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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紧缺 有钱难买大红酸枝家具

太行木业：坚守匠心 赢得发展

□□ 懿飞

目前，全国共有1万多家高档仿古

家具企业，其中有1/3的企业使用大红

酸枝木料。大红酸枝的供应量很难满

足市场需求。同时，随着东南亚传统

的红木来源地不断“截断”大红酸枝的

出口，致使资源告急，大红酸枝每吨的

价格已上百万元，这也带动其他红木

价格上涨。原材料越来越少，大红酸

枝家具的需求量却在不断走高，大红

酸枝该如何“走”下去？

国内补货难国内补货难

大红酸枝东南亚进口渠道紧缩大红酸枝东南亚进口渠道紧缩

尽管《新国标红木标准》让进入红

木收藏者、爱好者眼中的红木品类越

来越多，但行内认可的投资收藏品种

变化不大。现在的市场仍然只认可

“老三样”：小叶紫檀、黄花梨和大红酸

枝。而在“老三样”当中，黄花梨目前

属于有价无市的稀有品种，小叶紫檀

日渐稀缺，相对而言，大红酸枝的性价

比更高，其“具温润、匀质地、声舒畅、

并刚柔、自约束”的特性，使得大红酸

枝家具备受国人青睐。

然而，随着老挝、缅甸、越南、泰国

及东南亚等传统的红木来源地“截断”

大红酸枝的出口，其价格也是日新月

异。大红酸枝的小料、次料每吨5万元

至 7万元，中料每吨 8万元至 15万元，

口径 20厘米的好料每吨在 20万元至

30万元，口径20厘米至 30厘米的上等

好料每吨价格在 40万元至 60万元之

间，还有些板料按其宽厚论块卖，折合

下来每吨约100万元。

由于耗材量过大，东南亚各国红

酸枝原材料已日趋枯竭：红酸枝在泰

国、越南已开发将尽，只有老挝、柬埔

寨交界处还有少部分交趾黄檀（即大

红酸枝）。

2011年，泰国仅存约 10万棵大红

酸枝树；2012年的一项湿地调查证实，

老挝境内没有发现成熟的大红酸枝原

生树；在柬埔寨，除了一些受严格保护

的地区外，原生的大红酸枝树如今被

视为稀有物种；2013年，在第 16届《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

（CITES）缔约国大会上，交趾黄檀（大

红酸枝）被列入濒危附录Ⅱ。此后，大

红酸枝应声而动、一路暴涨，原材料进

口量、家具产量均大幅减少，成为继海

南黄花梨、小叶紫檀之后红木市场奇

货可居的抢手货。

2014年，越南宣称大红酸枝树，为

稀有物种；2016 年，第 17 届 CITES 缔

约国大会的召开将交趾黄檀（大红酸

枝）的管制级别从附录Ⅱ中的标注5升

级为标注 4，管制范围从原木、锯材和

胶合板扩大到家具及零部件。大红酸

枝的贸易被全面禁止。

2017 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CITES）组织宣布：自 2013

年第 16届 CITES缔约方大会以来，源

自柬埔寨王国的交趾黄檀CITES许可

证均为伪造。

大红酸枝大料几近于无大红酸枝大料几近于无

最初大红酸枝被郑和当做压船底

的大料从东南亚运进中国，却因为“魏

紫姚黄”的盛名，被皇家忽视，直到后

两者一料难求，其木质之佳、材性之美

才逐渐被重视。清末，红酸枝家具数

量猛增，在清代宫廷家具中占有着极

大的比例，与黄花梨、紫檀一起并称为

宫廷“三大贡木”，其重要地位一直延

续至今。

如今，由于过度砍伐，且经砍伐后

的天然林很难重新生长以及非常缓慢

的生长速率，大红酸枝在几个出产国

都已成为珍稀树种，并被列入 CITES

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成为国际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

因生长缓慢，大部分红木种材短

期内无法再生，而随着红木市场不断

消耗，人们对物质品质的追求不断扩

大，大红酸枝也将越来越稀少，其价

格 也 将 不 断 上 涨 。 尽 管 2014 年 至

2015 年，红木市场遇冷，炒作泡沫被

击碎，大部分红木种材价格下跌，市

场一度低迷，但经过两年多的调整，

市场内需逐步释放。从 2016 年中旬

起，部分红木原材价格开始上涨。随

着红木原材价格的小幅回升，红木市

场出现逐渐回暖的迹象，各材料价格

有不同幅度上涨，其中大红酸枝原材

料普遍上涨 45%，且势头才刚刚开

始。业内专家认为，此次红木原材料

价格回升并非因为红木家具需求扩

大，而是红木泡沫破裂后的价格修

复。现在，红木的泡沫和水分已基本

上被挤干，红木家具价格已跌到谷

底，市场逐渐回暖。

市场的回暖让红木企业看到了希

望。然而，原材料的紧缺也让企业感

到力不从心。进少用多，大红酸枝的

存量越来越少，逐步迈入奢侈品行

列。2013 年以前，市面上的大红酸枝

材料充足，直径在 50 厘米的大料很

多。如今大红酸枝是大料好料难寻，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大红酸枝原材直径

均在10厘米以下，而且大多弯曲不直，

奇形怪状，可用于家具制造的料少之

又少。

短短4年不到，大红酸枝原材从边

角料到处丢弃，到如今却成了宝贝。

甚至，大红酸枝边角料也成了木材商

售卖的主角，由这些边角料做成佛珠

受到人们的喜爱。

黄花梨家具 16 年上涨 100 倍，业

内普遍认为，按目前速度，5年之后，大

红酸枝木的价格很可能直追小叶紫檀

木、黄花梨木，合理的上涨空间应该不

低于10倍。

大红酸枝家具将进入大红酸枝家具将进入““定制化定制化””

随着大红酸枝原材的稀缺，大红

酸枝价格开始高涨，批量生产已经成

为过去式，高端定制成了目前市场的

主流。有商家称，如果想做好一套大

红酸枝的沙发，用在寻找料上的时间

会远远大于开动机器生产制造所用的

时间。

在批量化生产低端产品不可行的

情况下，高端定制类的大红酸枝家具

有很高的附加值，这类产品设计更加

复杂，对人工手艺要求高，目前电脑雕

刻还无法完全替代，兼具收藏和使用

价值，升值潜力很大。

家具曲线、弧线的设计背后蕴藏

着几百年来，中国人对家具、对文化以

及对人体构造的理解，现代人爱创新

更爱与众不同，定制大红酸枝家具，不

但要注意原材料和空间的契合，细微

之处的变化也会体现出家具整体的不

同气场，这也是大红酸枝家具将进入

“定制化”时代的必然因素。

□□ 雪松

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历史悠久、技

艺精湛，在全国工艺美术领域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刺绣、红木家具、玉雕、刻

石、牙雕、紫砂、云锦、印染等品种门类

繁盛丰富，各类技艺百花齐放，其工艺

水平之高超、产业规模之宏大、人才数

量之众多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

因此，“苏工”无论在家具制作，还

是室内装修方面都享有盛誉。出生于

“苏工”源地的于季春一入行，就秉承了

苏工在木器和装修方面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起点高、工艺精。由其创办的

北京太行木艺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太行木业”）在业内的影响面也越来

越大。

家具制作因材施艺家具制作因材施艺

于季春出生于江苏徐州木工世家，

幼时受影视剧影响，曾有过习武济世和

参军入伍的志向，但当他进入木材、家

具和建材家居装修行业后，从做普通的

家具，到为人提供家具部件、装修建材，

再到后来直接从事室内装修和中式家

具设计制作，他便彻底被中国传统家具

文化所吸引，渐渐乐此不疲。“别人总说

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就干了这一行，便

终身爱上了它。”于季春说。

兴趣和热爱是成功的基础，或许正

是基于以上原因，于季春设计制作的红

木家具注重型、材、艺、韵，讲究因材施

艺，型有所出。走进位于北京高碑店的

太行木业文化馆，里面陈设的由于季春

带队设计制作的经典款型的古典家具

让人过目不忘，如以黑酸枝打造的素圈

椅、罗汉床、平头案，以及用花梨木制作

的茶座三件套等器型优美独特的家具，

在市场上难以见到。

这些家具中的部分作品，曾在第22

届美国洛杉矶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展区

引人瞩目。以参展的紫光檀素圈椅三件

套家具为例，其简洁而现代的抽象美是

通过对线条“形”和“型”的变化及细节的

处理来体现，采用一木连做方式，在制作

过程中，于季春充分考虑圈椅对于人体

的舒适性与科学性，动静结合，使得整个

椅子造型简、雅、精致，令人看过之后就

能铭记于心。在洛杉矶会展中心中国展

区现场，旅美书画家庄景辉与当地华人

收藏家在点评此件家具时给予盛赞，亲

自试坐并表达购买意向。

中式装修取法乎上中式装修取法乎上

在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红木家具

的同时，中式生活装修也是太行木业的

强项。目前，太行木业每接一笔订单之

前，除了考虑怎样的家具是客户想要

的，还会考虑怎样的居家环境是客户想

拥有且能让客户眼前一亮而不会被轻

易改动。

“如果说提供单品家具的要求是做

好每个细节的话，那么，居室装修全案

则要求在技术和工艺上有更高的要求，

因而在每道工序上的把关需要更加严

格与严谨。”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实践经

验，于季春深有感悟。在制作施工时，

必须照顾到以上多个方面相互之间的

有机联系，尤其是实用功能和审美功

能，要同时满足客户两方面的需要，太

注重实用可能会显得“土豪”，太偏于审

美容易做成“花拳绣腿”，华而不实。这

两方面得在设计和制作、施工过程中进

行巧妙的平衡。

由于通晓中国传统的居室文化，以及

传统家居环境、传统礼仪和家具之间的关

系，能够充分理解现代人的使用和审美需

求，太行木业家具顾问在家居装修和家具

制作中，巧妙地纳入现代人的使用习惯和

欣赏标准。无论古建风格装修设计，还是

家具设计都取法乎上，力争做出好效果，

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对居住环境的要求。

近年来，太行木业承接过京津冀地区

以及东部沿海和岭南地区许多中式装修

工程，从颐和园、北海公园的古建装修到

华彬庄园、格蓝云天酒店的室内设计施

工，取得了丰富的中式装修经验。

匠心坚守赢得发展匠心坚守赢得发展

近几年来，受经济大环境影响，红

木家具市场遭遇寒冬，但是从事“中式

家具和家居环境全案提供”的企业迎来

了发展良机。从近 3年的销售业绩数

据来看，于季春表示，太行木业就是其

中的受益者。在不少单纯制售红木家

具的企业为清库存犯愁时，太行木业却

在为客户提供着“全屋定制”方案。这

源于其从业多年的扎实积累和对行业

趋势的精准把握。

今年春天，红木市场在历经3年调

整后回暖势头强劲，时下于季春正辗转

全国各大原材料市场储备物资。对于

未来的发展，于季春表示，一方面，国家

出台《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要求立

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和运用传统

工艺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工艺理念，让

人信心倍增，也有利于加快红木行业回

暖的步伐。另一方面，对于红木企业来

说，要想长期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打

铁还需自身硬”，2017年太行木业会进

一步发扬工匠精神，做好做优红木家具

与中式装修。此外，文化部支持、中国

文化传媒集团举办的第22届洛杉矶国

际艺术博览会中国展给太行木业等红

木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舞台，这种践

行“文化走出去”的活动，太行木业今后

还将继续参加，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传统家具文化。

□□ 严恪

今年 1月 11日至 15日，第 22届洛

杉矶国际艺术博览会在美国洛杉矶会

展中心举办，在这场为期5天得国际艺

术展中，来自中国展区的明威堂圈椅、

书柜、东阳木雕作品受到西方观众的

热切关注。这是近年来东阳木雕继亮

相APEC会议、杭州G20峰会后，又一

次亮相世界舞台。这些备受瞩目的东

阳木雕有何历史渊源及特色？东阳木

雕传承人、明威堂家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明威堂”）董事长吴金伟结合自

己的从业经历给出了答案。

出身木雕世家出身木雕世家 师从木雕名家师从木雕名家

千百年来，东阳木雕名师辈出，1957

年，楼水明、黄紫金、卢连水、吕加水、厉

守铭、陆润寿6人被当时的浙江省人民

委员会评为“浙江省名艺人”。作为黄紫

金、吕加水等名家真传弟子的吕为庆正

是吴金伟的叔叔，曾在东阳木雕总厂担

任副厂长、总设计师。上个世纪 80年

代，吕为庆从东阳木雕总厂退休，随后带

领一批优秀的技术工匠撑起了东阳第二

木雕厂。

1983 年，吕为庆在东阳成立了特

美木雕厂。1988年，未满 20岁的吴金

伟去特美木雕厂拜叔叔吕为庆及郭志

高学艺，吴金伟出生于东阳市湖溪镇一

木雕世家，自小对木雕就有种特殊的感

情，在得到吕为庆亲自指点后进步很

快。学艺期间，在实践中承接了很多大

型的木雕装饰项目，如当时的上海锦江

饭店、梅龙镇酒店、大观园等。

顺势而为顺势而为 创新家具特色创新家具特色

吴金伟勤奋好学，几年下来尽得

吕为庆和郭志高真传，在实践中，逐

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雕刻技法和艺

术风格，在业界声名鹊起，成为新中

国成立后东阳木雕的第三代核心领

军人物之一。1990年，吴金伟去广东

大涌进行行业考察，随后又到江南文

人聚居地苏作家具腹地苏州进行考

察。早在 1993年，吴金伟就在苏州开

办天行红木厂，并在无锡设立分店，

而此时的家居业航母红星美凯龙才

刚刚成立。

1993年至 1997年，红木木雕行业

迎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个

发展高峰，吴金伟连续开办了6个红木

木雕家具工艺品店。1997年，受亚洲

金融危机影响，红木家具木雕工艺品

销售市场下滑，在当时大趋势下，吴金

伟果断进行了门店收缩。与此同时，

吴金伟也深刻意识到，随着我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竞争的日益激烈，

管理对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于是，在1998年，他将生意交给家

里人打理，去山东青岛一家台资企业

应聘职业经理人，学习先进管理理

念。3年后，吴金伟受聘于中国林业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林集团”）旗下家

具厂，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在北京工作期间，吴金伟深受宫

廷家具文化影响，反复研读与京作家

具有关的理论书籍。在他看来，一直

延续至今形成皇家特质的京作家具除

继续保持其独有的特点外，在当下更

要注重实用性的改善。于是，他尝试

将东阳木雕雕刻技法与京作家具融

合，制作出了家具木雕产品，在北京市

场上深受欢迎。

扎根高碑店扎根高碑店

致力于红木木雕文化传播致力于红木木雕文化传播

2004年，离开中林集团家具厂后，

吴金伟在北京高碑店选址，作为其家

具木雕事业的总部，与东阳及其他地

方的分部形成南北互动。在传统文化

复兴的今天，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古典

家具行业重要的文化坐标之一，高碑

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辽金

时即已成村，元朝时是漕运码头，皇粮

商品集散地，曾盛极一时。吴金伟表

示，将总部放在北京高碑店，对于传承

与传播东阳木雕文化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

13年来，明威堂作为全国工商联

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文物木雕专委会

的 会 员 企 业 先 后 承 接 了 2014 北 京

APEC会议与 2016杭州G20峰会的部

分中式装修工程，并通过北京古玩艺

术博览会以及在北京举办东阳木雕艺

术展等平台推广红木木雕文化。

今年1月，吴金伟携其亲自制作的

东阳木雕走进第22届美国洛杉矶国际

艺术博览会。在中国展区“文人书房”

展览现场，明威堂展出的家具吸引了

很多观众。“妈妈，你看这人像雕刻的

多精致，我想跟它合影。”一位美国少

年在一件名为《风雨同舟》的东阳木雕

前爱不释手，最终其父母为他购得心

仪作品。

近年来，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环

境下，东阳木雕兴起了新的创作高

潮。“木雕艺人不仅在继承传统上下功

夫，而且在题材、品类、技法等各方面

均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创新，拓宽

了东阳木雕的市场空间，也增强了东

阳木雕的生命力。”吴金伟说，当前随

着《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出台，

东阳红木木雕发展即将迎来新的历史

机遇，接下来，明威堂在做好产品的同

时，继续助推红木文化走出国门。

吴金伟：东阳木雕文化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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