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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艺品

谁言爱“材”如命者 执手“花黎”铸传奇

□□ 蔡之岳

唐朝陈藏器《本草拾遗》中说：“榈

木（又名花黎、花梨）出安南及南海，用

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文中

“南海”即今天的海南，“安南”在今天

的 越 南 横 山（H oanh Son）以 北 地

区。自唐代起，这种产自海南、越南

的名贵木材就在历史中埋下伏笔。

至明代和清前期，黄花梨作为中国明

式家具最佳用材，步入人类家具史的

追光灯下，以曼妙身影引起广泛关

注。其后又走入世界各地著名的博物

馆、艺术馆和顶级收藏家手中，引来举

世赞誉和追捧。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黄花梨木在

沉寂半个世纪后，和中国传统家具界

的一位艺匠构成了难解难分的交集：

38 年来传承创新，铸器寻韵；以器载

道，孜孜以求。当许多人在黄花梨面

前都成为过客时，唯有他不忘初心，追

寻黄花梨“日愈稀缺”的足迹，书写着

自己的艺术人生传奇。此人便是被誉

为“岭南鲁班”的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

理事长、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

委员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中国工美行

业艺术大师伍炳亮。

十天连收三根“千年老料”

10 月 15 日前后，传统家具圈流传

着一则佳话：酷爱黄花梨木的制器大家

伍炳亮，喜获 10年前曾失之交臂的两根

黄花梨稀世大料。伍炳亮说：“苦等 10

年，终成所愿！这两根罕见的口径较粗

海南黄花梨野生林老料，唤起我早期在

海南收集海南黄花梨野生林老料一段

段美好的回忆……”

原来早在 2007 年，伍炳亮到海南

岛搜集黄花梨老料时，就曾随着海南

一位木材商到他隐蔽、潮湿的地下室

里面，看到了两根长 1. 3 米至 1. 4 米，

口径 32厘米至 35厘米、38厘米至 42厘

米的海南黄花梨顶级油梨老料。伍炳

亮当即眼前一亮，这么粗大口径、千余

年的顶级海南油梨老料，近几十年来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伍炳亮仍记得当

时自己表现得非常冲动，恨不得马上

谈妥成交，拥有两根大料。但对方却

平静地说出几个字“暂不考虑转让”。

对海南黄花梨材料有一定研究和

了解的人都知道，海南黄花梨野生林

材料取材长度大多数都在几十厘米至

1米多之间，口径由几厘米至 20厘米左

右，无什么长料（超 2 米）和口径较粗

（超 30 厘米）的料，因此两根老料均属

难得一见，自然让伍炳亮备感遗憾。

此后，每每想起这两根料，伍炳亮

屡次电话询问那位收藏家能否转让，

但得到答复都是“暂不考虑”，或者推

说“这两根料是与一位拍档共同所得，

还没有商量好”。时间一晃过去了 10

年，其间海南黄花梨野生林老料早被

搜罗一尽，一木难求。供求严重不对

称，市场行情一路攀升，像伍炳亮这样

的制器大家更是急待好料来维持新作

品问世。

转机终于出现了，最近当伍炳亮

又念念不忘地想起这两根老料，拨通

海南藏家的手机时，或许是他的真诚

终于打动了对方，也或许是他愿意付

出超前昂贵代价的原因，对方终于愿

意出手，并最终谈妥了成交协议。就

这样，苦等 10年终于如愿以偿。

这段传奇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

人。有人称赞伍炳亮“众里寻她千百

度”对黄花梨好料孜孜以求永不放弃

的精神，也有人开玩笑说：一遇到黄花

梨好料，伍炳亮便心甘情愿倾其所有，

真是“爱材如命”。对于伍炳亮而言，

视好的创作素材如同生命，这无疑是

极高的赞誉。

让人没想到的是，短短 10天之后，

又一个“爱材如命”的故事发生了：10

月 25 日，第四届嘉德典亚艺术周在北

京开幕，来自海南的参展商柴艺坊在

展出黄花梨家具的同时，带来一根长

达 3. 13米的海南黄花梨千年老料。伍

炳亮在看到它的第一时间就辗转找到

了这根海南黄花梨老料的主人，并很

快和对方谈妥了转让意向。在嘉德典

亚艺术周上，不少懂行业内人士听闻

伍炳亮要收藏此料，他们在参观艺术

周时，都会特意找到这根老料，一边仔

细观察，反复品赏，一边赞叹伍炳亮每

每出手不凡的“大手笔”。

精品力作频频问世

10 天连遇三根千年老料，这样的

机会并不多见，更不是人人都能抓

住。其实，从“爱材如命”，惜材如金，

到推出富有艺术含金量的精品重器，

对于伍炳亮来说，这种感人至深的故

事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业内人士

还记得，就在 2015年，伍炳亮接连推出

了当时业界最大的一件海南黄花梨明

式架子床，和一件长达 3. 6米的海南黄

花梨大翘头案。而这件罕见的大翘头

案，也凝结着被收藏人士广泛传播的

一段佳话。

上世纪 80 年代，海南民间有一些

明清两代经砍伐遗留下来、在山上的

海南黄花梨树头树根树枝，以及民间

一些老家具和拆房老料。行内人知道

它们长度大多都是几十厘米到 1米多，

口径较粗和超过 2 米长的料很少。

1988 年，伍炳亮从平时收集到的拆房

梁海南黄花梨野生老料中，难得地挑

选出了几根 3. 6米长的材料，他计划依

照这一长度，设计制作一件大条案。

遗憾的是，这些房梁老料开出来后，却

发现长面有一条较大的裂缝，无奈之

下，只得暂时收起制作大案的念头。

而两块已开料的长 3. 6 米、宽 10 厘米、

厚 3厘米的裙板得以保留了下来。

经过 26 年的漫长等待，机会终于

来临：2014 年 7 月，以出产海南黄花梨

闻名的海南岛海口、文昌等地区，遭遇

了百年难遇的 17级强台风。台风吹垮

了很多年久失修的民间老房屋。两天

后，伍炳亮突然接到海南朋友的电话：

村民们在清理房屋废墟时发现了两根

3. 6米长的海南黄花梨房梁老料。

伍炳亮听后非常高兴，通过和海

南朋友数次协商，终于如愿以偿地拥

有了这两根罕有的海南黄花梨野生老

料。之后，伍炳亮精心设计，大胆创

意，历半年后制作出一件长 3. 6 米、现

存世上最长的珍稀海南黄花梨灵芝如

意纹翘头大案，先后在广州举办的工

艺美术精品展、深圳文博会、北京中国

红木家具精品品鉴会上展出，轰动了

整个传统家具界。

而今，中国传统家具行业又将记

载下伍炳亮与海南黄花梨之间的又一

段故事，10 月 15 日至 25 日，他接连出

手，将三根罕见的千年海黄老料购入

囊中，人们当然有理由期待伍炳亮下

一件、下一批海黄重器精品力作问世。

书写当代黄花梨传奇

近十几年来，传统家具在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家具制作不断进步的同

时，也加快了对红木资源的消耗。整

个行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怎样

对待红木家具的设计与制作，才能既

传承中国优秀的家具文化，又能使珍

贵的红木资源物尽其用，不浪费材料，

而使其通过优秀的家具作品，焕发出

新的艺术生命？

伍炳亮以艺术实践给出了答案，

也给业界树立了学习榜样。无论是海

黄还是越黄，其野生木材都面临濒危，

一木难求。接下来，紫檀和交趾黄檀

等传统用材也将步其后尘。稍有懈怠

就会暴殄天物，造成不可逆的资源浪

费。没有出色的设计创意，做出的家

具有可能卖不回材料的价钱，这给业

界提出了挑战。

伍炳亮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同一个行业，体现

出了可贵的大国工匠精神。他在传承

的基础上不忘创新，追溯宋元家具的

历史风格，参照明清家具经典款式，结

合现代人生活需要和审美风尚，设计

制作了 1300 余个款式的红木家具，其

中不少家具款式成为业界普遍学习的

范例。尤其在黄花梨家具的设计制作

上，他以自己数十年的制器经历和其

间创制的大量经典作品，推出了中国

传统家具发展至目前的主体阵容，展

示了传统器物在当代的审美价值。

来自收藏人士的切身感受无疑是

对伍炳亮最中肯的评价。9 月下旬至

10 月初，笔者亲眼见证了伍炳亮作品

被收藏家追捧的实例：一位酷爱他黄

花梨作品的朴女士，为独家购藏伍炳

亮刚刚设计制作的一对黄花梨台屏，

从深圳赶到北京，一再诚恳地表达收

藏欲望。朴女士表示，自己是伍炳亮

黄花梨家具的发烧友，收藏他作品已

经十几年了，通过他的家具触摸到了

历史。他的家具是艺术品，也是收藏

家们的追求。

朴女士的话在收藏家中有很好的

代表性，从收藏角度讲明了伍炳亮作

品的艺术价值。10 天内连收三条千年

老料，一方面使“爱材如命”的伍炳亮

欣喜若狂，另一方面也使收藏家们翘

首以盼——盼着他再以鬼斧神工，推

出海南黄花梨精品重器。

李象群：从艺术家到文化推手

千年老料在嘉德典亚艺术周受围
观，伍炳亮迅速拿下。

得到如此大料伍炳亮喜不自禁

伍炳亮介绍家具设计制器理念

□□ 本报记者 景晓萌

李荣坤

作为知名艺术家、鲁迅美术学院院

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李

象群肩负着众多身份。带着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李象群的视野不仅停留在鲁

迅美术学院，而且放大到整个东北乃至

全国。在他看来，作为辽宁省的省会城

市，沈阳的文化振兴至关重要；作为沈

阳市首屈一指的文化地标，鲁迅美术学

院又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其中，东北的振兴除了经济模式的

调整之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文

化，而文化的振兴，又需要艺术扮演重

要角色。艺术家、教育家、文化推手，李

象群在不同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以国

际化的视野，结合本土文化艺术的优势

与特色，发掘区域文化产业的潜能。

从艺术家到教育家的身份跨界

李象群认为，艺术创作与设计直接

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品位塑造和时

代图像的记忆。在这个外来流行文化

弥漫的今天，信息时代的民族意识更加

需要强化。

作为中国当代新人文主义的倡导

者、中国当代雕塑的领军人物之一，李

象群善于用不同的风格和形式表达自

己的思想和情感，用艺术作品再现历

史。李象群将“新人文主义”理念融入

到作品中，雕塑在他的手中成为历史

的记载与延续，显示出艺术家思想的

强大力量。观看他的作品不仅有仰视

天马行空的震撼，还会产生细腻温暖

的感动。

近年来，李象群多次在国内外举办

大型个人展览，并引发业界关注，如

2016年 11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福宫

举办的“城·象——李象群艺术展”，这

是建福宫花园自 2005年经复建修缮后

重新开放以来，首次以全部空间展示当

代雕塑艺术作品，展览展出了《道》《元

四家》《大紫禁城》等 17件重要作品，展

现出艺术家从对历史和真相的不断探

讨到对形式感的有力反思，以及当代

雕塑与古典建筑空间的跨时空对话。

2 月 12 日，“无我之境——李象群

个展”在德国波恩当代艺术馆拉开帷

幕。该展也是继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后

的全球巡展第二站，下次展览将在德国

北部艺术区进行。此次展览由德国波

恩当代艺术馆主办，巴黎亚洲艺术中心

协办，展览由德国柯布伦茨市路德维希

美术馆馆长贝亚特·埃芬夏特策划，展

现了李象群在当代新人文主义艺术领

域的部分代表作品，为欧洲观众带来一

场当代中国的视觉盛宴。

李象群几乎把全部精力奉献到艺

术领域，更把 30 多年的时光献给了艺

术教育。他在深耕艺术教育 30 多年

的过程中发现，“一刀切”的高学历要

求将很多有才能却没有高职称或高学

历的人才拒绝在大学校门之外。他建

议，在保证高校教辅人员素质的基础

上，教育部及人社部应给予高校相关

的、灵活的特殊人才引进政策，满足高

校尤其是艺术院校对多样化人才的需

求。同时给予高校一定的人才引进自

主权，避免“一刀切”的硬性条件筛选。

此外，李象群认为，目前国内的美

术学院办学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全国八

大美术学院的院系设置和课程雷同，对

地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缺乏重视，教

学特色不够明显；二是美术系的教学受

到诸多非艺术类评价与管理的束缚，学

术遭遇行政量化，艺术教学的特殊性与

效果受到影响；三是美术学院遭遇地缘

优势的差异，造成“近水楼台先得月”的

教育资源与机会分配不平均。

继承鲁艺传统 弘扬延安精神

在当年延安的艰苦条件下，鲁迅

艺术学院仍然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

传达着民族的希望，这种精神值得我

们传承。

在李象群看来，“特色”二字，不仅

是艺术发展的灵魂，也是成就一流艺

术教育的基础。各高校依托地域、人

文等环境，办出特色，才能让艺术文化

在这个时代更好地传承下来。回到母

校鲁迅美术学院任职后，让他更坚定

了这一信念。

在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设有校区

的鲁迅美术学院历史悠久，其前身是

1938 年建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由

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倡导创建。1945

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迁校至东北。

1958 年发展为鲁迅美术学院。悠久的

办学历史积淀了学院深厚的文化内涵

和领先的办学实力。经过近 80年的发

展，鲁迅美术学院现已成长为师资力量

雄厚、专业齐全、办学水平和整体实力

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有鲜明的办学特

色、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名高等艺

术学府。

2016 年 11 月，李象群出任鲁迅美

术学院院长。鲁迅美术学院是让李象

群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他在这里挥洒了 10 余年的青春

岁月。此次再回母校，李象群已经从一

个一线的教育家和艺术家，转换为艺术

教育的管理者与决策者；作为鲁迅美术

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七任院长，他深感责

任重大。“中层干部不是终身制，我来不

是来做官的，而是来做事的。”李象群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他的诺言。

今年 8月 23日，李象群带领学院领

导班子部分成员，一行 10人开始了“重

走延安路”的行动。“鲁美从延安走来，

到了东北，辐射了全中国，对中国的文

化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李象群说，

“延安之旅可以说是一场寻根之旅，即

寻找自己的那份责任，这也是我们延安

之行的初衷。我们要用自己的解读，发

扬鲁艺精神，站在时代思想的前沿，做

时代文化的先导，为社会大众服务。”李

象群透露，2018 年的鲁迅美术学院 80

周年校庆活动中，也要把弘扬延安鲁艺

精神作为主题。

东北振兴需要文化先行

“东北是块冰，把这块冰融化，化为

水，水活了，人就活了。融化这块冰最

终要靠文化。”李象群表示，东北要振

兴，离不开文化的振兴。

作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

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李象

群在艺术家的身份之外，又肩负着重大

社会责任。

多年来，李象群都深刻感受到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

影响。在李象群看来，打造东北文化的

CBD 是开启京沈文化创意产业通道的

重要抓手。首先，要充分发挥鲁迅美术

学院的学术资源优势，把校门打开，与

整个城市产生良性互动。另外，在东北

文化 CBD 构建过程中，莫子山文化创

意产业区将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李象

群建议，用 3年至 5年的时间，把莫子山

打造成东北地区的示范性文化创意产

业区。

莫子山文化创意产业区位于沈阳

市浑南区，紧邻浑南景观规划线，是浑

南区文化与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一个围拢成以鲁迅美术学院新校区为

核心区的完整地块。产业区在外形设

计上，将尽量体现出东北的后工业形

态。在布局上，产业区将体现地方特

色，展示出老奉天城的特色和形态。

李象群认为，新一轮东北振兴需要体

制机制的创新，实现质量型的内涵式

提升，聚拢文化创意要素对激发地区

活力至关重要。他期待通过建设文化

创意产业区吸引优质资源，实现人才

回流，培育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内

生发展动力。

在李象群的构想中，莫子山文化创

意产业区将打造成为东北地区高端创

意人才孵化、聚集、教育、交流功能的集

散地，其中包括艺术家村（北京宋庄模

式）、画廊区（北京 798艺术区模式）、美

术馆设计区（北京 751设计园区模式）、

动漫区、创意影视基地、文化交流中心

（德国鲁尔艺术区模式）、戏剧戏曲区、

园区孵化基地、商业步行街、创意旅馆、

SOH O公寓等多个功能区，产业区将提

供就业、旅游、双创、工业设计、人才培

养、营造产业链等多方面服务，推进文

化创意、设计服务、金融、旅游、体育的

跨界融合发展。

“历史的经验表明：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竞争，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

是制度，100 年比的是文化。文化因素

比经济、制度等因素在发展过程中起到

更为关键和根本的作用。东北要振兴，

文化要先行。”李象群说，“我们计划以

鲁迅美术学院作为母体和创意孵化园，

结合莫子山文化创意产业区，将这一区

块打造成为体量较大、规格较完善的文

化产业链。”莫子山文化创意产业区效果图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部（010）64293890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 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 1．00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热线（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