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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丝”出发
了解千年官窑故事

珠江时报讯 记者彭燕燕 通讯

员陈资宝 王子汉报道 千年官窑从

何而来？窑文化曾经有多辉煌？5
月21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

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副研究馆员肖

达顺在狮山南粤古驿·十里官窑开

展《广东南海地区古代窑业生产与

海上丝绸之路初步研究》专题讲座，

以远洋贸易商船“南海1号”为故事

背景，带领大家从海上丝绸之路出

发，了解南海古代窑业故事。

讲座中，肖达顺介绍了南海区

狮山镇奇石窑址、里水镇文头岭窑

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并结合大量历

史文献资料阐明了佛山南海窑址

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1
号”沉船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证实

了阳江“南海1号”南宋沉船出水的

部分酱釉罐等器物是由奇石窑、文

头岭窑生产，从而佐证了佛山也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肖达顺2013年至今全程参与

“南海1号”沉船发掘保护项目，并

主持2023年度考古发掘及后续整

理研究工作。他在课件中展示了

很多在沉船中发现的各类陶瓷及

其花纹特点、陶罐种类等。“在‘南

海1号’的旧仓里面我们发现了很

多酱菜罐，这说明当时陶瓷罐具备

的使用功能已经非常多样化了。”肖

达顺介绍。

当天，在狮山镇文化发展中心的

陪同下，肖达顺还与考古同行一起到

文头岭窑址进行探勘考古工作。

从 到 南海红木 起突围
挖掘文化内涵打造品牌IP，红木企业积极求变以应对消费瓶颈

南海是红木家具三大

派的“广式”发源地之一，

产业链发展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据不完全统计，

全区约有1000多家红木

企业，分布在桂城的就有

700多家，现已形成了完

整产业链。然而，随着家

具原材进口的受限和家居

产品消费的放缓，红木家

具行业正进入一个持续的

瓶颈期。近日，记者在桂

城林岳一大型红木家具市

场走访看到，偌大的市场

里，采购商与客人不多，部

分经营户与店家均感到

“压力山大”。

“要把‘产品’变为‘作

品’，把生产型企业发展为

文化艺术型企业，这是我

们的升级之路。”近段时

间，方缘红木文化艺术馆

馆长林剑锋忙着给几幅

“如意得水”雕花，为迁新

址的方缘馆展厅作布置。

面对红木行业遭遇的瓶颈

期，包括方缘在内的南海

红木企业沉着应对，一边

“慢下来”以工匠精神打造

精品，另一边主动出击，通

过拓展新业务、打造品牌

IP、加快电商布局等举措

提升发展动能，探索全新

的运作模式，为产业注入

新动力，谋求新一轮升级。

“今年的客流量少了，有时

候一天也来不了几个客人。多

数时候过来看看的，还是老顾客

为主。”面对当前寡淡的行情，林

岳红木城经营户黄先生不禁皱

起了眉头。

“红木行业发展受困，在于

部分企业经营过分安于现状。”

从业逾三十载的林剑锋坦言，乘

着时代的东风，红木家具企业早

些年确实赚到了钱，但是也固化

了传统的经营思路，“红木企业

面临‘中年危机’，正在与新一代

消费者拉开距离。”

受房地产市场变化影响，家

居市场消费放缓，是红木销售变

淡的一大原因。与此同时，老一

辈懂红木的消费者老去，如何赢

得年轻消费者的芳心，成为红木

从业者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设计

感，注重实用性、舒适性以及跟

房屋的整体搭配，我们是小户

型，觉得很难放下这么大的家

私。”正准备装修的市民田英坦

言，她虽然喜欢中国风，但是在

当前经济条件下，会把实用性放

在考虑的第一位。

另一方面，从生产端来看，

随着环保和安全生产执法力度

的不断加大，红木企业也遭遇转

型升级难题。“当前，南海红木产

业面临着重要的‘十字路口’。”

在佛山市南海区耕酸堂古典家

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锡桦看来，

传统的红木家具企业发展面临

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厂房的环

保消防问题、租约到期导致的经

营场所不稳定、如何合法合规经

营等，都影响着企业在发展路上

的决策。

还有不少企业表现出对发

展空间的需求。“一方面，公司面

临厂房设施不完善、历史遗留隐

患等问题，另一方面，打造中式

装修需要更好的应用和展示场

景。”宏兴红木家具厂负责人透

露，宏兴正在打造家居体验馆，

努力提高红木系列产品的知名

度。

历经多年的发展，南海的

红木产业虽然拥有过辉煌时

期，但随着地方产业结构调整

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如何适应

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是红木

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思考

的问题。

面对新消费时代，南海红木的

未来在哪里？企业该如何突围？面

对遇冷的市场，来自南海的红木家

具企业老板并没有伤春悲秋，都在

积极思考变革破局之道。

在桂城宜安科创园，有一间远

离热闹市区的方缘红木文化艺术

馆。它不开在家私市场，而是进入

科创园区，这是为何？

“我们不只是个生产厂，而是希

望建立一个集文化宣传、设计、研发

与艺术的综合体，将文化和故事、品

牌注入红木家具中，将产品变成工

艺品，慢慢产生名人效应。”在林剑

锋看来，馆内的每件家具都是纯手

工制作，产品先后获得40多项外观

设计专利，将工艺品变成作品，提高

产品的附加值。

走进方缘红木文化艺术馆，“若

合一契，浑然一体，方寸之间，了然

于心”16个字赫然眼前。林剑锋介

绍，前两句是指中国古代建筑、家具

的“榫卯”工艺，后两句则是木匠在

方寸之间分毫不失这一准绳理念的

体现，公司致力传承中国传统家具

文化精神，设计出属于当代中国人

的红木作品。

2019年，林剑锋一手设计打造

的方缘红木文化艺术馆落地，成为

南海第一家红木文化馆，他也成为

南海红木行业中率先将公司从生产

型企业转做文化艺术类企业、从做

产品转型做作品的企业主。

“鸡蛋从外打破是死亡，从内打

破则是新生。红木企业不应再墨守

成规，要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求变。”

在林剑锋看来，年轻人已有自己的

审美，他们比较喜欢简约和线条美，

企业也要不断创新，适应时代潮流

和当代审美。

“红木行业要破除当前的发展

困境，需要在文化和品牌上下功夫，

我建议在南海打造红木产业集聚

区，包括打造红木文化街区，建立一

个广作家具的博物馆，提升南海红

木的文化价值。”在刘锡桦看来，当

前南海在大力发展人文经济，南海

红木产业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应

结合文旅产业一起谋划，以设计和

文化一起赋能南海红木产业发展。

经过40年的发展，南海已产生

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

的家具企业，拥有国家级硬木广式

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1人、省级传

承人1名、市级传承人2名、区级传

承人3人，南海区“大城工匠”2人。

“希望广大红木从业者集思

广益，突破行业发展的瓶颈，深挖

文化内涵，提升行业价值。”南海

区红木行业协会会长梁沛根表

示，红木行业作为传统行业之一，

要在发展中不断寻找新赛道，利

用好深厚文化底蕴，突破传统行

业新方向。

红木行业亦是文化行业，在千

百年的流转传承中不改创新底色，

方能成就如今的光辉。要让红木产

业持续发展壮大，须全力促进红木

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大产品创

新和品牌推广。红木家具企业在传

统文化传承上要做到“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在设计适合现代人需

求的产品的同时，也要深入挖掘人

们的精神消费需求，设计出既有生

活理念又有文化特色的产品。

“将红木产业打造成南海桂城

一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岭南广府

文化特色的文化名片意义重大。”北

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京南认为，

红木行业既是文化的传承，也是文

创产业的新载体，红木家具企业的

负责人要有文化意识，才能在众多

的家具企业中凸显出来，以较强的

文化竞争力赢得消费者青睐。

策划/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丹丹

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彭美慈李年智通讯员罗惜坤

困局 红木行业消费放缓客流减少

求变 从“造产品”转向“造作品”

突围 用文化附加值打动消费者

■方缘红木文化艺术馆展出红木艺术品。

■桂城林岳红木城一带。

珠江时报讯 记者何泳谊报

道 5月21日，西樵镇人民政府、海

舟经联社、佛山市永智富科技创新

有限公司举行海舟樵高路西侧工

业区地块流转出让签约仪式。这

是继今年1月成功流转出让五八

科创园二期项目、恒创智慧制造产

业园项目、新田景开智造园项目，

释放出近20公顷（近300亩）产

业空间后，西樵镇进一步推动“空

间再造，产业重塑”的又一成果。

现场，海舟经联社与佛山市

永智富科技创新有限公司签订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消防、环保及安全生产

协议书》。西樵镇人民政府、海舟

经联社、佛山市永智富科技创新

有限公司签订《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监管协议》。

据介绍，西樵镇海舟樵高路

西侧工业区项目毗邻海舟村委

会，是南海区村级工业园改造提

升认定项目。项目面积约4.63
公顷（约69.5亩），拟建建筑面

积约13万平方米，拟总投资额

约3亿元。项目计划通过企业自

改方式进行产业升级，由土地承

租方自行出资进行土地前期整

理，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

出让的模式实施改造。

根据规划，项目以产业建设

与城市融合为目标，围绕泛家居、

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电子信息、

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家居等领

域，大力引进、培植优质项目，拟

打造现代化工业厂房，成为科创

型、成长型高新产业园区。

今年以来，西樵紧紧围绕

“空间再造，产业重塑，缔造美好

生活在西樵”工作主线，深入实施

“百千万工程”，坚持制造业当家，

重点培育3+3产业发展体系。

尤其突出抓好“智造西樵”建设，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化科

创引领产业发展。同时，以更大

决心和魄力推进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力争完成 60公顷（900
亩）村改拆除任务，有效加快千亩

连片产业用地整备，全面提速三

大千亩连片“工改工”项目。

西樵海舟樵高路西侧工业区地块成功出让

引进优质项目 打造高新产业园区

珠江时报讯记者蓝景熙陈

业北摄影报道 记者近日获悉，

丹灶樵金北路环境整改提升工

作已完成。昔日樵金北路两旁

杂草丛生、垃圾成堆的景象不复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干净平整的

路控用地，道路环境得到美化，

环境卫生大大改善。

樵金北路是周边居民日常

出行的必经之路，附近住宅区、

厂区较多，日常车流量大。然

而，道路两旁路控面积较大，大

部分没有硬底化；基础设施不完

善，垃圾堆积如山，杂草丛生，严

重影响市容市貌。

今年以来，丹灶市政办及有

关部门多措并举、集中发力，深

入开展樵金北路环境整改提升

工作，提升道路路域环境水平，

营造“畅、洁、绿、美”通行环境。

前期，丹灶市政办逐一走访

樵金北路沿线各村居，收集周边

居民对于道路环境整改提升工

作的意见，共商整改方案。有关

部门还对道路沿线商铺企业开

展走访宣传，争取经营户对道路

环境整改提升工作的支持。今

年4月，丹灶市政办联合执法办

及沿线村居，持续推进樵金北路

沿线环境卫生治理，着重对道路

两旁及周边村居、商铺出入口道

路进行“梳妆打扮”。

根据整改提升工作要求，工

作人员按照“全覆盖、零死角、无

遗漏”的工作原则，认真、细致排

查樵金北路路段内各类垃圾、碎

石等杂物堆放情况，并及时清

理。目前，樵金北路环境整改提

升工作已完成联沙至上安路段

的整治，有关部门累计出动150
人次，清理垃圾、土渣、杂草210
多车次，大大改善了樵金北路路

域环境。

丹灶市政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道路环境整改提升工作

不但提升了城市形象，还增强了

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有效推

动丹灶深入实施绿美乡村建设。

丹灶樵金北路环境整改提升工作见成效

道路“梳妆打扮”城市面貌焕新

■整改后，樵金北路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