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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本质上就是私家园林，是古人避世的选择。所以造林最重要有两个

字，那就是“隐”和“悟”，在这之外还需要有节奏感。

周新建：造园业中的新“工匠”

陶然居：用工匠精神 传承榫卯结构

□□ 卢曦

中国红木家具文化源远流长，从

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把榫卯结构运用到

建筑上，到明清时期古典家具文化发

展到顶峰。经过历史的洗礼，红木家

具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古典又现代

的艺术器型，满足了当下人们生活需

求和艺术审美，于是各地都兴起了各

自的风格流派，形成了多个红木家具

产业集群，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各种

风格的家具，同时对当地经济发展起

到了推动作用。

位于京津走廊的千年古邑河北省

大城县，被誉为中国京作古典家具之

乡，其红木家具文化源远流长。据了

解，该县红木古典家具产业经过 30 多

年的发展，家具传承了京作器型和工

艺特点，采用榫卯结构，制作出的红木

家具高贵典雅、底蕴深厚，极具皇家风

范，雕饰豪华大气、雍容华贵，成为京

作红木家具的典型代表。到目前，大

城从事红木家具生产、加工、销售及周

边的企业超过 5000 家，相关从业者达

10 万人，年产各类红木家具产品 80 万

件(套)，产值达 60多亿元。

在大城的红木家具一条街上，有

一个名叫“陶然居”的红木企业，浅绿

色的巨幅广告引人注目。在街的左右

两边分别有一个很大且具有文化气息

的家具展厅，而在东侧展厅后面，其四

期工厂正在建设中。

陶然居是叶双陶于 2002 年创办

的红木家具品牌企业。经过 15 年的

打磨，陶然居设计制作的红木家具在

明清家具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的需

求，使其家具风格鲜明、质量上乘，靠

口碑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回头客。最

近，让叶双陶感到欣慰的是，在 4 个月

前，经过层层的选拔和审核，陶然居被

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河北省质量

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评定为河北省名

牌产品。

潜心钻研 自主创新设计

叶双陶，家具行业从业 30多年，从

22 岁便开始学习木工技艺，在大多数

人还处于好动的年纪，喜静的叶双陶

可以一坐就是半天，琢磨木头。通过

钻研学习，他慢慢喜欢上木工活，有了

这门手艺，加上头脑灵活，在 20世纪 80

年代初，便做起了古玩生意，到全国各

地收购瓷器、玉器、字画、黄花梨和紫

檀家具等。

叶双陶成天在古玩堆里行走，见

得多了，自然练就了一双火眼。据了

解，叶双陶在这个“水很深”的行业，很

少失过手。有了木工功底和这一段生

意的经历，叶双陶对文化、工艺品和中

国传统文化都有了自己的认识。通过

几年修复明清古旧家具和经营明清家

具，他逐步进入了红木家具这个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叶双陶对中国古

典家具的器型、雕刻和结构都产生了

浓厚兴趣。时间来到了 1993 年，这一

年他创办了陶然居仿古家具厂。上世

纪 90 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才 10 多

年，老百姓手上有钱了，开始对红木家

具情有独钟，而当时人们对红木家具

的认识还仅停留在仿明清家具的概念

上，对设计、器型、文化内涵没有过多

的要求。这就催生了仿古家具热，基

本上只要是仿古的家具，做出来就能

卖掉，叶双陶也在这股仿古家具热潮

中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行业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居

安思危的意识让他明白，这个红木家

具野蛮生长的时代将很快过去，一味

仿古的家具是没有生命力的。要想

得到长足发展，企业一定要有核心竞

争力。而对于红木家具来说，核心竞

争力就是榫卯结构和家具设计。榫

卯结构是传承，而能设计出符合现代

人需求的家具，则让传承有了创新。

于是，叶双陶在全国各地区看红木家

具的器型、工艺，在沉淀将近 10 年的

时间后，2002 年，陶然居家具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作为公司的总设计师，

陶然居的每款家具都由叶双陶亲自

设计。

谈到设计灵感，叶双陶坦言，通过

30 多年的红木家具从业生涯，边实践

边学习，设计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他对红木

家具的精髓榫卯结构进行了长期的研

究和提炼，使家具能够达到严丝合缝

的效果；同时对于雕刻的图案主张以

“精”“简”为主，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

统红木家具文化的同时，形成了独具

“陶然居制”的风格。

编制《中华榫卯》传承红木文化

在多年与红木家具打交道的生涯

中，叶双陶游遍大江南北，寻访明清家

具精品，拆解家具无数，他对古典家具

各种榫卯结构烂熟于心。叶双陶一直

坚持一个信念，他认为，只有用榫卯结

构做成的红木家具才能称之为红木家

具，才是应该流传于后世的传统与瑰

宝。在介绍陶然居的家具时，叶双陶

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可以做“明榫”，这

非常需要功底，不是所有的厂家都敢

在家具表面做明榫。

明清之际，中国古典家具的榫卯

式样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精妙。延

续到今，榫卯结构和榫卯文化一直被

红木家具行业从业者研究学习，但由

于榫卯结构大多是存在于家具里面，

不将家具拆散，很难见到其真容。同

时，当下红木家具行业老一辈的工匠

正在退休和老去，年轻一代在不断进

入，他们对榫卯结构了解有限，于是叶

双陶萌生了要将老祖宗留下的榫卯结

构展示出来供行业参考学习的想法，

这也是他编写《中华榫卯》这本书的初

衷。明清家具研究专家张德祥在该书

的序中说道，叶双陶凭着对榫卯形态

功用的深刻理解，还在生产实践中尝

试对榫卯进行了一些科学合理的改良

和优化，并将成果写入书中，无私展示

给读者。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整理、查看相

关史籍，由叶双陶主编，中国林业出版

社·建筑分社出版的《中华榫卯》——古

典家具榫卯构造之八十一法已于今年

5 月正式面世。该书较为系统地展示

了古典家具中常用的 81 种榫卯结构，

并附有详细拆装图解，同时还展示了

当代非常实用的 40 套家具，并通过图

片将其拆解，让读者更为直观地学习

其内部榫卯结构，有了对榫卯结构的

实践经验。出版后，该书受到了行业

中研究者和经营者的广泛欢迎，从中

国林业出版社·建筑分社了解到，该书

销量非常好，现已有出简装本的计

划。叶双陶表示，这本书就像是他 30多

年从业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提升，他希望

行业珍惜木材，做好榫卯结构，传承中

国传统红木家具文化。

深耕行业 需耐力取胜

近年来，红木家具行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行业在不断的升级洗

牌，靠以前急功近利的经营方式肯定

是行不通了。叶双陶坦言，在市场不

景气的情况下，企业只有不断苦练内

功、做好家具、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客

户、赢得市场。他形象地将行业比喻

成一场“马拉松”赛跑，只有最有耐力

的人才能最终取胜。

现在，叶双陶更是不断进行国内

外游历，看展、看各地家具的设计和器

型，寻找设计灵感。同时，面对家具行

业优秀工匠人才紧缺的问题，叶双陶

也在留住人才上大下功夫。不但给工

人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还在修建升

级版工厂，陶然居的工厂在工人作业

环境和安全生产上都处在行业前列。

他说，只有人稳定了，才能做好事情。

目前，陶然居的红木家具在北方

地区已经取得良好口碑。近日，陶然

居通过地方政府的推荐，入选了央视

网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中华百工》栏

目——《京作古典家具榫卯技艺》的

拍摄，该纪录片是中宣部委托央视网

启动实施“利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中

国文化”项目。《中华百工》选取了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重要的国家

文化形象符号以纪录片的形式进行

传播，旨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

此次拍摄深入到陶然居生产一线，

全方位地拍摄了其红木古典家具的制

作过程，重点对京作古典家具的榫卯技

艺进行了突出，以影像记录的方式再现

了这一传统技艺的结构之美、力学之

美，很好反映了大城县在京作古典家具

制作过程中遵循古法、延续传统、继承

历史的匠人精神。此栏目加强了中国

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而选在大城录制

京作古典家具榫卯技艺，是对大城县京

作古典家具制作工艺的一种认可，也是

对外宣传大城县的一次良机。这次拍

摄也让叶双陶意识到传播的重要性，他

希望能借助优秀平台让红木家具走出

去，走得更远，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家

具文化。

行家直言

□□ 柳虫子

承德堂位于苏州东山，改造于

2000 年，承德堂主人周新建，生于江苏

苏州，作为一名造园师，他将承德堂改

造成了一幅水墨画。

造园重要的是隐和悟

在闹市中，承德堂这幢百年建筑

让人一眼就能发现：数十米白墙，被竹

林和顽石点缀成水墨画。悠悠姿态，

正好诠释了白居易那句：“大隐住朝

市，小隐入丘樊。”

周新建戴着一副墨镜出现，曾经

的浪子、今日的造园高手，这大起大

落的人生浪涛，为这位中年男子冲刷

出一身坦然豪爽的快意。独特的人

生经历也让老周在短时间内亲历人

情百态、世间冷暖。于是，浪子终回

头，选一处悠然之地，深藏闹市，摆花

弄草、填石造院，为自己建出一处惬

意之地。

承德堂的建筑结构还是百年前的

模样，是苏州最传统的造型样式。十

几年前，周新建举债买下它时，老宅如

垂暮老人，荒草丛生，破败不堪。能有

今日的生机与人气，正是周新建一路

折腾至今的结果。

造园是周新建从小的理想。自 7

岁在姨夫家看到那小桥流水的精致小

院起，周新建就对这种把自然搬进家

里的江南小调念念不忘。在那个出行

只能靠双脚的年代，周新建每个星期

都会跋山涉水走去姨夫家，小小少年，

待在院子里也不知看些什么，久久不

愿离开。

所以即便命运让老周绕了一个大

圈，最终，周新建还是回到了造园，他

对自己的定位也始终是一个有态度的

匠人。虽然并不怎么看书，但他对造

园有自己的看法。周新建说：“造园，

最重要的是‘隐’和‘悟’两字。”

园林艺术是传统艺术门类的集大

成者。十几年光阴，从学徒到统筹，从

表面到内核，周新建以身体力行的方

式来学习造园。

在他的概念里，造园之初，要先理

解造园的目的。苏州园林自古就是私

家园林，是古人避世的一种选择，所以

它从一开始确立的基调就是“隐”。

“隐”字的背后是淡然，是文雅，是深藏

不露以及其他可诠释的千千万万，道

不清也言不尽。

造园要有节奏感

当前人将造园之隐做到极致时，

对当代造园者而言，在借鉴之余，高低

就在于悟性了。周新建表示，悟到的

东西很多，但造园仍有核心宗旨，那就

是——节奏感。林语堂曾说：“艺术上

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

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只要美是运动

的，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

园林艺术亦是如此。

走过承德堂水墨般的外墙，踏进

大门，就是迎客小院。透过一坛荷花，

可见后方花台两相对应，整个小院四

平八稳、中规中矩。进了小门是中

堂。过中堂，四进四出厢房对照，对面

有廊。如果站在厅中间，就能看到古

代建筑的有趣之处，两两笔直对称，门

槛一进比一进高，站在中轴线上，可从

最深处看到中堂后的一株石榴，带来

静谧幽深的穿越感。

这栋老宅最隐秘的部分——后花

园是老周的最终成绩单，处处是风景，

样样有门道。他如何取舍亭、台、楼、

阁、窗、泉、石、花、木，如何将它们组合

在一起，都可以在这个后花园里找到

答案。

从迎客小院中规中矩的平静，到

中堂和厢房间的隐忍伏笔，其实这一

切都是为后花园的高潮做伏笔。“在中

国的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

法确立的。”林语堂所说的书法节奏是

走笔，但我们若以字体来形容，苏州园

林的节奏感大概可以用周新建朋友所

形容的：“前院是正楷，进门过中堂有

行书的感觉，最后再以一笔狂草落在

后花园，留下评之不尽的韵味。”

造园讲究秩序和规律

说到布局，周新建拿出纸和笔，向

笔者演示园林外墙应该如何设计才能

营造出中国水墨画的意境。

造园讲究秩序和规律。周新建

抬着双手比划，“比如一个园子，应该

先开水布局，沿水池高低错落布置。

这时大树入场，养活了，再铺张。这

只是大概，完成一个园子至少需要几

年时间。”

他顺手指向茶室外的竹林说道，

这个花园里的一草一木、花草树木之

间的布置，都有着方位配合和季节的

讲究，以时节为例：从窗外可见的天

竹、松树和腊梅会是冬天的主角；春

天登场的就是蔷薇、海棠和映山红；

夏天石榴结果、紫薇开放；秋天又是

菊的天下……

当造园者谱完曲，这位作曲人又将

化身指挥家，去寻找和指挥优秀乐手。

在老周的队伍里，孙俭争是老周

的最佳拍档之一。孙俭争是造园巧

匠，从业 30多年，在国内参与完成的园

林作品有 94 处，分布在全国各地。其

间，孙俭争还往返美国多次，造园足迹

遍布多个国家。

周新建特别爱才。周新建手底下

聚着东山大部分优秀造园匠人，这些

匠人也很佩服周新建的造园才华，也

因为周新建对他们的真诚、尊重和大

方而感到贴心。

“懂造园的人遇到优秀的匠人是

幸运；优秀匠人遇到懂造园的人也是

幸运。”周新建强调，园林作品不能只

属于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团队。

周新建指出，现有环境下有很多

投机取巧的人获得成功，而认真做事、

付出不少血汗的匠人却所得甚少，他

为他们打抱不平，虽无力改变，但他对

造园的热爱却始终未减。

承德堂后花园有品不尽的意味

承德堂的悠悠姿态

陶然居展厅中的红木家具风格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