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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庆国

紫檀花梨红酸枝，长几

短凳雕花床——这些古老

的家具符号与美轮美奂的

苏州园林一样，代表着中国

文化风雅清秀的一面。在

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苏杭作为传

统美学中的两大巅峰之地，

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许许多

多优秀的文化瑰宝，其中以

红木为原料、制作精美的苏

州家具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苏州是传统明式家具的

发源地，这得益于郑和下西

洋给附近港口带回的数量

庞大的红木资源。苏式家

具构思巧妙、做工精美，其

“材美工巧”“清新隽永”的

审美情趣一直影响着中式

家具的发展和变化。2006

年，“苏州明式家具制作技

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苏式家具的传统制作技艺，

俗称“苏作家具”，指的就是

苏州、松江一带地区所生产

的古典家具。

苏式家具名扬四海，但

本地区有数以百计的红木

家具厂，究竟谁来担纲“苏

州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的传

承人和领头羊？9月28日，

经过有关机构反复考察推

荐，中国苏作红木文化研究

发展中心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家具制作技艺“苏

作红木文化艺术保护传承

基地”正式落户江苏常熟东

方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在

揭牌仪式上，中国文联民间

文艺艺术中心和中国非遗

保护协会有关负责人分别

宣读了有关批文，随后举办

了首届“中国戈汕红木文化

研讨会”，来自中国艺术研

究院、故宫博物院、东南大

学等高校和学术科研机构

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

苏式家具文化的发展传承。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家具制作技艺苏作红木文化

艺术传承保护基地负责人冯

朝雄介绍，苏作家具作为明

式家具的核心代表，其选材、

工艺、造型和韵味体现了浓

郁的文人气息。苏作红木家

具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明

朝万历年间，常熟人戈汕就

在作诗画画之余，对家具进

行过系统的研究。戈汕，字

庄乐，善画，钩染细密，得北

宋人画风。又能诗，兼善篆

籀书，是那个时期“虞山印

派”的领军人物。《常熟县志》

记载，“戈汕造蝶几且有

谱”。《蝶几图》成书于万历丁

已年（1617年），是较早有书

面材料可考的苏式家具制作

文献之一。“蝶几”是三角形

和梯形的几，蝶几尽三六之

法，方七尺或六尺，可短可

长，形状为斜、半斜、长斜等

三角形。

冯朝雄说，树立文化自

信，弘扬民族文化，需要大

力挖掘那些承载着中华传

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

苏州一直十分重视对苏作

家具技艺的保护和传承，此

前，研究者们对苏州园林和

朱家角等古镇文化进行过

系统研究，从设计布局、内

置摆设、家具归类整理过程

中发现了蝶几等几种目前

已濒临失传的苏作家具样

式，后经查阅海量古籍，终

得蝶几原图，并在东方红木

家具有限公司进行了制作

复原。

据悉，作为苏作红木家

具重要基地的常熟市，家具

制作历史久远。在改革开

放之前，常熟制作的红木家

具曾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一半以上，有“中国红木家

具之乡”的称誉。近年来，

常熟市通过对苏作红木文

化的挖掘整理和理论研究，

建设了红木文化艺术馆、复

原了濒临失传的戈汕蝶几

家具、组织民间工艺大师与

台湾雕刻大师一起完成了

木雕版《富春山居图》合璧

巨作等，研究与保护并举，

发扬和传承了苏作红木文

化。苏作红木文化研究发

展中心和基地落户后，将定

期举办高层论坛，开展专题

培训，构建苏作红木学术理

论体系；深层次挖掘苏作

红木精深的文化内涵，努

力创建当代苏作红木的文

化理念；深化总结苏作红

木的传统手工技艺，努力

开发红木现代加工制造工

艺，全面提高苏作红木的工

艺生产水平。

苏作红木文化研究发展

中心主任、艺术传承保护基

地副主任姚向东表示，“苏

作红木家具传承百年，但光

有复制性的‘传承’不足以

推动整个苏作红木文化家

具的发展。”今后中心将以

苏作红木文化研究和创作

推动为抓手，在保护传承苏

作技艺、特色样式的同时，

组织创新设计，引导策划推

广，构建苏作红木学术理论

体系，转化和传播苏作红木

的品牌文化建设和发展。

据介绍，苏作红木文化

研究发展中心和“苏作红木

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基地”的

成立，离不开苏州中外名人

研究会等学术机构的大力

推动。苏州市中外名人研

究会秉持“研究名人，启迪

众人”的宗旨，立足苏州传

统文化，对苏作家具文化进

行过系统研究。着重从历

朝吴地园林及居家内置苏

作家具的制作题材中溯源

发掘并整理，对装饰、包镶、

雕刻制作传统工艺进行挖

掘和传承。东方红木家具

有限公司在现代苏作红木

技艺的基础上，学习融合苏

作红木家具的精髓，秉承传

统榫卯构件以及浮雕、线

刻、嵌木、嵌石等手法，继承

并发扬了苏作红木严谨细

腻的工匠技艺。苏州中外

名人研究会与东方红木有

限公司联手复原的红木蝶

几，长短方圆，可随意自裁，

犄之角之，宜于曲栏斗室，

叠起来不占空间，张开来

可坐满堂人，两三个人到

十多个人都可以使用。在

明代，蝶几是上层社会饮

宴、书画、琴棋、吟诗等享

乐使用，实用之余，转为清

玩，变桌为板，实为“七巧

图”的前身，它的出现对后

来组合家具的发展有着深

远的意义。

（本文配图由苏州中外

名人研究会和常熟市东方

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提供）

传承苏州工匠精神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中国苏作红木文化研究发展中心落户江苏常熟

□ 本报记者 程 云

□ 黄赤橙

“双节”前的9月27日，深

圳市政协六届十三次常委会

议强区放权改革专题协商会

在深圳市政协礼堂召开，广东省

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

出席会议并作出重要讲话，深

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主持会

议。全国、省、市、区四级政协

委员，以及深圳市属部门、各

区政府负责人介绍了强区放

权改革实施情况，为下一步推

进改革工作建言献策。

据了解，2016年 3月，深

圳市正式启动强区放权改革，

以简政放权为前提，用放权的

手段，将市级政府多项事权下

放到区，使市级“瘦身”，区级

“强体”。强区放权改革推行

一年多来，深圳市政协积极参

与到改革工作中，为各级政府

及其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了许

多建议、意见，有力支持了强

区放权改革的推进。

为推动强区放权改革工

作顺利进行，深圳市政协组织

市区政协委员开展了调研视

察活动。委员们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式，实地走访了深

圳市编办等十几个市直部门

以及10个区和新区，收到了

50多万字的文字材料。委员

们深入强区放权改革工作一

线，形成了有关政策法规、人

员编制、廉政监督等多方面的

意见汇总。在本次专题会上，

委员们依次对强区放权各方

面的工作进行了汇报总结。

深圳市政协还以问题为

导向，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

式，和基层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沟通意见，收集汇总了第

一手的改革成效数据资料。

深圳市政协调研组对这些数

据资料进行了量化分析，形成

了强区放权改革工作的综合

评估报告。深圳市政协的调

研从数据上肯定了强区放权

改革一年多来的成效。

深圳市政协通过前期的

实地走访和调研，也发现了强

区放权改革工作中存在的一

些难点。深圳市政协调研组

及委员们发挥政协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

对这些难点进行深入分析，找

出困难背后的成因，并对症下

药，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经过调研，政协委员们认

为强区放权改革效果符合预

期，政府办事效率有所提高，群

众满意度得到提升。在本次专

题会上，政协委员们踊跃发言，

从多方面、多角度为强区放权

改革工作建言献策。委员们表

示，强区放权改革应建立权责

清单，保障事权顺利交接；应进

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做好顶层

设计；应加强监督评估机制，确

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王伟中高度评价了深圳

市政协在强区放权改革工作

中发挥的作用与作出的贡

献。他指出，强区放权改革

是深圳市贯彻中央、国务院

关于放管服任务的重点工

作。深圳应抓住强区放权改

革机会，在学习全国经验的

同时，结合深圳自身的情况，

进一步深化改革。深圳市政

协为强区放权改革作出了深

入而全面的调查研究，专业

性非常强；委员们在会上提

出的建议、意见具有针对性，

值得市委、市政府进行认真

研究、吸收和采纳。

戴北方在发言中勉励深

圳市区两级政协要按照深圳

市委书记王伟中的指示，持续

关注强区放权改革工作进程，

不断为改革提出好建议、好政

策，切实履行好政协的职责。

深 圳 市 领 导 郭 永 航 、

刘 庆 生 、蒋宇扬、艾学峰、

刘 润华、黄中伟、陈倩雯、

黎军、王大平，市政协秘书长

赵燕民参加会议。

（本文配图由黄赤橙摄）

深圳市政协为强区放权改革建言献策

深圳市政协六届十三次常委会现场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在会议上讲话

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在会议上讲话

深圳市政协委员袁晓江在会议上发言 深圳市政协委员姜华在会议上发言

9月28日，中国苏作红木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家具制作技艺“苏作红木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基地”正式落户江苏常熟。

首届“中国戈汕红木文化研讨会”，吸引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故宫

博物院、东南大学等机构专家学者参加。

苏州中外名人研究会与东方红木有限公司联手复原

的红木蝶几
苏作红木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艺术传承保护基地副主任姚向东（左）

向故宫博物院专家颁发聘书。

在深圳市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委员们建议，应建立权责清单，保障事权顺利交接；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
做好顶层设计；应加强监督评估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