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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第十二届中国（东阳）

木雕竹编工艺美术博览会（以下简称

“东博会”）在浙江省东阳市中国木雕

城开幕。东博会是东阳作为“木雕之

乡”“百工之乡”和中国重要红木家具

产区多年来的保留节目。与往届不同

的是，全国家具（红木雕刻）行业中首

届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也于同期放在

东阳开赛。两场盛会在中国木雕之都

构成精彩二重奏，吸引了来自业界、收

藏界和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关注。

木屑翻飞，木香漫漶，木影曈曈……

在领略东博会展品、关注赛场激烈角逐

的同时，人们听到东阳人向全行业、全国

消费者传递的新声音：买红木到东阳。

有人把全国红木家具产区归结为

“六区一带”，近年成长起来、具有同等

体量规模的红木产区绝非东阳一个。

而东阳蕴含的市场竞争逻辑和产业自

信，需要当地产业提供足够底气来支

撑。东阳，准备好了吗？

作为行业媒体一名“老司机”，笔

者对东阳红木产业观察了 10 年，参加

完活动开幕式，在等待总决赛结果的

两天里，带着复杂心态找来熟悉当地

产业的向导，走进东阳红木家具企业

寻找答案……

“选好料，做精品”：苛刻的剪裁

背后，利润和信誉哪个放前面？

11 月 11 日，笔者走进华龙红木厂

区。露天水泥地上摆放着一排排开好

的板材。“这是小叶紫檀，要晒 15 天左

右，主要为了充分观察颜色变化，最后

选料会更准确。”华龙红木创始人金红

强说：“以前我们开完料就选料配料，

选时色调是一样的，可一做到家具上

慢慢就有色差。后来逐渐得出经验：

先晒一段时间，等颜色稳定下来后再

配料，基本就杜绝了色差。”

红木家具传统做法是允许通过适

当上色把颜色“找”齐的，为什么华龙

要费这个工夫？

“我们目前只做小叶紫檀和大红

酸枝，面对高端定制客户。他们都很

内行，要求也高，不让套色，也不让上

漆烫蜡。如果上了颜色，没漆和蜡覆

盖很容易露底。我们只有比客户更严

格要求自己，才能让他们满意。”

在华龙红木开料车间，一些开好的

木板画满了线条，墙上张贴着《家具拼

板标准》，对不同家具不同部件的尺寸、

同一面板允许拼板数量做出严格规

定。紫檀历来“十檀九空”，木板上画出

的线条显示了剪裁尺度——要去除所

有瑕疵，这会降低出材率，产生更多废

料，增加用料成本。由于红木资源日益

稀缺，从材料上控制成本愈发重要，笔

者入行十几年，厂家如此苛刻对待木

材，还是第一次见到。

看着厂里堆放的大量废料，金红

强说：“很让人心疼，但没办法，我们的

目标是做收藏级的家具，只能给自己

定苛刻标准。”

在华龙红木展厅，笔者看到了“苛

刻”的结果：每件家具从里到外几乎见

不到瑕疵。金红强说：“我们以前的广

告语是‘细节决定品质’，现在改成了

‘选好料，做精品’，因为没足够好的

料，细节、品质就到不了位。带疤疖和

小裂缝的板材适当补平用到家具上一

般消费者是接受的，但我们严禁使

用。有人看到这些废料后觉得一半以

上都还能用，丢掉太可惜。我也纠结

过，最后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

“做高端材质更得把名声、信誉放

前面，先让消费者放心，再追求利润。

与那些在材料上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的

做法相比，华龙红木对材料的苛刻从短

期看有些吃亏，但让购买者放心得多。

红木家具要供几代人使用、收藏，路遥

知马力，从长久看谁都不会吃亏。”东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陆文献告诉

笔者，“在政府引导治理下，东阳企业跟

前几年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都在严

格要求自己，把产品做精，华龙红木有

一定代表性。”

稍后，笔者在位于横店镇的双洋红

木加工车间看到了一排排缅甸花梨家具

半成品。年轻董事长王海洋问笔者：“您

看看这些家具在用材上有什么特点？”

“都是独板，纹理对称。”笔者答。“柜子的

颜色是由深到浅摆放的，但每对柜子自

身颜色没有色差。”王海洋补充。

随后笔者获悉，由于该企业在全

国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络，每出一批

货都要在大量开料基础上精心选料配

料，依自然色泽纹理力求和谐一致。

王海洋说：“出于环保要求，市里执行

比全行业高得多的标准，为了不因套

色添加化学颜料，必须在配料上下功

夫，反复比对，百里挑一。我们的目标

是做百年企业，首先要有经得起百年

考验的产品，要让买家不后悔。”

笔者走访中了解到，近年来东阳

出现了一大批从产业加工前端木材环

节着手，努力塑造品牌形象的企业，跨

过行业发展对“真材实料”的前期要

求，上升到了品质塑造的更高层面。

“视品质如生命”——怎样的赤

子之心，配得上不止“百年”的

红木家具？

11 月 11 日，笔者来到东阳市东艺

工艺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市场上还有

个名字：施德泉红木。以自己姓名为品

牌命名，据了解，该品牌和创立者施德

泉此人在坊间流传着饶有趣味的故事。

“施德泉性格低调，除了专心做家

具，其他任何事都怕麻烦。”陆文献介

绍，“他说用自己名字做品牌，就是为

了不绕弯子，直接用身家性命对用户

负责。”

施德泉不仅以自己姓名，也以家

具品质拉近着与客户的距离，赢取市

场信誉。其家具用材主要集中于小叶

紫檀和大红酸枝，根据客户要求兼用

缅甸花梨、红檀等材料；同时做中式装

修，在东阳产区较早推出“全屋定制”

概念。由于在用材、款型设计、做工、

家具和家居整体品质上做出了口碑，

施德泉红木提供的产品在市场供不应

求，定单常常排到两年后。

施德泉的“怕麻烦”还体现于对政

府各项规定的自觉遵守。按章纳税，

多次被相关部门授予“纳税超百万企

业”称号；家具遵守绿色环保要求，被

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同时是浙

江 省 知 名 品 牌 、金 华 市 著 名 商 标 、

“AAA 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据了解，施德泉本人从事专业木

雕 30多年，是东阳较早一批省级大师，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娴熟的专业技术、

扎实的设计基础。艺匠出身的施德

泉，对自己的名声尤为爱惜。

在接下来走访盛世九龙堂时，笔

者得知其创办人之一葛洪亮也是匠人

出身，言谈举止带着手艺人的牛劲

儿。“我 15 岁开始学木雕，做了 20 多年

雕工，5 年前才跟人合作做家具。”他

说，“以前别人总认为我们东阳做的家

具不高端，材料、做工低端，价格也

低。我们办厂时首先想纠正这个看

法，一定要在型、材、艺、韵上下功夫，

把家具做精、做美、做高端，把艺术附

加值做出来。这几年，我首先把紫光

檀做出紫檀的品质，接着又根据客户

要求做花梨、大红酸枝、紫檀。我的家

具拿到北京、上海各地展会，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客户……谁再说我们东阳家

具不高端，让他来我厂里看！”

早在葛洪亮说这些话之前，笔者

已两次在北京展会看到过九龙堂家

具，也曾听业内专家对其屡有肯定。

提起全行业做紫光檀家具的企业，人

们常常提到九龙堂。也曾听外地一些

做紫光檀家具的企业说过：“我们做紫

光檀家具，是受了东阳九龙堂的启发，

我们在学九龙堂。”

在东阳，有那么一批企业在开发

紫光檀家具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另一

个突出例子是荣鼎轩。笔者到该厂时

已是傍晚，车间堆放的家具部件散发

着金属般光泽。“你的料处理得不错，

刚开出来就这么干净，要出包浆了。”

同行向导提醒笔者：“荣鼎轩有 3方

面做得不错：一是材料处理，二是榫卯

结构，三是创新设计。”令创始人徐荣桃

自豪的是女儿徐超霖大学毕业回到荣

鼎轩负责款型开发，最近在“中国的椅

子”设计大赛中，其作品《桑扈·椅》获得

了“东方匠心”T OP 奖。

低头看车间堆放的部件，能明白

荣鼎轩是在踏实的按传统复杂程序做

榫卯。徐荣桃坦言：“行业私底下把榫

卯分作两种，一是传统榫，二是商业

榫。传统榫不用多说，就是祖宗传下

来的那些。商业榫说穿了就是为了应

付市场，怎么简单怎么来，省工省料省

成本，可糊弄一时糊弄不了一世，传世

的红木家具用了几百年不坏，关键就

在榫卯。以前说建筑是百年大计，红

木何尝不是？我们做的榫卯，行业里

没多少人做得到。”

徐荣桃介绍，在木材处理和榫卯结

构上下功夫，其家具价格是别人的 3倍，

他用品质吸引了包括马云在内的高端

客户。跟施德全、葛洪亮、金红强一样，

徐荣桃也是匠人出身，这些人视手中活

计如生命，近年在东阳政府为产业营造

的大气候下迅速成长，经营出了优秀的

企业。身怀绝技，不轻易服别人，把活

计做到极致，努力用手艺证明自己的存

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工匠精神。

“买红木到东阳”——请君重写

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在东阳企业走访了两天，进入企

业车间和展厅，了解到当下真实情况

后，笔者发现，以前逛东阳市场忽略

了太多行业现实，一次次走马观花，

未触摸到东阳企业中涌动的真实潜

流——尤其是近年东阳产业生态中

形成的主流。

10 年前，东阳红木产业启动，笔者

见证了在东阳举办的第一场行业盛

会。那时，来自各产区的企业代表对

东阳的印象是：“这里家具真便宜，好

多低端材质的家具我们都不用做，从

东阳直接拿回去，就能赚两倍的钱。”

那时东阳市场基本见不到紫檀、黄花

梨家具，大红酸枝也很少，最多的是各

种花梨、红檀、鸡翅木之类。

几年前，笔者发现身边不少喜欢

红木的熟人知道了“东阳红木”，他们

避开京津冀、苏州、福建产区，直接奔

东阳“团购”，因为东阳家具便宜。其

间每年东博会笔者出于职业习惯都会

来到东阳，虽遇新家具新面孔，但被多

年前成见阻隔，竟未及时睹其全貌。

本届东博会和全国职业技能总决

赛无意间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契机，感

受东阳红木产业的“现在进行时”。东

阳市副市长蒋震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

感慨“经过激烈竞争，花落东阳”；与其

形成呼应，中国家协副理事长、大赛评

审主任刘金良在回答记者提问“为什

么把总决赛放在东阳”时回答：“一是

东阳作为木雕之乡有着 1300多年的发

展历史，技术传承好；二是东阳这两年

形成了良好产业生态，在各产区当中

表现突出，资源、产业集聚和技术人才

分布状况好；三是东阳产业创新氛围

好。”连不常跑红木口的记者都记住

了：东阳有 3位亚太大师、9位国家级大

师、36 位省级大师、200 多位行业技术

能手，2700多家红木企业，10万名从业

人员，产值占全国木雕红木产业 20%以

上……东阳有实力、有理由为全国消

费者提供上乘红木产品。

几天来，来自各大产区的同行也忙

着到东阳企业取经。他们以自己的见闻

改写着以前对东阳产区留下的印象。

“东阳这两年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

紫檀、大红酸枝家具多了，花枝、白酸枝多

了，他们对紫光檀、染料紫檀新材料利用

得也得心应手。在以往大清翰林、明堂、

国祥、施德泉、御乾堂、明清居、千百年、卓

木王、恒达、万家宜、港龙、新明等老品牌

基础上，又涌现出了更多新的实力品牌。”

河北涞水家协副会长祖玉德说。

“东阳家具款型增多了，除了传统

明清款式，设计感很强的新中式家具

也遍布市场，以前总以为北方家具偏

重传统款式，广东家具勇于创新，现在

发现东阳的创新设计开始引领市场风

向。这一点让人感觉很可怕。”来自广

东番禺永华红木、台山大江俊辉红木

的营销经理感慨。

“东阳无论木工、雕工技术人员都

很全面，他们经过最初的资本和资源积

累后，这两年开始发力，如果高端材质

继续向这里汇集，加上这里政府思路清

晰，有良好的政策推动，东阳日渐形成

自觉有序的产业生态，会很快成为全行

业的引跑者。”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原

副部长、红木家具研究专家杨志明说。

在活动开幕式上，金华市副市长、

东阳市委书记黄敏从东阳全域发展势

头出发，展望了东阳作为中国木雕之

都、世界木雕之都，其木雕红木产业在

国家发展传统文化产业的战略大背景

下的美好发展前景。东阳市委副书

记、市长姚激扬代表东阳市委、市政府

提出了木雕红木产业发展总目标：实

现“更好的工艺、更优的设计、更多的

选择、更实惠的性价比”目标，切实打

响“买红木到东阳”的品牌。

几天下来，所有在此期间来到东

阳的企业同行、收藏人士都在以自己

的见闻感受着“官方说法”，进行着某种

“对表”。11月 13日，职业技能总决赛揭

晓，在获奖的前 10名选手中，东阳选手

占了 6 名，并囊括了前 3 名。这个结果

未令同行感到意外，现场比赛用时累计

24小时，人们亲眼目睹东阳列队出战的

阵容和强大的技能“杀伤力”，正如中国

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主任、常务主席杨

波第一时间发微信表示的那样：“大家

心服口服”“实至名归”。

东阳，的确已经做好了准备。人

们发现“买红木到东阳”不是一声简单

的吆喝与广告用语，而是推荐，是邀

请，是呼唤，人们听懂了其中蕴含的自

信和底气。东阳红木产业近年发生的

变化，已由悄然之中的量变积累，抵达

了质变的转折点。

（本文图片由吕静慧、胡扬辉提供）

到哪里买红木 听听东阳人怎么说
——在“东博会”暨全国职业技能总决赛现场感受东阳红木产业“现在进行时”

大赛总决赛现场 集体合影 “中国的椅子”设计大赛部分参赛作品

东阳市委书记黄敏（中）、东阳副市长蒋震雷（左二）、东阳红木办主任傅为民

（左三）和有关领导、评委走访决赛现场

东阳市市长姚激扬东阳市委书记黄敏（右二）、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刘金良（左一）、全国政协

委员、家具专家杨志明（左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培训部副主任孟琪（右一）共同

启动东博会开幕

东阳市委书记黄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