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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家居

品牌故事

□□ 本报记者 张海宁

2018 年以来，手工制品市场持续

升温。其中，传统木作备受关注，很多

人希望可以亲手打造出一件属于自己

的独特家具。因此，许多木工坊应时而

生，什院便是其中一家。近日记者来到

什院，探访其创始人任一鸣是采用怎样

的营销模式实现木工坊稳步发展的。

创立什院 投身传统木作

纵观市场，木工坊的种类较多，它

们或专注于单品深耕，或专注于高端定

制，每家木工坊的专注方向都略有不

同。作为一个较为新兴的行业，木工坊

的经营也大多处在探索阶段。其中，任

一鸣的什院则专注于木作培训，他希望

通过以木工坊的形式使更多人对木作

产生兴趣。

简洁的竹制装饰外观，琳琅满目的

各式工具，任一鸣将什院在北京宋庄落

户。任一鸣曾是一名建筑师，7年的建

筑设计从业经历让他感触颇深。他认

为，建筑设计是一个庞大的、多人协作

的工程，个人在整个工程里的价值体现

是微弱的。“其实设计师是希望可以得

到自我展现的，最开始的创业冲动，单

纯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相对容易把控的

领域来实现个人价值。”

经过深思熟虑，任一鸣觉得手工艺

是擅长的方向，加之他对木材的情有独

钟，选择木作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什字

有杂、各种各样的意思，比如什锦、什

物；院就是院子，一个场所、一组容器。

所以，什院是一个容纳各种可能性的场

所。我们希望在这个院子里，遇到各种

各样的人，带着他们各种各样的故事，

实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规范管理 提升品牌内涵

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木工坊规模

通常较小，所以没有成熟的管理模式，

加之运营成本提升，木工坊的成长比较

缓慢。

任一鸣是带着美好愿景创立什院

的，他花费了半年时间，走访全国一些

做得比较好的、有学习借鉴意义的木工

坊。通过调研使任一鸣意识到，木工坊

要具备一个优秀的设计团队作为核心

是十分重要的。

但任一鸣在经营上是没有任何经验

的，所以，什院在运作初期就出现了很多

问题。“最开始参与的人并不多，管理采

用因人设事的形式，由于大家对什院的

工作都有着较高热情，所以基本是靠个

人能力并非统一安排。随着什院的逐渐

发展，参与到其中的人原来越多，加之业

务量的增大，导致什院管理混乱，品牌发

展停滞。好在团队经过研究及时作出调

整，才使什院走出低谷。”任一鸣说。

通过这次的经验教训，任一鸣认

为，即使是再小的团队，也需要组织架

构清晰、岗位职责明确、工作安排有序

等一系列规范化管理，这些是作为任何

品牌的管理者都必须十分明确的，只有

规范化，才能使品牌逐步发展壮大。

其实，什院作为一个设计师集合的

团队，很容易走入个人理想主义中去。

任一鸣表示：“通常设计师都会比较自

我，所以什院在运作初期并没有明确的

市场定位。我们就做喜欢的东西，即使

不符合大众也无所谓。现在看来，这是

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是完全不考虑商

业层面的‘自嗨’，更是对品牌不负责任

的表现。”

经过长期的磨合与总结，什院开始

了解客户的需求、市场的需要以及价值

链的构成。任一鸣的团队在这个满是

机会又满是幻象的多元社会里，坚持了

他们热爱的事情，吸引了很多喜爱什院

的人加入，让传统工艺被更多人了解与

喜爱。

任一鸣表示，什院是国内木工坊大

面积兴起时创立较早的一批，“摸着石头

过河”虽然使什院会走过很多弯路，但这

一切最终都会变成品牌发展的动力。

产品分类 为品牌提供更多可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各类木工

坊有 2000 家左右。由于木工坊产能较

低，虽然数量较多，但整个行业并未形

成气候，很多木工坊徘徊在生存边缘，

并没有特别成熟的商业模式。所以任

一鸣认为应将目光投向客户。

由于木作是一个对动手能力要求

比较高的手工艺，所以任一鸣将课程分

为初阶木艺课、中阶作品课与高阶系统

课。从对零基础的学员1至3小时的趣

味体验，到为期一周的高级进阶的理论

培训与实操，什院针对不同学员推出不

同课程。随着亲子产业市场的不断升

级，什院还联合一些成熟品牌共同推出

亲子木作体验，通过培养孩子对木作的

兴趣，使更多层面的人参与到传统手工

艺中来。

“目前，什院经营情况逐渐向好，这

是通过规范化运作逐渐积累起来的。当

今从事教育行业的市场成本较高，这也

给什院带来不少压力。但木作是一种很

好的手作体验，能唤起人们对童年的一

些回忆。由于什院对课程的完成度要求

较高，所以学员制作的成品大多比较美

观，加之实物完成后的成就感，所以积累

的客户也越来越多。”任一鸣说。

由于什院位置离市中心较远，能够

花费较长时间学习木作的，大多都是有

时间、有精力的中产人士，这些人通过

学习更加热爱木作行业，有些人甚至加

入到品牌中成为了合伙人，这是什院在

发展中的最大收获。

如今，什院的课程体系和服务体系

已趋于完整和成熟，主要客户从初期2C

（去定制）的散客，向2B（对商业）的团体

客户转变，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什院与海

尔、蒙牛、蔚来等一些优质客户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未来，什院也会在这方

面继续深耕细作，挖掘出更大的市场。

任一鸣认为，如今的家具设计市场

呈“百花齐放”的态势，相较其他行业，

家居类产品的设计生产门槛较低，设计

师、艺术家、广告人等各种背景和出身

的人都投入到行业中，产生了许多独立

设计品牌。对于这些独立设计品牌来

说，最大的困难还是如何在这个庞大的

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出路，其商业

运营层面的问题是最本质的问题。

产品是什院的核心，如何实现“产

品服务化”，是品牌未来要去践行的重

点。什院除了木作的培训，也在研发自

己的设计品牌。未来，任一鸣希望什院

能够成为一个有自己品牌的机构，一个

能为客户提供价值的机构。

什院：左手传统木作工艺，右手现代品牌经营

□□ 文泽

如果来到红木家具市场，消费者

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红木家具，但

在购买时却发现，即便是同一款式的

红木家具，价格差异也会相差很多，那

么，是什么导致价格的差异呢？

材质决定价格

众所周知，红木自身的价值较高。

2018年 7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国家标

准《红木》（GB/T 18107-2017）将现有

的33种红木调整为29种，由此可见，红

木的分类使红木具备不同的价值。

红木原材产地不同，价格也有所

差异。树木生长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区

的土壤、气候环境影响，吸收到的营养

成分不同，导致了木材材质的差异。

此外，同木材不同品种也是导致价

格迥异的原因之一。例如鸡翅木就分

为非洲鸡翅木与缅甸鸡翅木，由于缅甸

鸡翅木在出材率上相较非洲鸡翅木少

25%至30%，所以制成的家具价格差距较

大。即使是同种木材，新料与老料的材

质也会使红木家具产生价格差，因为老

料木性相对稳定，不易出现弯曲、开裂

等特点，所以较新料价格较高。

红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看似一

样”的红木家具往往采用价格低廉的

相近木材伪装而成，这些木材打造的

家具与真正的红木家具的价格有着天

壤之别。

工艺影响价值

判别家具价值除了材质本身就是

对工艺的考究。制作一件家具时，由

于大料难寻，所以拼接越少的家具价

值越高。

雕刻与装饰在家具的审美上起着

决定作用，所以雕刻的细腻与否、拼接

处的细节处理、木纹的合理利用等都

成为红木家具价值的评判标准，只有

合理与精美的加工处理，才能提升红

木家具的价值。况且，装饰用的石材、

铜活等材质质量都是影响家具价格的

因素。

榫卯结构是传统家具的精髓所

在，这种极具国人智慧的连接方式深

受消费者喜爱，无论从视觉还是从牢

固耐用角度，合理的榫卯结构要比全

部金属连接的工艺价值更高。

此外，有些红木家具会在家具内

部或背面等不起眼儿的地方掺杂杂

木，虽然不影响外观的整体效果，但家

具价值会大打折扣，这也是消费者在

购买时应注意的。

其实，任何两套红木家具要做到

真正的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由于木

材的特殊性，即使款式一样，其纹理也

不太相同，所以，既然没有一样的家

具，也就不会有一样的价格，消费者在

购买家具时一定要选择合眼缘的。

同款家具为何价格不同

什院使用传统工具让更多人亲近木作

□□ 袁莉 张海宁

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家用之具，家具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而

出现，也伴随人类进化和生活方式的发

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千百年来，不同时

代、地域的人们依据自身的生活习惯和

审美趋向来设计、制作并使用家具，使

其天然烙上了特定时空的文化符码。

我国传统造物文化灿烂辉煌，明清家具

一度登上我国传统家具工艺及美学的

巅峰，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

近年来，新中式家具应时而生，在

以年轻人居多的消费群体中盛行开

来。2018 年是新中式家具市场的“井

喷”之年，无论是从各大品牌家具展还

是从行业数据统计来看，新中式家具

的发展态势堪称猛烈。同时，如何对

传统文化进行合理传承与现代超越，

如何在定位、理念、设计、商业等重重

维度中找到平衡点，新中式家具产业

在机遇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提上日

程。近日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的第二

届（2018）中国新中式红木家具论坛恰

逢其时，本次论坛以“关于设计·关于

文化”为主题，聚焦新中式家具文化与

商业的新契机、新中式产品体系的建

立、品牌的运营，深入探讨了新中式家

具品牌、文化、设计等热点话题。

作为人们生活的一种诠释方式，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潮流的不断重

构，人们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的变迁，

中式家具的样貌也呈现出不断更迭的

状态。亚洲家具联合会原会长林作新

表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渐进式的，新

中式是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中间产品。”

林作新指出，中式现代家具发展速度很

快，从业者要在设计上符合现代工业生

产方式的要求，从而降低成本，促进更

多消费者购买。而且，在产品设计时应

注重简约、环保和年轻化。

同时，随着机器批量生产的标准

化、机械化技术不断成熟，商业形态的

不断完善，消费市场的不断细分及壮

大，家具业也势必在掣肘中找到平

衡。广东省家具协会会长王克表示，

新中式是当下消费升级、品质升级的

突破，新中式家具发展应处理好“十

大”关系，包括新材与节约、设计与定

制、时尚与休闲、设备与量产、人才与

工匠、档次与定位、精品与效益、诚信

与服务、品种与品质、优质与优价。

我国明清家具作为经典被无数人

追捧，而新中式家具作为传统家具的

“老树新芽”，经过多年发展，在设计上

已经取得很多创新。明清家具研究学

者张辉以《成功的新中式之作与明式

家具的传承》为题，分析了传统家具和

新中式之间的传承与创新。他认为，

虽然现代家具与红木文化的新中式不

是同一概念，但两者应互有借鉴。新

中式在保留部分传统的框架、原形和

符号时，也要符合新时期的审美，如果

没有“传统的框架、原形和符号”就不

是“中”，没有“新时期的审美”就不是

“新”，新中式应把握好这两者间的关

系，市场才能更加稳定发展。

“以人为本”是多位专家对家具制

作工艺提出的共同原则。中央民族大

学人体工程学专家苏垣认为，当前，新

中式红木家具已成为我国家具行业的

一大发展趋势，但很多中式家具的生

产企业仍处于“传承有余，而发展与创

新不足”的处境，在人性化设计等方面

还存在不足，需要从人体工程学的角

度，更加明确新中式红木家具座椅设

计的细节。上海市家具研究所副所长

许美琪认为，设计家具时，应满足功能

需要、舒适性、耐久性和造型美观四个

方面。家具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实用，

在实用的基础上，兼顾舒适性、耐久性

和造型美观，这样才能不断探索红木

家具的更多可能性，使红木家具更加

趋于完美。

针对目前家具市场上存在的大量

同质化问题，家具行业学者王周表示：

“木家具以其简约、雅致、含蓄、精巧成

为一种具有东方哲学美感的艺术形

式。但如今，新中式红木家具市场存

在同质化现象，要想改变这种现象，从

业者应大胆‘混搭’与‘跨界’，用兼收

并蓄的方式为新中式带来活力。其

实，红木家具与生活美学之间要把握

好‘重精神、轻物质’‘重文化、轻虚名’

‘重创新、轻浮夸’这三重关系，使红木

家具浸润着中式生活美学。”

家具既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日用

品，也是我国历代文人雅士琢磨与吟

咏的风雅之物。李渔曾在《闲情偶寄》

之《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说，“凡人制

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他引以

为豪的暖椅设计便是“可享室暖无冬

之福……砚石常暖，永无呵冻之劳”。

时过境迁，如今的新中式家具行业已

经壮大，成为涉及文化、审美、艺术、设

计、技艺、市场等各种层面的综合性行

业。与会专家表示，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高校负责人、设计师、经销商等

需共同合作，从设计创新、品牌塑造、

人才培养、文化创意等方面共同发力，

共谋新中式家具的发展之路。

文化内涵为新中式家具赋能

山隐造物的新中式家具产品 四出头官帽椅

什院内景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