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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活

当今中国古典家具企业， 已洋洋

达两万之众，可谓欣欣向荣。然其中

能称栋梁及秀木者，则寥寥无几。

广东台山伍氏兴隆红木家具品

牌及其掌门人伍炳亮大师是传统红

木家具行业里的先行者及大成者，

其领袖群伦的行业地位无可辩驳。

然独木不成林。 有感于古典家

具行业的急功近利、 浮躁粗糙和纷

纭乱象， 伍炳亮心存忧患， 难以释

怀。

古语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自己要立志腾达，但同时也

要让别人腾达。 因为一个人的辉煌

和成功，最终只是一人之成就，只有

让更多人成功， 才能实现达则兼济

天下。

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

以自身影响力， 集合业界有识之士，

为整个古典家具行业点亮一盏明灯，

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 才是红木大

道。

秉持一份仁者之心和士者之情，

照亮传统家具行业前行的道路，实现

整个行业的理性繁荣，是伍炳亮大师

的真正良苦用心。

激流勇进

时隔一年， 再次造访伍炳亮大

师，知悉他正忙于参与筹备“中国传

统家具行业大师”的评选活动。据介

绍， 此次评选由中国家具协会组织，

是传统家具行业里的第一次， 分设

“中国传统家具艺术设计大师”和“中

国传统家具工艺传承大师” 两个称

号。身为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

委员会主席的伍炳亮大师是此次活

动的倡导者和评选方案的起草人。

对此，记者有诸多不惑。因为对

于现在的伍炳亮大师而言，早已经是

功成名就，大可安享已有的成就及天

伦之乐， 何苦还要劳心费神地折腾？

更让人担心的是，在中国这个文化氛

围和社会传统里， 向来是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伍炳亮大师目前的声望和

地位，倡导及参与此项活动极易引起

同业的猜疑、非议和诟病，结果则可

能是好心不得好报。

伍炳亮大师听闻上述担心后淡

然一笑，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评选活动

的情况。首先，此次评选活动由中国

家具协会组织， 邀请业内专家学者、

艺术高等院校教授和文化艺术领域

的名家等组成评审委员会，建立科学

的评审机制对参评者进行评定，从而

从人员、机构及机制上保证了评选活

动的专业、透明、公正、严谨和权威

性。这与以往由媒体及公关公司举办

的商业性质的评选活动有着本质区

别，因为后者广泛存在有偿颁奖和评

选的问题，缺乏公信力。

另外， 此次评选不是只举办一

次，而是会定期举行，并逐步形成一

套成熟的评审操作标准和运作体系。

而且此次评选对象不是家具产品及

企业品牌，主要是从传统家具文化及

艺术的角度评选出在传统家具行业

理论及实践方面都有一定造诣的优

秀个人。更重要的是，所评定的大师不

是简单地发一个奖状或者证书，而是

会逐步凸显这一称号的严谨性和含

金量，使其具备行业资质认定的性质。

也就是说，评选活动的设计和目

的是通过提升设计师水平这一人的

因素，来达到提升红木家具产品设计

制作水平、文化内涵及整个红木家具

行业的理性繁荣。

泥沙俱下

当下中国的传统家具行业，从事

生产的企业有两万家之多，各地的传

统家具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

成长起来，从表象上来看，这一现象

值得高兴，因为起码的产业规模是衡

量一个行业是否成为一个行业的最

基本标准。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

门道。这一盛世繁景之下，谈得上真

正继承了传统家具文化精髓的精品

者并不多，大多形似而无神，原因是

创作者及设计者只是简单的复制、模

仿和抄袭过往作品，有的甚至连模仿

都不到位，更谈不上融合时代审美情

趣及精神诉求的当代经典红木家具

艺术品。整个行业总体上来说就是泥

沙俱下良莠不齐。

伍炳亮向记者具体解析了目前

传统家具行业里的几大病相。首先是

整个行业标准不健全，导致整个行业

缺少质量评价标准、审美标准及价值

导向规范。具体包括如原材料的精确

鉴别和检验标准、制作过程中的工艺

规范及家具成品的质量检验与等级

认证标准等。 这一无章可循的状况，

是整个行业无序的根本原因。

上述规矩空白的状态，直接导致

整个行业的设计造型能力不高，成为

家具生产企业及整个行业的发展瓶

颈。对此，记者也深有同感。记者曾在

中山见过一位大老板， 其上下好几

层、总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办公大楼

里， 充斥着富丽堂皇的各种红木家

具，所用材料都是好几百年甚至上千

年的宽大红木，有的材料直径可达一

米，可谓用料奢华。然而，这种貌似高

端大气上档次的背后，总感觉“土豪”

之气浓厚， 少了好多内涵和神韵之

气。而这恰恰是传统家具行业的精髓

所在，就像一个人，如无神，则如行尸

走肉。伍炳亮表示，很多红木家具生

产企业都是按画册上的款型依葫芦

画瓢，但由于缺乏系统完整及精细的

研究，大多存在造型不准及比例失衡

的问题，结果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种低下的行业设计水平，导致

行业进入门槛极低， 只要有资本、有

渠道买到材料及找几个所谓的设计

师，任何一个没有经验积累者都可以

加入这一行业， 从而导致另一病相，

即大多数企业都在低层次和低水平

上进行恶性竞争。

低进入门槛产生的更可怕的后

果就是直接威胁到整个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由于整个行业急速的规模扩

张，对上游原材料消耗极大，长年的

乱砍滥伐已经导致红木供应出现短

缺，价格不断上涨。大叶紫檀、小叶紫

檀就不用说了，早已绝迹，随后而兴

起的海南黄花梨及越南黄花梨也日

益稀少，目前海越黄每吨在千万元左

右，海黄则更涨到每斤一两万

元。在这一背景下，伍炳亮决

定兴建一个黄花梨家具艺术

博物馆，占地50亩，将于2016

年建成，此举在于能让后人有

机会一睹伍氏黄花梨艺术品

的风采。

很明显， 粗放式的行业增长

模式难以为继。 如何让稀缺资源

发挥最大的价值？ 内涵式增长是

唯一的出路。“同样的木材， 同样

的工人，同样的市场，是做普通的

大路货陷入恶性市场价格竞争，还是

做有收藏价值的艺术精品促进真正

的市场繁荣？完全取决于企业灵魂人

物的设计能力和对审美、造型的驾驭

能力。”伍炳亮表示。

回归文化

道为体，器为用。对于传统家具

行业而言，有形的产品只是一个载体，

它必须承载和延续传统明清家具的

审美取向、艺术水准和文化品味。否则

它就只是一个有实用价值的商品，而

不是一个文化符号及艺术精品。

从历史来看，传统家具所传递及

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趣与当时的主流

美学是一致的，并与其它各种文化艺

术如书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比

如，明代书法清秀雅致、飘逸潇洒，而

清代书法尤其是历代清朝皇帝的书

法都是浓墨重彩，笔力雄浑，而明清

红木家具的风格恰恰与当时的书法

风格保持着高度一致，如明代家具就

比较清秀典雅、简约明快，清代的红

木家具风格皆是庄严肃穆、沉稳有余

活泼不足。

因此，对于设计师而言，造型设

计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是

要了解明清家具里所蕴涵的历史文

化内涵。而要了解和读懂这一文化表

征，除了要从明清家具本身去研究和

揣摩，还要从当时其它各种文化艺术

中去理解，以此求得尽量还原历史文

化的全貌。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

从根本上保证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有

古典味道，才能保证当代的传统家具

制作在正确的文化艺术理念指导下

进行，而不是像现在好多古典家具明

不明清不清，

结果是“四不像”。

在掌握了传统文化基因这一命

脉之后，造型设计、比例均衡等制作

技巧就可以用来表达和实现这一文

化内涵。 因为设计造型尽管重要，但

始终还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术”

必须通过打造器来阐释“道”。

伍炳亮大师也曾不止一次地慨

叹当今设计师对传统历史文化理解

的贫乏和肤浅， 并由此导致整体古

典家具行业文化韵味的贫乏。 更让

他痛心的是， 这些设计师通过自己

的作品向消费者及市场传递出了一

种并非正确的传统家具鉴赏知识和

理念， 最终结果就是目前传统家具

市场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

象， 尽管已经有部分消费者开始醒

悟， 开始寻找并投资真正的红木家

具精品。

为扭转这一并不十分健康的市

场风气，也是为了整个红木家具行业

走向真正的繁荣，伍炳亮希望从两个

方面着手，尽自己最大努力解决上述

时弊，一是通过倡导及推动“中国传

统家具行业大师”的活动来提升设计

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二是通过网上答

疑及在大学开设传统家具鉴赏课的

方式，丰富广大消费者及大众的红木

家具鉴赏知识，提高其对古典家具的

鉴赏能力和水平。

唯有红木家具市场的各个主体

的素质及水平都得到提高， 中国传

统家具市场才能是一个真正健康有

序的市场， 传统家具行业才会出现

真正的理性繁荣。 知我者， 谓我心

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达己者达

人， 这正是伍炳亮大师的一片良苦

用心，也是他的一份仁者之心，一种

传统士者心忧天下的情怀。

伍炳亮：红木大道 达己达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广东艺术家开始北上展出自

己的作品， 使广东美术的辐射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正值南粤金秋，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正是收获的好季

节，听闻曾经自誓“不到七十不办展览”的周波的大展

也要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至为令人欣喜。 周波是岭南

画派正宗传人，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前辈，不仅是美院

最早的学生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美院中坚的教育

力量。 他已届“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应誓而办展，

使我们得以品评他用半个多世纪为我们精心准备的

陈年珍酿，岁月的芬芳尽在其中。

自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诸先生始，岭南画派高

举革新旗帜兴于南粤大地， 这一革新精神薪火相传，

使南粤艺术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周波师承岭南画派，

曾受教于关山月、黎雄才诸大师，人物画则直接师从

杨之光。周波初入艺坛，即有天才之誉，1960年广州美

院附中的毕业创作《北京的声音》发表于《人民日报》，

名动京华；他自 1965年毕业于广州美院之后，与众多

师门英才联手创作，又留下大量艺坛佳话。 1967年他

与伍启中合作连环画《杨健生》，入选全国美展；1974

年又与林墉等人合作连环画《西沙儿女》，再次入选全

国美展；同年，他与林墉、伍启中合作的中国画《北京

送来的礼物》 也入选全国美展， 并赴法国展出；1979

年， 他还与杨之光合作了大型中国画《民族舞蹈图

卷》。

少年成名的周波，为了鞭策自己在艺术上精益求

精，决心“不到七十不办展览”。 自 1978年在母校广州

美术学院任教开始，他远离喧嚣，淡泊名利，“甘为春

蚕吐丝尽，愿化红烛照人寰”，将大量的心血花在美术

教育事业上。 他的赤心传艺，有力地促进了美院的国

画教育。 杨之光认为他“使国画教学的‘四写’训练得

以传承与发展”。 即使他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只要提

及 1973年被广东人民出版社以彩色宣传画出版发行

的《到广阔天地去》，相信很多人都能想起这幅家喻户

晓、脍炙人口的作品。

退隐学院、 埋首教学的周波秉承岭南画派传统，

继续在艺术之路上下求索。 他继承了岭南画派“直面

对象、强调写生”的创作方法，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以诚挚的双眼，撷取生活中至美至善的一点真，再

用自己的画笔活泼地描绘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写

意人物画；岭南画派“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革新主

张也在他的作品里得到鲜明的体现， 仅以色彩为例，

他就曾远赴敦煌，揣摩壁画色彩，也曾对日本绘画设

色艳丽而沉静的特点深入研习。周波的笔法简练而富

有张力，设色典雅活泼。 最为难得的是，他的艺术总是

和生活里最为鲜活的那一份意趣紧紧相连。这份鲜活

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 就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于

细微处记录了我们社会进步发展的点点滴滴，却又诙

谐自然地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记忆。

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但

是真正能够把这句平实的话语落实到艺术创作之中

的却少儿又少，能够将平凡的生活意趣提升到艺术高

度的更是凤毛麟角。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有言：

“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

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气韵之说，一向

虚无缥缈，不知其本源所在。 周波以对生活的虔诚入

画， 将我们平素所忽略甚至简慢的生活细节提炼出

来，精微神妙之处，已臻返璞归真之境，如此气象，亦

开气韵之新面貌。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共品周波所描绘

的生活图卷，品味生活的至真至醇。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广东省美术家

协会主席，广东画院院长）

周波：

赤心传艺，慧眼撷真

本报记者 黄春兰

伍氏兴隆明式家具艺术有限公司掌门人伍炳亮

伍氏兴隆出品的海南黄花梨灵芝纹翘头案

许钦松

为艺术而生，为人民而画。

———周波

周波简介

周波， 广东潮阳峡山人，1940 年 1 月出

生。 1956 年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中，

1965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78

年调回母校任教。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图一：《赛艇》纸本水墨 69x138cm

图二：《当家人》纸本水墨 96x79cm，中国美术馆收藏

图三：《乡情》纸本水墨 97x180cm

图四：《月色海湾》纸本水墨 69x1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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