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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缘匠舍

时间：11月19日至22日

地址：潭洲国际展览中心7号馆T05

方缘文化艺术馆

时间：周一至周日10:00~17:00（需提前预约）

地址：佛罗伦萨小镇旁第壹时区29座107~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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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李正啟 美编 江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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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文化

26年兢兢业业发展红木

家具产业链，林氏红木家具闻

名海内外。但林剑锋知道原

材料有限，红木产业要闯出一

条新路，必须推陈出新。“在

2014年发展鼎峰时，我决定

把生产型企业改为文化艺术

型企业。”他说，希望这一线路

的改变，能把红木家具发展成

艺术品，乃至收藏品的级别，

守好其工艺、美学特色，慢慢

传承下去。

于是，他把员工从 200
人缩减至30人，还把6个卖

场全都撤了。接着，他便在

林岳开了一家方缘木制品

厂，主要生产收藏级传统广

式红木艺术家具。再后来，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方缘红

木文化艺术馆。“方缘”谐音

“方圆”，取自木作行规“准

绳分曲直，规矩定方圆”。

而这个“缘”也代表缘分，在

林剑锋心里，这既是林家木

匠世代与木材的缘分，也是

方缘品牌家具与识木者、爱

木者的缘分。

去年12月9日，方缘红

木文化艺术馆迁至佛罗伦萨

小镇旁的第壹时区。该馆展

示面积约800平方米，集红木

文化展示、宣传、科普、研发设

计功能于一体，不仅以实物和

图片展示方缘红木及中国红

木家具发展史，还展示了红木

家具创作流程、榫卯结构工

艺、吉祥文化。在这里，我们

不仅可以看到雕刻刀、什锦

锉、木工锉、线锯、钻头等陪伴

林剑锋走过 20多年的“饭

碗”，还可以观赏榻、桌、凳、柜

等红木家具，感受广式家具的

优雅与浪漫。

除了方缘红木文化艺术

馆，林剑锋还在顺德容桂马岗

森林公园旁建设了仿清代并

有佛山本土特色古建府邸的

漫生活馆，用于传统红木家具

的创作和红木家具文化漫生

活展示体现。

榫卯藏匠心 红木传文化
方缘匠舍将于19日在潭州国际展览中心展出览中心展出，，

推广宣传红木文化和广府文化

榫卯之间，藏着红木的灵魂与智慧，更藏着木
匠对家具细细打磨的那颗匠心。记者获悉，由桂城
方缘文化艺术馆馆长林剑锋亲手打造的一座精致
灵巧的红木小屋“方缘匠舍”将于11月19日在潭
洲国际展览中心展出。这座由400多条材料组成
的红木小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红木小屋的出产
地——方缘文化艺术馆又有怎样的故事？今天，让
我们一起来探秘桂城的红木家具。

■■林剑锋画设计图林剑锋画设计图。。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榫卯，是我国古代建筑、家

具及其他器械的主要结构方

式。榫卯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文

化和智慧，其特点是在两个构件

上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连接

方式，能在不使用钉子的情况下

加固物件。凸出部分叫榫，凹进

部分叫卯。

今年11月初，桂城方缘文化

艺术馆馆长林剑锋将榫卯设计与

红木家具巧妙融合，设计出了一座

精致灵巧的红木小屋，在第二届陈

村三字经启蒙教育展上展出。11
月19日，这座红木小屋将于潭洲

国际展览中心再度亮相。

镬耳屋顶、虾笼灯、鱼艇窗、

广府吉祥图案龟背纹的飞椅

……这座长约6米，宽约4米的

红木小屋名为“方缘匠舍”，投影

面积约24平方米，由400多条

材料组成，以岭南文化为设计风

格。方缘匠舍浓缩了红木文化

的精髓，结合年轻人的审美，以

书法、绘画等中国传统文化，还

原古人在小亭写诗、作画、喝茶

的写意环境。

为何会设计出这样一座红

木小屋？林剑锋介绍，现在越来

越多人喜欢看展览，传统的红木

家具大且重，难以运输到各个展

览，于是设计了一座精美又方便

运输的红木小屋，以此推广宣传

红木文化和广府文化。林剑锋

说，希望自己能为年轻的红木人

打个样，“大家在设计、制作的时

候，可以更充分考虑家具的实用

性，用创新的思维去满足不同的

消费群体，这样才能越走越远。”

打造红木小屋宣传广府文化

工匠精神，可从红木人的身

上一探究竟。红木人对每一个组

合零件、每一道工序、每一件家具

都精心打磨、专心雕琢，把每一块

木头都当做了有生命的个体，用

心跟它们交流，从而做出了一件

件精美、流传百年的红木家具。

林氏家族第九代红木传人林剑

锋便是怀着一颗匠人心的红木人。

“我从14岁就开始接触酸枝

红木，那时只是跟着爸爸帮别人

维修古旧红木家具。”林剑锋的爸

爸是平北工艺厂的匠人，林剑锋

从小就在红木堆里长大。不曾

想，这位小木工渐渐对红木痴了

迷，“维修、制作红木家具不只是

维持生计，它成了我的事业。”

林剑锋回忆，以前广州很多

富贵人家喜欢红木家具，有人拿

着从别处收来的残缺品进行修复，

也有人慕名而来，委托他制作仿古

家具。“凳子缺了一块，客户想还原

原貌，我没见过，就拿着图片到处

找行家问，找书看。博物馆里不让

记录家具尺寸，我就用眼睛仔细观

察，数地上的地砖还有墙上的青

砖，目测家具的长、宽、高，然后马

上离开博物馆记录下来。”

就这样画着做着，26年过

去了，林剑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

酸枝红木家具设计与制作的风

格。“我们每件家具都是纯手工

制作的，我更喜欢叫它作品。”林

剑锋说，仔细观察手工制作的红

木家具，可以透过每一处细节，

感受到工匠当时的状态和感情。

怀一颗匠人心 26载埋头红木间

从平北的红木小作坊，

到林岳的红木厂和展厅，再

到三山的方缘文化艺术馆，

林剑锋将自己对红木的理想

与情怀毫无保留地展现出

来。而现在，林剑锋正准备

将《方缘》红木家具文化书籍

出版一事提上日程。

“这本书是我和来自甘

肃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祁翠

花老师共同创作的。从

2016年起，我们围绕红木家

具共写了近百篇文章，《方

缘》就是摘取了其中57篇散

文，合计18万字，并选取了

樊年林、黎乃溪两位老师的

两百多幅作品作为配图。”林

剑锋介绍，《方缘》通过“悠悠

往事、深沉足迹、依依匠心、

拾萃昔年、绵绵木韵、含英存

珍”等六个小辑，宣传岭南传

统家具文化及广府文化，让

读者触摸红木的本质，共同

解剖那些藏在红木家具里的

秘密。

“我只是一个木工，但我

想将这些红木文化、广府文

化宣传出去，让更多人认识

传统红木家具。”林剑锋说，

《方缘》不止是提供给家具爱

好者看，还希望更多文人雅

士能认识广府红木家具，“这

将是助力传统家具‘破圈’的

一步，《方缘》预计于明年出

版，让世界认识红木。”

林剑锋还提到，南海红

木人很多，竞争也大，但如果

每家红木企业都能通过手艺

做出自己独有的性格和风

格，而不是通过机器生产大

量风格相似的家具，那消费

者的选择会更多，同行之间

也能从竞争变成互利。林剑

锋寄望，未来在红木家具这

块，消费者不只是选择价格，

更多的是选择风格，让南海

红木行业慢慢发展起来，形

成一个靓丽名片。

手艺人变守艺人建文化馆存记忆

文/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方缘》即将出版让世界认识红木

■ 红 木 小 屋

“方缘匠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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