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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木艺术家具设计的创新（二） 
——引自2008首届中国（上海）国际红木艺术家具展览会红木艺术家具

坛演讲稿 
作者:郑曙旸 

发展的方向  

当我们明确知道创新的含义后，发展的方向性是关键。中国红木艺术家具真正发展起来，需要三个方面的工

作：创新体系建设、创新人才建设、创新企业建设。  

第一，创新体系建设，我觉得也有三个方面：  

1，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这是与中国国情相关联的，技术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是学校，也不是研究机构。在座的都是在企

业，为什么我们国家把创新的主体放在企业，这个概念应该是不言自明的，要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创新，才有可

能最终转换成生产力，这绝对不是一个大道理。  

2，建设产业技术与高等教育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  

这与上面的不同点，在于找技术创新点，找企业，找院校合作，不光是技术层面，不光是材料方面，

找点，有可能在哪些点上突破，我在下面还会讲。  

3，建设多元发展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  

毕竟我们国家非常大，红木家具厂商几千家，在不同区域之间，在原来的红木家具风格流派当中，也存在

格的渐进，而不是说只有一种，从现有情况来看，这个特点越来越明显。于是这就需要调整，对企业来说

什么是我的优势？什么是我的特点？这个问题讲不清楚，如果仅限在材料这个概念上，这个体系肯定创建不好。

第二，创新人才建设  

当然最关键的还在于人才，这里面也是三个方面：  

1，重在企业转变观念造就拔尖设计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如何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恐怕是厂商的领导所深入思考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还一直按照老祖宗的

来那样一套方式，完全以工匠的那样一种（传统的作坊式）生产方式，那么其他的道路，包括一些具有设计

人才的在企业发挥创造能力的环境，这个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是从目前来看，这种环境可能还不具备。  

2，立足教育转型实验培养艺术与科学双重背景的设计师  

目前，涉及家具行业的高校基本是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林业类大学、学院，从材料出发，学生欠缺的是

术方面的表现；另一个是艺术类院校，好多院校虽没要家具方面的专业，但是有这方面一些专业的运作，些

是艺术方面比较强，而思维方面比较弱，对材料和技能都没达到（一定的水平）。应该来说，设计院校应该达

这个水平，而我们中国设计类院校目前并没有达到在一个理想的运作理念下运作，于是这个工作，还是需要

（继续）去做。  

3，通过行业与学术机构搭建企业与高校合作的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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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对口性地创造这样一个（就业）环境，目前中国培训市场，对高校来说，形

严峻，但是从培养（优秀人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来推进。  

第三，创新企业建设  

创新企业建设我不一定说得准，但是希望把我的想法提出来：  

1，产品定位的自主创新观念  

产品定位是关键，产品定位犯了错误，实际上你是处于同质化竞争中。中国这么大，产品定位的市场

宽，尤其红木家具不一定只是高端市场，那么在准确的产品定位下你才可能有明确的创新性，否则是不可能的。

2，技术定位的设计管理创新  

每个厂商，如果产品要以技术创新的形式出现，你的技术水平达不到，显然就不可能在某一方面领先。

基本上我们还是按照传统技术这条线来考虑，这个显然就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就是要打破我们固有的观念，我

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技术型的优势在哪里，那么在设计管理方面就要下大功夫来解决。  

3，保护知识产权定位的经营管理创新  

最后，保护知识产权定位的经营管理创新很重要，如果这一点达不到的话，我们前面那些付出都有可能付之

东流。关于知识产权问题在国内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比如北欧家具，在国际上以设计领先，也许1年1件东

够他相当长时间获益，目前在这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设计的内容  

从设计本身来讲，它就是创新的代名词，设计就等于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只不过目前我们对设计的概

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更多的理解在技术层面，实际上，它囊括了我们所涉及的整个范围。这里，我觉得针对红

家具市场，三个方面的研究是设计的内容：基础材料研究（材料是不可回避的）、结构技术研究、艺术风

（最后展现的是艺术风格）。  

第一，基础材料研究  

基础材料研究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在用一种几乎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材料有

么多？传统材料的供应还可否保持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传统材料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既然这种材料难以为继，那么在未来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中，我们怎么办？如果没有这种材料怎么办

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2，新型复合材料的替代应用研究  

新型复合材料的替代不是说与红木家具行业无关，那么提出的是第三个问题：  

3，传统与新型材料的综合应用研究  

这次我看展会，那个越南的（展品）给我太印象深刻了，那种家具是材料的堆砌。那么我们能不能换

路，把最（适合的）材料只是在视觉符号最关键的部位展示出来，那么对于核心的结构部分，也许我们可以用

代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在网上搜到北京林大林作新教授的一个说法：  

漳州林业局有更长期的发展策略，已规划了10万亩土地，分批种植黄花梨，到2007年底已种植2万多

样的计划是十分及时的。  

目前由东南亚及非洲进口来的红木，在二十年左右恐怕都会枯竭了，到时我们人工种植的黄花梨刚好可以接

上，保证了红木家具的可持续发展。  

红木家具的主要用材，看来有可能可以自供自足，这种种植不但在国内，也可以到国外去承包山头、去

植，不但满足了用材，也保护了大自然与环境。  



上述论点来自他的文章《珍贵树种人工林的培植》，他的观点认为这种木材可以再生。这条路到底怎

我们现在要画个问号，这在学术界已有争论。  

总而言之，红木家具的可持续发展是个大问题。那么，红木家具是不是一定要按照现在的路发展，我看把

统的生产方式方法改变一下，只要达到一些基本的指标，未必一定要按照现有的路去走。(待续)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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