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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收藏长廊
企业风采

行业观察

□□ 严雪松

在京城古典家具界，提起北京市君

馨阁家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君

馨阁”），无人不知。其旗下位于潘家园

文玩商圈的中式文化高端会所——君

馨阁清水园茶坊，作为《红楼梦》、《奋

斗》、《咱们结婚吧》等影视剧中古典家

具场景的取景地，以其独到之处吸引着

外界的目光。

在经济新常态下，众多红木家具企

业纷纷探索逆势突围之路。作为京城

起步最早的红木家具制造商之一，君馨

阁会以何种方式迎接行业调整带来的

挑战与机遇？笔者日前对话了君馨阁

董事长袁剑君。

力推新产品

红木市场自2014年进入行业调整

以来，为在逆势中寻求突破，不少企业

在产品创新上下足了功夫，市场上“新

古典”“新中式”等产品相继孵化，“你方

唱罢我登场”的场面连续上演。然而，

君馨阁却显得冷静了许多。

对此，君馨阁创始人袁剑君认为：“每

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节奏，在

新常态下，君馨阁不激进也不保守，采

取的是稳步推进。”君馨阁也推出了新

品，只是君馨阁的新品与市场上的“新

中式”与“新古典”均有所不同。

由于袁剑君早年师从清宫造办处著

名木器修复鉴定专家温德源，对传统宫

廷风格家具有深刻领悟。后又随文物鉴

赏家王世襄学习明式家具鉴赏、研究，使

其在传统家具理论方面有更多收获。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进修期间，追随教授

陈增弼学习古典家具制图长达数年。

因此，袁剑君在君馨阁推出的新品

很好地把握了两点：第一，通过对市场

的充分调研，根据当前市场消费者的新

需求进行产品品类的调整。“比如，现在

市场上沙发好卖，我们就多生产这些畅

销产品。”第二，在基于传统宫廷家具经

典款型的基础上，根据客户的喜好定款

式、制式，再由设计人员与匠师配合，手

工绘制与家具实际尺寸一致的图纸，进

行改良性创新，做出适合现代人生活习

惯的红木家具。“比如，圈椅的座高，原

来是52厘米，中规中矩，没考虑到舒适

度。君馨阁则对尺寸做了调整，使其符

合人体工学原理。”袁剑君说。

模古但不仿古，模古要有古代的神

韵，仿古是一比一的复制。因此，君馨阁

的产品都颇具神韵，设计生产出来的红

木家具不仅看上去很大气，也适合现在

的家庭使用。

恪守工匠精神

对于红木家具企业而言，抵御经济

大环境低迷，提高抗风险能力的最好办

法莫过于做出真正让市场认可的精品

家具。

袁剑君认为，现在的红木家具市场

行情不好，从深层次来讲，是产品与消费

者需求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产品满足

不了消费者的需求。事实上，不论是什

么材质的红木家具，做低端还是做高端，

其关键是要认真，要恪守“工匠精神”。

在袁剑君看来，工匠精神对于红木

匠人而言，是一种认认真真做好产品的

态度，对于红木企业而言，工匠精神则是

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态度——不

偷工、不减料。“如榫卯、牙板需要手工做

的，绝对不能用机械做。同样的东西在

南方某些产区就比北方便宜，所谓质次

价优，必有其道理。”袁剑君说。

总而言之，要实打实地做红木家

具。一个企业一定要有自己的标准，踏

踏实实去做，不能做残次品，做出的产品

要对得起消费者，也要对得起自己。只

有把产品的工艺做好，企业才能有很好

的发展。“买红木家具，懂行的人看工艺，

不懂行的人看价格。无论市场如何变

化，我们都会秉持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做

好产品，把产品质量做到极致。一件红

木家具首先是件产品，其次是作品，最高

级别是收藏品。”因为消费者购买红木家

具，买的是制作工艺、收藏价值和增值空

间，这也是消费者的需求。

看好紫檀家具补涨

2016年上半年红木市场发展报告

显示，上半年红木市场主要表现在“低

迷”与“平稳”两个方面，这是行业调整

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使

然。红木产业作为资源型产业，其原材

料进口形势是国内市场变化的结果，也

直接预示着国内市场的未来走势。

在袁剑君看来，金九银十市场正

在逐渐向好。他认为，首先是产业链

上游的房地产市场持续走热，其次是9

月 24 日至 10 月 5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召开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CITES）第 17 次缔约国大会将

会把濒危的红酸枝、花梨木等树种纳

入保护名录，这将会进一步引发红木

行业原材料稀缺，也是引发行情上涨

的主要原因。

此外，随着市场新流通模式的出

现，现货交易成为上半年红木市场的新

气象。各类红木现货交易均取得不俗

成绩，给行业市场带来新活力、新希

望。通过供给侧开发新需求，带动行业

市场的发展。

随着CITES第 17次缔约国大会的

召开，红木原材料如黄花梨、紫檀、红酸

枝、花梨木、血檀等的价格将会发生怎

样的变化？袁剑君分析，海南黄花梨目

前每吨在 2000万元至 3000万元，基本

是一木难求，处于有价无市状态；越南

黄花梨每吨在 600万元至 700万元；小

叶紫檀好料约每吨200万元，一般料每

吨也在 100万元左右。红酸枝每吨约

30万元，涨势凶猛；花梨木、血檀每吨

约2万元。

在这些材料中，袁剑君最看好的是

小叶紫檀。“之前由于容易与血檀混淆，

受血檀造假事件的影响，紫檀市场表现

一直较为疲软，现在，随着人们对血檀

与紫檀的鉴别能力的提高，小叶紫檀未

来行情看好。”对于这一论断，袁剑君有

自己的看法。

首先，紫檀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民

间常用“紫气东来”表示吉祥富贵，古人

做官的官服也是紫色。清代时，皇族居

住地方叫“紫禁城”，据考证，故宫里占

主导地位的家具，大部分都是器形大而

厚重的紫檀家具。

其次，紫檀有“木中之王”之称。其

色泽美丽，质地坚硬，成材极为不易。

每 100年才长 3厘米，八九百年乃至上

千年才能长成材，古时就有“一两紫檀

一两金”之说。

最后，紫檀家具备受投资市场青

睐。据考证，目前创下中国古典家具

拍卖最高成交纪录的是紫檀家具。

2013 年 6 月，北京保利拍卖会一对清

代紫檀顶箱柜最终以 9315 万元高价

成交。“通过与海南黄花梨、红酸枝近

10年的价格走势对比，我发现，紫檀目

前仍处在一个价值洼地，这意味着紫

檀在传统红木中是目前最值得投资的

材质。”在袁剑君看来，无论是消费者

还是企业，投资紫檀是一种较为明智

的选择。

君馨阁：逆市创新 做好精品家具

绿松石：价格高企凸显品质为王

□□ 邓华 静涵

前不久，湖北省十堰某矿业公司出

土了一块绿松石，重达 215公斤，引发

了收藏界的热议。十几年来，伴随着文

玩配饰的火热，绿松石因其资源的不可

再生性，深受消费者青睐，价格也一路

高歌猛进。

市场行情的火爆引发了造假乱

像。在经济新常态下，绿松石市场略有

降温，如何在迷雾重重的文玩市场中玩

转绿松石收藏？业内资深人士、湖北省

十堰市武当国际绿松石珠宝城董事长

刘必成分享了他的见解。

受世界欢迎的“天国宝石”

据考证，几千年前的中国，人们常用

绿松石来镶嵌首饰、刀剑，以求平安。在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珠子、春秋

时期的越王勾践剑、和氏璧等都有绿松

石的身影。

相关资料记载，2002年春，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偃师二里

头遗址宫殿发现了由 2000 余块形态

各异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大型绿松

石龙形器。这一发现表明，绿松石在

史前玉文化中也是重要的礼器玉石之

一，只是没有软玉类礼器那样常见。

此外，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窑藏

中也出土有绿松石、觿等。绿松石礼器

少见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块料的绿松石稀

少。此外，在少数墓葬中还出现有绿松

石贝，由于绿松石贝出土极少见，是否曾

作为货币流通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清代，称绿松石为“天国宝石”，

因其“色相入天”而被列为皇家专用品

和垄断珠宝。清代《清会典图考》中记

载：“皇帝朝珠杂饰，惟天坛用青金石，

地坛用琥珀蜜蜡，日坛用珊瑚，月坛用

绿松石。”因其具有秀丽而清新的绿

色，素有“东方圣石”之称。

“我参观过首都博物馆、国家博物

馆,以及英美的很多博物馆，发现精美

青铜器的镶嵌物,大多都是绿松石。”刘

必成说。

“很多人认为，只有中国人崇尚玉

文化，但绿松石是个例外，西方人的喜

爱程度一点不亚于东方人。”刘必成说。

刘必成出生在“绿松石之乡”湖北

省十堰市竹山县，自小对绿松石文化有

着深厚的情感与热爱。2005 年，刘必

成离开所从事的化妆品行业，全身心地

投入绿松石领域，在十堰开了第一家规

模性绿松石卖场——武当国际绿松石

珠宝城。随后，他进入北京，在万寿路

开辟了近200平方米的店铺，注册了商

标“武当圣品”。2014年，他在北京大

钟寺又开出近千平方米独立门店，并正

在国贸商业区打造一家绿松石私人定

制高端会所。

丰富的从业经验和知识积累，使刘

必成对绿松石的历史如数家珍。他介

绍，作为世界绿松石产量较为丰富的国

家，我国的绿松石资源占全世界储量的

70%，以湖北十堰郧县、郧西、竹山一带

的绿松石品质最为出名。

除此之外，安徽马鞍山与新疆吐鲁

番产量也非常丰富，但大多硬度较差且

易碎，总体来说，市场对于马鞍山出产

的绿松石认可度较低，材质较好的还数

湖北十堰。

价格飙升 市场乱象频发

刘必成介绍，1993年以前，绿松石属

于国营开采，主要用于外贸出口，之后，

由于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个体或团体可

以买下绿松石矿进行合理合法地开采，

自此绿松石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2000 年时，绿松石价格还很低,，

差的品相绿松石 1 克才几毛钱，品相

好的十几块、几十块钱 1 克不等。绿

松石价值真正得以回归是在 2008 年

之后，随后价格每年以 20%至 30%递

增。现在一个戒面两三克，如果是品

相好的绿松石，一个戒面就要几万

元。“以前绿松石的小雕件，可能一两

千元就够了，现在起码得一二十万元

了。”刘必成表示。

在 2014 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黄

水晶配绿松石和钻石项链及手链套装，

成交价为81.25万港元；2015年北京保

利拍卖会上，绿松石福寿双全以 23万

元成交；2015年北京翰海拍卖会上，民

国“绿云”绿松石以27.6万元成交。

对于绿松石价格疯涨的原因及

未来的升值空间，刘必成表示，绿松

石本身文化悠久，随着人们对其认知

度的提高以及资源的减少，其涨价是

必然的。据了解，绿松石与其他石料

共生，提纯量低，往往 10 吨的矿石只

可得到 1 公斤左右的绿松石原石，加

工时成品率也不高，这也是其涨价的

原因之一，但如今的高价不排除有炒

作的因素存在。

由于绿松石价格不断上涨，导致

市场中乱象频发：过蜡、人工铁线、人

工染色，用卤水浸泡、以“菱镁矿”伪造

等造假方式层出不穷。刘必成表示，

绿松石行业亟待规范，而这需要从业

者的自律——只有从自身做起，坚持

对品质的严选，对品牌诚信的维护，才

能使市场呈现良性运转。

自 2015 年以来，高涨的绿松石行

情逐渐冷淡下来，目前的市场价格相比

2013 年有一定程度的回落，若论收藏

此时无疑是购入绿松石的好时机。

在刘必成看来，绿松石价格与品质

相对一致，它遵循的是“一分价钱一分

货”的原则。如果在市场中遇见了色

好、质佳、价低的绿松石，一定要当心。

他建议，消费者在收藏时要去大的专卖

店选择品牌企业购买。

提升品牌价值 把握时代机遇

在互联网浪潮影响下，珠宝市场目

标受众的消费方式及市场需求都在转

变。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

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3.8万亿元，

同比增长36.2%。统计表明，2015年全

国珠宝销售规模在4500亿元至5000亿

元之间。然而，同年全国珠宝网购线上

渗透率不足5%。

传统珠宝销售模式受时间、空间限

制，单靠门店的粗放式扩张，已不足以

带动效益增长。尽管珠宝市场庞大，但

珠宝电商却只占有极少的市场份额：真

假难辨、无法到店体验、售后维保难是

珠宝电商行业的普遍痛点。

业内人士分析，珠宝电商行业属尚

处于投资洼地。一方面，珠宝销售市场

成为继房市、车市之后的另一个热点消

费市场，中国将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奢侈

品消费市场之一，另一方面，目前国内

传统珠宝零售行业正遭遇困境，处于转

型期。对于绿松石这一传统行业来说，

做好网络电商营销、开辟销售新战场十

分重要。

刘必成表示，网络信息化时代，

绿松石这一传统行业，也要进一步拥

抱互联网，做好网络电商营销，开辟

销售新战场。与此同时，对于从业者

而言，在品牌打造上要深入挖掘品牌

文化，坚持高品质、高诚信，并在传统

经营模式基础上加以创新，结合互联

网优势，让古老的绿松石焕发新的生

命力。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

强总理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刘必成认为，对绿松石行业来

说，提倡“工匠精神”不仅是对从业者

职业素养的要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促使宝石文化的积累、沉淀。对绿

松石制品来说，优秀的原材料固然重

要，但精湛的加工技艺、深厚的文化底

蕴同样会大幅提升绿松石制品的附加

值。“未来在绿松石文玩市场的发展设

计制作上，要选用精料，在基于明清等

古代精品的款型上，根据现代人的需

求适当创新，才能制作出符合时代需

求的优秀艺术品。”

绿松石饰镀金点缀

君馨阁制作的架子床

君馨阁制作的罗汉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