素”，传旨

镶嵌艮母百寿字；雍正十年九月的珐琅

作记录其认为由外买入的“玉堂富贵供

花……此花甚单，着将碎花朵配些。”且

繁复器表装饰之外，其对细部处理也格

外关心，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员外

郎海望将所交的白玉双鱼小盒，“外皮

往细致处收拾”；雍正五年九月高其佩

进了“牡丹画片十二张”，传旨“做成炕

屏，其做法俱要精细文雅”。此类叮嘱

一再重复，不胜枚举。

细观此清雍正紫檀列屏式有束腰

宝座，表面装饰于屏面、牙条、腿足面

面俱到，无一空面却非密不透风，气质

娟秀雅致，雕刻严谨工整、一丝不苟，

充分体现着满清崇饰增华的美学传统

和雍正皇帝的缜密心思。

品位家居

□□ 梁伟

中国的建筑木雕雕饰，是木雕

装饰艺术的构成主体。在宫殿、庙

宇、园林与民居建筑内外环境中均

得到广泛应用。

木雕雕饰主要包括建筑的梁架

构件、外檐与室内等部分的装饰装

修，其中外檐部分主要包括格式的

门窗、栏杆等；室内部分主要包括

分隔空间的纱隔和花罩，以及形式

多样。雕工精美的室内木雕装饰陈

设等。

因材施艺 因物象形

中国古建多以木为主体，所谓

水之源，木之根，木是生命之根，是

凝结着质朴的生命与自然精华的物

质，具有独特温润感。自古以来，中

国便用自然界存在的丰富木材资

源，从木质形态中提炼出审美要素，

因材施艺，因物象形。而木雕艺术

在尊重自然造物的基础上，创作抒

发艺术的审美意味。

笔者在修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

的“余荫山房”项目时，不仅在中国传

统木雕上领悟颇深，更从古建筑的木

雕中找到许多创作灵感。

余荫山房布局精巧，园中有园、

景中有景，仿佛进入绝妙佳境。此

园主人邬彬曾在北京任刑部主事。

由于他在京当官，对京城的建筑木

作很感兴趣，告老还乡之时，对苏

杭一带的建筑、园林风格及木作装

饰惊叹不已。因此，邬彬在北京居

所的厅堂、客舍木饰，多牡丹、海棠

花卉雕刻，以示“富贵满堂”；以喜

鹊，梅花雕饰寓意“喜上眉梢”。

而广东居所则以猴子荔枝作饰，

表示“大利封侯”；在八角亭的挂落上

刻 99 只麻雀于葡萄架上表示“子孙

雀跃”；以竹代表平安；以红棉代表攀

枝。因此，京、广、苏杭的建筑及木雕

风格在这里得到融合。

动静统一 内外融合

建余荫山房时，园主特聘请了

诸多能工巧匠，吸收苏杭庭园建筑

艺术之精华，结合闽粤庭园建筑艺

术之风格，兴建了这座特色鲜明的

私家花园。在格扇、槛窗、内院天井

的墙面上做出精致的木雕装饰，结

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

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精

雕细刻，使全园的文饰做到丰富而

精致、素色而高雅，给人一种恬静和

雅淡的美感。

全园陈设布局繁而不乱，纹饰

雕刻简练庄重，有华丽尊贵之感。

在修葺余荫山房项目中，我们发现

摆放会客场所在深柳堂中的桥台

（案台）虽未雕龙刻凤，只用竹为花

纹的卷案，但简练、厚重；回廊深处，

远近闻名的“玲珑水榭”，俗称“八角

亭”，环水而立，水榭呈八角形，八面

全是窗户，结构高雅，富丽堂皇，既

能八面通风，又可以八面观景。

因此，笔者认为，木雕与建筑结

合应是一种整体的交融。中国传统

木结构建筑讲究室内与室外空间交

替所产生的节奏感，利用隔扇、花罩

等建筑构件分隔产生出空间流动

美。但目前现代室内空间很难再具

备像传统建筑一样的形式，因此，在

木雕与当代建筑的结合上，也要考虑

整体的装饰和布局，同样需要营造动

静统一、内外融合、含蓄变化的现代

室内空间组合形式，将二者和谐统

一，使整个建筑、居室具有更高的艺

术效果和时代生命力。

（作者系广州番禺博雅堂艺术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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